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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的合一"

世界基督教教会联合会

(下称“世基联”)自1 948

年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宣

告成立以来，在推动基督教

三大宗派(罗马公教会／“天

主教”、东方正教会／“东

正教”以及基督新教)的普

世合一运动中，已走过“花

甲”之年，结出了令人欣慰

的合一硕果。“世基联”下

属专委会之一“信仰与教

制委员会” (下称“信教

会”)，是早在1927年在瑞

士洛桑成立的跨宗／教派组

织，注重从信仰传统和各宗／

教派教会体制(教制)层面

上，探讨和推动教会合一。

后加入“世基联”，成为该

组织中推动合一运动的重要

部门之一。

1 982年， “世基联”

的“信教会”专委会，在

秘鲁首都利马召开会议并发

表重要的1 1 1号文件： <洗

礼、圣餐和圣职>(因为是

在利马发表的，也常被称为

(利马文件>下称<利马文

件>)。

在这份长达39页的<利

马文件>中，’从神学层面

上，集中阐述基督教三大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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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在圣洗礼、圣餐和圣职三

方面所共同存有的传统，呼吁

各宗／教派打破派性壁垒，在

三大圣事和圣职方面，彼此接

纳、相互认同，向实现教会

“可见的合一”迈进o<利马

文件>的出台，是“世基联”

在推动合一运动中的重要成

果，是“信教会”集半个世纪

来的探索经验草拟而成的，是

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里程碑。

千百年来，基督教三大

宗派包括基督新教的不同教

派，在洗礼、圣餐和圣职三方

面的相互排斥和彼此不认同，

使教会的身体——基督遭到人

为的分裂，成为实现教会的目

标——可见的合一的最大障

碍。为此， “世基联”的“信

教会”几十年来致力于探索，

如何依据圣经从教义神学的层

面上阐释洗礼、圣餐圣事和

圣职的意义。在<利马文件>

中，我们可以学习到：1．基

督教的三大圣事／圣职的传统

是什么?2．各宗／教派所形成

的自身传统是什么?3．基督教

的“大传统”和各宗／教派的

“小传统”之间的关系是什

么?4．各宗／教派如何将自身的

小传统和基督教的大传统相结

合，在洗礼、圣餐和圣职三

方面相互承认，为实现教会

“可见的合一”作见证。

在“世基联”的组织

中， “信教会”是唯一包括

天主教代表的专委会(天主

教至今不是“世基联”正式

成员教会，因其只参加“信

教会”，只是该专委会的正

式成员教会)o因此， “信

教会”是“世基联”里具有

最大宗／教派代表性的专委

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

过了“世基联”o因为是在

跨宗／教派之间展开的探讨

教义神学的问题，<利马文

件>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

草拟时间。其问， “世基

联”的“信教会”曾多次召

开各类不同层面的神学研讨

会，形成经过数次大幅度修

改的框架性草案。直至在

1 97 5年“世基联”召开的

第五次内罗毕大会上，批准

“信教会”将相对草拟成熟

的<利马文件>征求建议

稿，发给“世基联”各成员

教会。令人欣慰的是，“信

教会”收到来自世界各个角

落1 00多个不同成员教会的详

细反馈意见。“信教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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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组织邀请代表各宗／教派的

神学专家们，将这些反馈意

见加以认真地分析和整理，

形成最终出台的<利马文

件>。

在草拟<利马文件>

的过程中， “信教会”遇到

的最大挑战是：如何理解在

宣教和追求团契生命更新的

过程中，将圣事和圣职三方

面的彼此接纳、相互认同与

各教会推动公义、和平与和

好的特定处境结合起来?教

会不能脱离自身境况，空谈

接纳或承认其他宗／教派。

但又不能因强调自身传统和

处境的特殊，拦阻我们对圣

灵呼唤合一的回应。在拟定

<利马文件>的过程中及其

出台后，各不同宗／教派的

代表们，从来没形成过一致

意见。因此， <剩马文件>

只能被称作是“大多数人同

意”的文件，而不是被“一

致通过”的文件。尽管如

此，这并不降低<利马文

件>所体现的普世合一运动

中最具突破性的见证。因为

<利马文件>仍是在最大程

度上集中了大多数人的意

见，代表了绝大多数各宗／教

派的基督徒最真实、最基本

的对追求“可见的合一”的

期盼。(利马文件>的历史

价值在于：

宗／教派背景的神学家们，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预备好

进行“对话”o他们怀着顺

服基督的心，敞开心怀，撇

下宗／教派成见，彼此谦卑倾

听，相互学习。来自不同的

教会传统和宗／教派背景的、

具有如此广泛代表性的神学

家们济济一堂，对圣事和圣

职，发出如此和谐的讨论声

音，这在普世教会运动中是

前所未有的。在“信教会”

营造的“对话”氛围中，

<利马文件)经过数次大轮

回的修改，得以顺利出台。

它见证了各教会神学家代表

们，虽存在宗派分裂和神学

歧见，但仍努力为追求实现

“可见的合一”所作的见

证。长达数十年草拟的<利

马文件>，在普世教会跨宗／

教派对话中，终于结出了属

灵的果子。

1． <利马文件)最重

要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本身的 2．在草拟过程中，当小

出台，而且还在于其草拟过 组成员试图把历史上宗／教派

程中，小组成员中来自天主 的恩怨抛在身后时，他们发

教、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不同 现，尽管彼此间存在不同的

教会传统，但其中仍包含丰

富的来自共同信仰的相同应

许，那就是：一主、一信、

～洗。透过圣事和圣职，上

帝已将他赐给自己儿女的应

许的恩典，不附加条件的、

平等地、白白地赏赐给所有

领受圣事和圣职的人，不分

地域、不分种族、不分年

龄、不分性别也不分肤色。

圣事和圣职功效的神圣性，

是来自上帝的，是超越宗／教

派背景的，是逾越信仰差异

的，也是胜过神学歧见的。

不同宗／教派形成的多种的、

不同模式的圣事和圣职传

统，都印证了在基督里上主

恩赐的多样性， “小传统”

与“大传统”融为一体，相

得益彰，谱写出和谐的乐

章，汇成悦耳的赞美之泉。

3．<利马文件>没有获

得“一致通过”，而是只代

表“绝大多数人”的意愿，

恰好证明分裂的宗／教派在共

同寻求合一道路上所显露出

的属灵挣扎和来自人性的软

弱，清晰呈现出宗／教派的分

歧和神学歧见。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看到传

统主义和宗／教派主义已成为

合一的羁绊，认识到若不削

弱或铲除在圣事和圣职方面

存在的排他性，就难以最终

实现教会“可见的合一”。

带着上主的托付，怀着全世

界基督徒的美好愿景，激励

“世基联”的“信教会”，

决心草拟出合<利马文

件>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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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千百年来基督教不

同宗／教派形成的各自传统，

限制了基督徒在基督里分享

共同的恩典，阻碍了教会对

来自不同教派洗礼传统的肢

体的接纳和认可，拦阻来自

其他宗派背景的基督徒同聚

圣餐桌前，排斥向其他宗／教

派的圣职人员开放讲台。笔

者曾多次听说受过洗礼的基

督徒在申请加入新教会时，

被要求再次接受洗礼(包括

笔者本人，也曾遭遇此经

历)。在领受圣餐方面，笔

者曾在天主教堂遭遇过不被

邀请同领圣餐的尴尬。在圣职

身份上，遭遇其他宗／教派排斥

的经历就更多。特别是作为女

性圣职人员，被排斥的因素似

乎又多了一层。

值得感恩的是，进入“宗

派后”时期的中国教会，早已

在洗礼、圣餐和圣职三方面基

本实现“可见的合一”(尽管

还有个别教派没做到)，在普

世教会面前，为神作出了美好

的见证。

<利马文件>向我们见

证：不同宗／教派在圣事和圣

职三方面实行彼此接纳，是

教会在灵性上成熟的表现，

同时，也向世人宣告：教会

在基督里旱已存在的合一传

统。笔者祈求，愿<利马文

件>成为上主手中合用的器

皿，激励普世教会，为追求

“可见的合一”作出更大的

见证f

(本文曾参考“世基

联”信仰与教制委员会第111

号文件《洗礼．圣餐和圣

职》内容．)

一一 竺竺!塑型!彩

和谐的社会意义
——记海淀教堂和谐事工二三事

口文I吴伟庆

基督教是一个十分注

重“和谐”的宗教，在圣

经中“和谐”又常被称作

“和好”、“和睦”或“和

平”，基督教所传的福音常

被称为“和平的福音”(参

徒1 0：36：弗2：1 7)或是

“和好的道理”(参林后

5：1 8—20)，因为基督来到

世界，就是要在上帝与人、

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参

弗2：1 4—1 5：赛65：1 7—

1 8 SEPTEMBER．2010

2 5)建立和平，正因为如

此，基督被称为“和平之君”

(参赛9：6)o

和谐社会是基督教的最高

理想社会，以赛亚先知和<启

示录>作者，虽然以天上国度

的形式向我们展示了未来的理

想世界，但其核心就是和谐。

多年来，海淀教会竭力构建和

谐教堂，做了不少有社会成效

的工作，为主作出了美好的见

证。

一、加强交流，

展现三自运动成果

海淀堂地处中关村西

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全国重

点高等院校相距很近，这些

大学中的有些外教就是基督

徒，他们常年来海淀教堂做

礼拜，由于语言不通，在敬

拜时只能凭借同声传译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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