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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俄国东正教会产生于10世纪末，当时它是希腊拜占廷牧首区的一个都主教区。15世纪中期，

俄国都主教区独立，一个半世纪后晋升为独立的牧首区。在俄罗斯教会走向独立的同时，其内部发生了分

裂，产生了两个独立的都主教区。分裂原因主要集中在政治宗教、民族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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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利西王公们的分裂企图

公元9世纪，俄国人以基辅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强大

的统一国家——基辅罗斯。lO世纪末，罗斯大公弗拉基

米尔把东正教引入俄国作为国教。新成立的俄国东正教

会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是其所辖的一个都主教区。

基辅罗斯在弗拉基米尔之子智者雅罗斯拉夫时代达

到其鼎盛时期。临终前，雅罗斯拉夫把领土分给五个儿

子，从此开始了分封时代。尽管中间有过短暂的复兴，

但总体上基辅罗斯走向衰落。直到蒙古鞑靼人入侵，这

种分封的局面才结束。12世纪中叶，统一的基辅罗斯分

裂为15个公国，彼此间经常混战，基辅公国的领导地位

名存实亡。混乱之中，有两个公国逐渐强大起来：南方

的加利西一沃伦公国和北方的弗拉基米尔一苏兹达利公

国，是继基辅后罗斯两个新的政治中心。1199年，沃伦

王公罗曼把加利西公国和沃伦公国联合成强大的加利西

一沃伦公国。罗曼死后，其子丹尼尔成为大公，但公国

陷入混乱，直到蒙古鞑靼人入侵前夕，丹尼尔才确立自

己的统治地位。

1237年，蒙古鞑靼人大举进攻罗斯，并于1240年攻

占基辅。为躲避灾难，希腊籍基辅都主教约瑟夫逃跑。

乌格罗夫斯克主教约阿萨夫在混乱中自任都主教。丹尼

尔于1240—1241年也躲到了匈牙利和波兰。回国后，丹

尼尔立即撤了约阿萨夫的职位。希腊籍都主教约瑟夫的

逃跑行为令丹尼尔极为不满，于是在1242年提名俄国人

基里尔作为基辅都主教的候选人，暂时行使管理罗斯教

会事务的权利。1249年，正式成为基辅都主教。

基里尔是南方王公的人选，却成为全罗斯都主教，

而且他更倾向于北方的弗拉基米尔，雨非加利西。1274

年，基里尔在弗拉基米尔主持召开一次十分重要的宗教

会议，整顿罗斯教会。基里尔死后，都主教向北方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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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罗斯西南部王公们感到不安。为了与北方争夺领导地

位，同时也为了摆脱蒙古人的统治，丹尼尔王公曾就东

正教会与天主教会联合问题多次与罗马教皇谈判，甚至

还曾有过使加利西主教区独立的想法。这个愿望由他的

侄子尤里实现。尤里在成为加利西王公后，决定在教会

关系上脱离实际上已经抛弃南方，定居北方的基辅都主

教，要求君士坦丁堡牧首为加利西任命单独的都主教。

1302年或1303年，在拜占廷皇帝安德罗尼克·帕列奥洛

克认可下，加利西主教区被晋升为都主教区。第一位加

利西都主教尼冯特管辖六个主教区。俄国都主教区暂时

分裂。尼冯特都主教大约于1305年去世，加利西王公尤

里又派一位俄国人作为都主教候选人获得君士坦丁堡恩

准，这就是加利西一修道院院长彼得。结果，彼得同样

被祝圣为全罗斯的都主教，而不是加利西都主教。俄国

都主教区重新联合起来。

彼得仍然延续基辅都主教这一称号，但他很少关心

南部的加利西，甚至很少关注弗拉基米尔，却与莫斯科

王公关系密切。然而，加利西王公还是希望拥有自己独

立的都主教。在彼得继任者、希腊籍罗斯都主教费奥格

诺斯特在任期间，加利西王公利用拜占廷发生混乱之机，

再次努力成功，君士坦堡牧首将一名加利西主教晋升为

都主教，管辖加利西和沃伦的全部主教区，还包括立陶

宛的一部分领土上的主教区。俄国教会都主教(仍称基

辅都主教)费奥格诺斯特向君士坦堡牧首提出抗议，并

以莫斯科大公谢苗的名义给牧首许多钱，用于修缮圣索

菲亚大教堂。1347年，牧首关闭了加利西都主教区。

二、立陶宛大公国东正教徒的命运

基辅罗斯分裂后，王公间内讧不断，民不聊生，大

批俄国人躲到北方相对安定的地方居住。蒙古人入侵使

南方遭到巨大破坏。相比之下，俄国北方受到的损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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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得多。于是，向北方的移民潮流有增无减，在弗拉基

米尔一苏兹达利形成新的政治中心。

占领罗斯后，蒙古鞑靼人定都萨莱，很少关心罗斯

西部。正在这时，立陶宛大公国兴起，借机大肆侵占罗

斯西部领土‘1】(印”埘)。14世纪之前，多神教的立陶宛没

有形成统一国家。14世纪初，天才的盖迪明将立陶宛人

联合起来，成功地挡住了天主教骑士团的进攻，并开始

掠夺罗斯西部领土，沃伦、格罗德诺、波洛茨克、维捷

布斯克、布列斯特等公国先后成为立陶宛领土。立陶宛

大公奥尔盖德更是乘蒙古人内乱之机，把国界向罗斯南

部延伸，甚至将基辅纳入自己的版图。此时，除了加利

西被波兰人夺走外，整个乌克兰都成了立陶宛领土。因

此。立陶宛大公国绝大部分领土都是从罗斯掠夺来的，

其上的居民主要是俄罗斯人，包括所有三个分支：大罗

斯人、白罗斯人和小罗斯人，他们都信奉东正教。在立

陶宛许多地方，俄罗斯人是多数，立陶宛人却是少数。

在俄罗斯东正教影响下，立陶宛大公雅盖罗接受了东正

教的洗礼。1386年，雅盖罗同波兰女王亚德薇佳结婚，

两国联合。尽管联合的国家由亚盖洛执政，但他却皈依

了女王的宗教——天主教，并取名弗拉迪斯拉夫，从此，

立陶宛开始天主教化。但过程极其缓慢而复杂。

随着俄国政治中心的南移，形成了三个有俄罗斯人

居住的地区，这就是被波兰占领的俄国南部加利西、被

立陶宛占领的俄国西部以及北方的弗拉基米尔一莫斯科

地区。俄国东正教会所辖领土随之相应地一分为三。如

前所述，从基里尔开始，罗斯教会都主教们对弗拉基米

尔早已心驰神往，只是没有充分理由公开将驻地迁过去。

1299年，基辅再次遭到蒙古鞑靼人的洗劫，整个城市变

成一片废墟。都主教马克西姆最终将自己的驻地迁移到

北方的弗拉基米尔，但依然沿用基辅都主教之名。从此，

基辅都主教们把俄国西部和南部领土上的东正教徒给遗

忘了，这就为这里的统治者成立独立的都主教区提供了

借口。在刚刚占领的俄罗斯土地上，立陶宛大公盖迪明

向希腊人请求设立一个都主教区，因为这里东正教徒甚

多。拜占廷皇帝安德罗尼克·帕列奥洛克欣然应允，当时

的牧首约翰·格里克任命费奥菲尔为立陶宛都主教，但只

管辖刚被占领的俄罗斯领土上的两个主教区：波洛茨克

主教区和图罗夫主教区。立陶宛都主教区存在的时间并

不长，1328年之前，该都主教区即被取消【2J(，’314)。

费奥格诺斯特任罗斯教会都主教末期，立陶宛大公

奥里盖尔德推举费奥多利特为都主教候选人，并于1352

年得到君士坦丁堡牧首的认可。费奥多利特谎称都主教

费奥格诺斯特已经去世，希望牧首祝圣他为新都主教。

牧首对此表示怀疑，派使团去俄国验证虚实。费奥多利

特因怕事情败露，逃到保加利亚，由特尔诺沃牧首祝圣

为都主教。回到基辅后，当地主教们认为这个祝圣过程

不合法，拒绝服从其领导，君士坦丁堡牧首也开除了费

奥多利特的教籍。当立陶宛大公奥里盖尔德确认牧首的

这个决定后，不再庇护费奥多利特。不久，费奥多利特

自动放弃了都主教的职位。

都主教费奥格诺斯特去世后，立陶宛大公奥里盖尔

德派候选人罗曼去君士坦丁堡，希望获得“基辅与全罗

斯都主教”头衔。此时，莫斯科已经派来候选人阿列克

西，希腊人把这个头衔给了他。罗曼获得了立陶宛都主

教的头衔。为了补偿，希腊人把乌克兰的大部分教区给

了罗曼，但罗曼对此不满，遂与阿列克西争夺管辖的领

土。罗曼死后，立陶宛大公暂时放弃了获得独立都主教

的想法。

俄国都主教区的混乱局面

自从俄国东正教会成立以来，绝大多数都主教都是

希腊人。但在基辅时期，曾有两位俄国籍的都主教：伊

拉里翁和克莱门特。此后的一百年时间里，俄国教会都

主教都是希腊人。从基里尔开始，俄国教会都主教中又

出现了几位俄国人口“p33)。希腊人发觉了俄国人的民族

主义倾向，不愿意再让俄国人担任基辅都主教。所以，

阿列克西在希腊经过长达一年之久的考验后，才获得祝

圣。希腊人声称，这是个例外，而且仅仅因为阿列克西

个人品质征服了希腊人。作为莫斯科大公的人选，阿列

克西自然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莫斯科和北方的罗斯，对南

部和西部关注很少。比如，在已经由波兰国王统治的加

利西领土上，他竟然没有任命东正教主教。波兰国王以

此为依据，向君士坦丁堡牧首提出要求，为加利西任命

一位单独的都主教，并于1370年派自己的都主教人选安

东尼去了君士坦丁堡。一方面，希腊人曾经允许加利西

拥有自己的都主教；另一方面，波兰国王卡济米尔提出

威胁，如果不同意这个人选，他就把加利西的东正教徒

强行转化为天主教徒。因此，希腊人再次妥协，祝圣安

东尼为加利西都主教，尽管此前曾许诺不再分裂俄国都

主教区。1371年，安东尼成为加利西合法的都主教，其

驻地为加利西。南方的弗拉基米尔主教区，佩列梅什里

主教区和霍尔姆主教区均由他管辖。

希腊人已经对波兰国王做出了巨大让步，立陶宛大

公奥里盖尔德又看到了希望。他首先指责都主教阿列克

西挑拨王公之间的流血冲突，然后又指责他从来不关心

罗斯西部和南部的教区。最后大公要求牧首单独为立陶

宛任命一位都主教。为了协调俄国都主教区的混乱局面，

牧酋派自己的代表，修士司祭基普里安去俄国考察情况。

(塞尔维亚人)基普里安虽不是希腊人，但深得牧首信

任。到俄国后，他不但没有平息混乱，反而使局面更加

复杂。基普里安利用西南部罗斯对莫斯科的不满情绪，

反对合法都主教阿列克西，靠出色的外交手腕获得成功。

1375年12月2日，基普里安被君士坦丁堡牧首祝圣为基

辅都主教。但时任基辅都主教阿列克西还在世，而且希

腊人也没有就这个人选征求过莫斯科大公的意见，所以，

这件事极大地伤害了俄国人的情感。希腊人也知道这样

做有些不妥，因此，先让基普里安管理立陶宛大公国的

教区，等阿列克西死后，再把整个俄国都主教区交给他。

基普里安根据希腊人的决定，在阿列克西去世后来到莫

斯科，却被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赶走。德米特里拒绝接

受基普里安，提名自己的忏悔神父米哈伊尔为新都主教

候选人。1379年，德米特里大公派米哈伊尔去君士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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堡争取牧首祝圣。在俄国使团快到君士坦丁堡肘，米哈

伊尔突然去世。在牧首的默许之下，俄国使团偷梁换柱，

随行的修士大司祭皮缅成为都主教候选人。13踯年，皮

缅被祝圣为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

几经反复，才接受了这个任命。

1389年，皮缅和德米特里相继死去。新任大公德米

特里之子瓦西里一世同意接受基普里安。俄国都主教区

的混乱获得暂时的平息，俄罗斯东部和西部教区再次联

合在一起。但加利西都主教区仍然由都主教安东尼管理。

139l(或1392)年，安东尼去世。在波兰国王雅盖罗的

协助下，卢茨克主教约翰行使起加利西都主教权力。基

普里安始终没能把俄国都主教区完全统一起来。1406年，

基普里安去世。立陶宛大公维托夫特和莫斯科大公之间

就下一任俄国都主教人选展开角逐。最后，君士坦丁堡

牧首派希腊人福季到俄国任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牧首

从1408年开始不再派自己的代理人去加利西教区，把该

教区交给福季管理。至于基辅和立陶宛的罗斯各主教区，

福季只能派自己的代理人管理，而不能亲自行使都主教

权力。

维托夫特不顾君士坦丁堡牧首和莫斯科大公以及都

主教福季的强烈反对，于1414年召集自己领土上的东正

教主教们召开宗教会议，决定选出独立的立陶宛都主教。

塞尔维亚人、普里安的侄子格列高里·参姆布拉克成了都

主教候选人。格列高里有学问，能言善辩，深得立陶宛

大公维托夫特喜爱。都主教福季得知立陶宛已经为自己

选出单独的都主教后，派使节去君士坦丁堡揭发立陶宛

的分裂行为，牧首拒绝为格列高里祝圣。当再次遭到牧

首拒绝后，立陶宛大公强行任命格列高里为立陶宛都主

教，不再征求牧首允许。福季给立陶宛的主教们写信，

呼吁不要服从格列高里。格列高里1419(或1420)年去

世，立陶宛大公维托夫特没有立即选举新的都主教，而

是把立陶宛的罗斯教会交给了福季，因此，从1420年

起，俄国都主教区才真正地统一起来【3】(m蚴。

四、俄国都主教区的最后分裂

福季管理统一的俄国都主教区只有10多时间。他去

世后，俄国都主教区再次陷入混乱。1432年底，莫斯科

大公瓦西里二世宣布梁赞主教约纳为都主教候选人。但

由于瓦西里二世政权发生动摇，他没有立即派约纳去君

士坦丁堡获得祝圣。新任立陶宛大公斯维德里盖罗抢先

一步，于1432年派自己的人选，斯莫棱斯克主教格拉西

姆去君士坦丁堡，后者在那里被祝圣为都主教。但一场

政治阴谋过后，1435年，格拉西姆被立陶宛大公烧死。

1436年，政权稳定后，瓦西里二世才派约纳去君士坦丁

堡。然而，约纳迟了一步。君士坦丁堡牧首已经为俄国

任命了一位都主教——希腊人伊西多尔。不过，约纳还

是被告之，在伊西多尔之后，他将成为俄国都主教。

通常情况下，希腊人在为俄国任命都主教时，事先

征求莫斯科大公的意见。但这次情况特殊，不仅因为约

纳晚到几年，更主要还有内部原因。当时，拜占廷正面

临土耳其人的威胁，急需天主教世界的军事援助。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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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援助，希腊东正教徒必须与罗马教会联合。为了获

得高级主教阶层的支持，他们不能不关注俄国都主教的

人选问题。希腊人十分清楚，俄罗斯人的民族情绪越来

越明显，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教会联合。所以，让自己

人伊西多尔领导俄国教会，就可以在上层控制俄国教会，

执行希腊人的教会合并计划，世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1437年，伊西多尔到莫斯科上任。大公瓦西里二世

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后，还是默认了这个事实。伊西多

尔宣布，1438年将在意大利举行宗教会议，他必须参加。

他甚至说服了大公，带领一百多人的庞大队伍去参加会

议。会议讨论的问题十分复杂，进展缓慢。经过反复商

讨和争论，最后在罗马教皇的威逼之下，33位东正教代

表在教会合并协议上签字。东正教徒做出了巨大的让步，

承认曾经被他们认为是异端的“和子句”，承认天主教的

炼狱学说，当然，最主要的是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领导

地位。天主教方面做出的“让步”只是允许东正教徒继

续保持自己的礼拜仪式，使用自己的礼拜语言，但不能

有违反天主教学说的内容。因此，东正教徒代表在签字

时，“内心深处充满了痛苦和悲伤”【2】(n豫)。会议期间，

伊西多尔积极地促成教会合并，同意教皇提出的教会合

并的所有条件，向天主教徒做出各种让步。伊西多尔深

得教皇赞赏，教皇授予他枢机主教头衔，并任命他为教

皇在立陶宛、利沃尼亚、全罗斯和加利西各省的代表。

就是说，在俄罗斯、波兰和立陶宛，凡是有东正教徒的

地方，都归他管辖。伊西多尔返回莫斯科后，立即投入

实施教会合并计划，但遭到大公瓦西里二世强烈抵制。

大公宣布他为异端分子，将其逮捕，关进修道院。等待

宗教会议审判过程中，伊西多尔成功逃跑，最后来到罗

马。他是俄国最后一位希腊籍都主教。

莫斯科政权再次陷入危机，直到1447年，瓦西里二

世才稳定了自己的政权。1448年底，大公召集俄罗斯的

主教们开会，宣布梁赞主教约纳为俄国都主教H】(衄)。

按照传统，俄国大公在宣布了都主教人选后，应去君士

坦丁堡牧首那里获得祝圣。但这次俄罗斯人拒绝这样做，

而是让主教会议代替牧首对约纳进行了祝圣。从这个时

候开始，俄国教会实际上已经不再依赖于君士坦丁堡牧

首区了。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拜占廷

帝国灭亡。俄国东正教徒再也不愿意服从希腊人的统治

了。他们的民族意识、独立意识大大增强，教会的独立

获得了进一步巩固。处在土耳其人统治之下的君士坦丁

堡牧首对俄国人的分裂行为不满，但又无能为力。不过，

希腊人不愿意彻底丢掉整个俄罗斯教会，于是他们想到

了被波兰和立陶宛侵占的俄罗斯西部领土，企图使这部

分领土上的东正教徒摆脱莫斯科都主教的统治。莫斯科

都主教约纳也注意到了西部问题。他多次给那里的信徒

写信，要求他们服从自己的领导。当时，卡济米尔与莫

斯科大公之间出现暂时的和解。1451年，卡济米尔同意

将俄罗斯西部教会暂时交给约纳管理。这样，约纳才成

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罗斯都主教。

与此同时，一场针对俄罗斯教会的“阴谋”在罗马

开始。罗马教廷认为，莫斯科主教会议对伊西多尔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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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不合法的，他是合法的都主教，而约纳则是非法的。

因此，罗马教皇希望伊西多尔回到俄罗斯，行使自己的

都主教权力，推行东西方教会联合计划。但伊西多尔十

分清楚，回到莫斯科根本不现实，因为他已经年迈，而

且是被俄国人赶走的，俄国人不可能接受他。这时，伊

西多尔想到了与自己一起逃离莫斯科的学生，保加利亚

人格列高里，决定把俄罗斯西部教会交给他b儿n10”。前

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合并派牧首恰好流亡在罗马，他以牧

首身份把格列高里晋升为基辅和全罗斯都主教。立陶宛

大公卡济米尔也同意将其领土上的东正教主教区交给格

列高里。1458年，格列高里来到立陶宛，开始行使自己

的都主教权力，管辖10个主教区：波兰领土上的加利

西、霍尔姆、佩列梅什里主教区；立陶宛领土上的波洛

茨克、斯莫棱斯克、图罗夫、切尔尼科夫、卢茨克主教

区和南方的弗拉基米尔主教区，还有基辅都主教区。

这样，从1458年起，俄罗斯西部教会再次独立，而

且是彻底地独立，一直拥有自己单独的都主教。俄国教

会最终分裂了，形成两个独立的都主教区，即莫斯科都

主教区和基辅都主教区。莫斯科都主教区是个独立的教

会，不依赖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其管辖范围一直与俄

国领土的边界基本上是一致的。基辅都主教区独立于莫

斯科都主教区，却一直服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的领导，

其范围随着波兰、立陶宛和俄国之间的政治关系而发生

过一些变化，主要包括加利西和立陶宛领土上的东正教

主教区。罗马教皇曾经干预过基辅都主教的人选，但绝

大多数都主教都由君士坦丁堡牧首祝圣。最初几位都主

教坚持佛罗伦萨会议所做出的教会合并的决议，即他们

是合并派信徒。从16世纪初开始，西部都主教们放弃了

教会合并政策，回到了东正教的怀抱，但他们依然服从

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直到1685年乌克兰归入俄国时，基

辅都主教区才回到莫斯科牧首区。

五、俄国都主教区分裂原因初探

从1458年到1685年，俄国都主教区分裂长达二百多

年。这个分裂有十分复杂的背景和原因，既有俄国都主

教区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的原因。

第一，政治方面的原因。统一的基辅政权瓦解后，

各公国王公间内讧不断，最终形成以加利西为中心的南

部政权和以弗拉基米尔为中心的北部政权对峙。在这个

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统一的俄国教会分裂的危险。深受

天主教国家波兰影响的加利西公国在与北方争夺政治优

先权时，一直努力在教会上独立，即拥有独立于北方的

都主教，这也是与之相邻的波兰人希望看到的结果。在

蒙古人统治时期，立陶宛大肆侵占俄国领土，被占领土

上的居民大多信奉东正教，这对信奉天主教的统治者而

言始终是一种危险。波兰和立陶宛领土上的东正教徒各

方面与莫斯科保持联系，特别是在宗教信仰上，一直倾

向于以莫斯科为中心的俄国教会。波兰和立陶宛的统治

者们对此十分不安，他们极力争取希腊人同意任命单独

的都主教，希望在宗教上使自己国内的东正教信徒摆脱

对莫斯科都主教的依赖。几乎所有的西部罗斯领土的统

治者都希望并支持基辅都主教区独立，因此，俄国都主

教区的分裂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第二，宗教方面的原因。随着俄国政治中心从南方

转到北方，俄国都主教的驻地也发生转移，从基辅到弗

拉基米尔，最后迁移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崛起过程中，

拜占廷帝国走向衰落，最后被土耳其灭亡。此外，希腊

人在佛罗伦萨会议上的表现更是伤害了俄国人的宗教情

感，降低了自己在俄国人面前的威信。于是，希腊人对

俄国教会的控制逐渐减弱，最后导致莫斯科都主教区独

立。就历史渊源而言，无论是基辅都主教区，还是后来

形成的莫斯科都主教区，都隶属于拜占廷牧首区。希腊

人不愿意彻底放弃俄国东正教会，所以在莫斯科都主教

区独立后，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了俄罗斯西部领土，他

们支持这个领土上的东正教会脱离莫斯科的控制。而且，

独立后的莫斯科都主教区对西部教会失去控制，这也为

分裂做好了准备。我们看到，在西部领土上发生的几次

教会独立的尝试中，都有希腊人的支持。此外，罗马天

主教会也一直支持俄国东正教会的分裂。1458年俄国东

正教会的最终分裂就是罗马天主教会直接促成的。

第三，民族方面的原因。这是更为内在的原因。基

辅是俄国的发源地，俄罗斯民族，乌克兰民族和白俄罗

斯民族都发源于此。随着国家的分裂，异族的入侵和统

治，统一的俄罗斯民族开始分化。大部分乌克兰人深受

信奉天主教的波兰人的影响。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斗争始

终体现在乌克兰民族意识之中。与俄罗斯民族相比，乌

克兰民族在宗教意识上已经天主教化了。立陶宛曾经深

受俄罗斯的影响，但在与波兰联合后，特别是1569年卢

布林合并之后，在立陶宛发生了迅速的天主教化过程。

东正教因素在立陶宛逐渐减弱，这里的东正教徒，特别

是贵族阶层，也被天主教化了。统一的俄罗斯民族在宗

教信仰上发生了分化。可以说，在俄罗斯民族、乌克兰

民族和白俄罗斯民族之问，主要区分之一就是对东正教

的态度。在所谓的俄罗斯西部问题中，民族与宗教一直

交织在一起。

最后，我们注意到，整个分裂过程中，几乎没有教

义上的原因。这也是俄国都主教区大分裂与罗马天主教

会和希腊东正教会之间于1054年发生的大分裂的重要区

别。因此，可以说，俄国都主教区的分裂，主要是政治

和民族的原因，宗教自身的原因占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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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尔维亚地处东欧,很多风土人情与欧洲的其它地区有所不同,例如,塞尔维亚人所过的东正数圣诞节就是一个例子.一般地,圣诞节(Christmas),每年

12月25日,是教会年历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是基督徒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庆祝日.在圣诞节,大部分的天主教教堂都会先在12月24日的耶诞夜,亦即12月25日

凌晨举行子夜弥撒而一些基督教会则会举行报佳音,然后在12月25日庆祝圣诞节;而基督教的另一大分支--东正教的圣诞节庆祝则在每年的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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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期刊论文 王正泉 普京与东正教 -百年潮2008,""(8)
    东正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它与天主教和新教并列为基督教的三大派系.东正教在俄罗斯已有千余年历史,沙皇时期被立为国教.1897年,东正教信徒

达8730万人,占当时俄罗斯帝国总人口的69.5%.到2007年,俄国内信奉东正教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而海外的东正教信徒还有4800万.2007年12月12日,普京

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东正教在我国的信徒众多,约80%的俄罗斯居民这样或那样自认为与东正教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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