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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每個地方教會都處於不同境況，每一個教會

都以獨特的方式履行其使命及見證信仰，中國教會也如

是。與此同時，各個地方教會都以教宗為首而組成的普

世教會團結在一起。天主教會正是讓所有地方教會在共

融之中建立關係。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教會觀正反映了這點，

它強調信徒之間的平等，更著重教會的聖事性和奧秘特

質，以及建立一個更謙虛和合一的教會。它肯定了惟一

的普世教會在各個地方教會，以及通過多樣化的地方教

會之中得以實現（《教會憲章》23）。地方教會是真

正的教會，是根據普世教會的形象而形成的。在不少梵

二文件中，都充分表現出對教會的特殊性和多樣性的尊

重。然而，如何理解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的關係，卻曾

引起不少討論甚至爭議。這些討論對我們了解地方教會

和普世教會的關係，特別是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的關係

有什麼啟迪？

	 亞洲教會曾多次從神學角度，對本地教會的概念進

行廣泛而豐富的討論。例如，亞洲主教團協會在第一次

全體會議（1974）中曾指出：「地方教會是臨在於人民

的教會，是土生土長的、融入於當地文化的教會。具體

而言，這意味著教會要與人民的生活傳統、文化和宗教

進行持續、謙虛和充滿愛的對話。簡而言之，她深深地

植根於人民的生活現實中，樂意將人民的生活和歷史成

為自己的（《在現代亞洲的福傳》12）。」此後，在協

會舉行的會議中，與會者對地方教會及其與普世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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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進行了更加細緻的詮釋。因此，值得進一步從亞洲

角度探討地方教會的含意。

	 由於其特殊的政治背景，中國教會經常被認為無法

與其他地方教會和普世教會的領袖建立正常的關係。中

國的宗教政策和官僚結構為教會在執行使命時往往帶來

阻礙。儘管面對這些限制，官方認可的教會團體和地下

教會團體都在努力尋找可實現其使命的方式。從中國教

會的經驗，我們可以得到什麼啟發？

	 這期《鼎》嘗試探討以上提出的部分問題，主題定

為：「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我們邀請了幾位來自本

地和海外、對教會學和教會發展素有研究的神學家和宗

教研究學者撰文，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和寶貴意見。本

期的主題文章共有八篇，大致可分為理論探討和教會實

況兩大部分。

	 第一部分理論探討包括三篇文章。第一篇是劉賽眉

修女的〈從共融教會學看普世教會與個別教會及地方教

會的關係〉，來自香港、專門研究教會學的劉修女在文

章中借助法國神學家盧巴克的共融教會學思想，深入淺

出地介紹了梵二文獻及其後出版的天主教法典（1983）

中，有關「普世教會」、「地方教會」和「個別教會」

的定義和他們之間的關係。她又以神學家賴辛格（教宗

本篤十六）與卡斯柏之間的爭辯為例，指出他們分別支

持的「以普世教會為先」和「以個別及地方教會為先」

的共融教會學重點所在，進一步釐清三者的面貌和特

點。作者指出了主教作為個別教會的領袖，有需要與其

他主教和普世教會之首教宗保持共融，並以共融合一的

角度及牧民角度反思中梵有關主教任命的臨時協議。



3

阮美賢 編者的話

	 第二篇文章亦是討論共融教會學。孟一仁神父在

〈普世教會先於個別教會？賴辛格與卡斯柏的辯論〉一

文中，透過賴辛格與卡斯柏之間的爭辯，指出在賴辛格

的共融教會學之下，一個天主教會的的特點。這些特點

包括：有效的職務等級、教宗批准的主教祝聖、有效的

聖體聖事，以及最重要的是與羅馬教會的共融。這場辯

論對中國教會帶來兩點意義，即有關主教的任命和教宗

的權威。孟神父認為，強調普世教會先於地方教會的賴

辛格教會觀，會透過對話和妥協來適應中國的處境；而

強調地方教會角色的卡斯柏教會觀，也許更符合中國教

會的真實境況。

	 轉到亞洲角度來看，在菲律賓服務多年的美國瑪利

諾會傳教士兼傳教學學者James	 Kroeger，在〈亞洲的地方

教會：亞洲主教團協會的觀點與洞見〉一文中，探討了

地方教會這主題。亞洲主教團協會曾多次論及地方教會

的特點，本文介紹了相關願景的發展，包括它在神學和

牧民生活、對話和傳福音、靈性和社會正義等方面的角

色，以及在塑造真正本地化信仰團體的作用。

					

	 第二部分教會實況包括五篇文章。在這部分，每

一位作者都列舉一例，說明了歐洲、中國或香港教會

與普世教會及其首長羅馬主教或教宗的關係，或與國

家的關係。在〈從歷史事件看羅馬主教與地方教會的

共融和張力〉一文中，教會歷史學者郭偉基神父透過

兩宗教會歷史事件，探討「羅馬主教」作為普世教會

的領袖，如何關顧地方教會的成長，以及與地方教會

的張力和衝突。這些事件讓我們看到教會領袖面對的

挑戰和如何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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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的三篇文章圍繞中國教會。首先，邢福增教授

在他的文章〈黨一元領導下的中國宗教管控體制〉闡述

了中國教會的背景。不論是公開的官方登記教會，或是

不獲官方認可的地下教會，都是在中共一元式領導下的

宗教及社會控制體制被管治。邢教授認為，對這套獨特

的中國宗教管控體制有所認識，將有助我們更好地了解

中國教會的職能和運作。

		 	 	接著，在〈從梵二《教會憲章》看中國天主教會〉一

文中，平信徒學者桂人討論了中國教會對梵二的接受程

度，特別是有關《教會憲章》方面。他探討了這份文件

的主要內容，以及基於調查數據、觀察和分析等方面評

估了《教會憲章》的實踐情況。作者指出了兩個重要問

題。第一點涉及教會與世界的關係，由此切入當今教會

本地化或中國化的問題相關的討論。第二點與教會內部

的關係有關，即如何在「教會作為奧跡」與「教會作為

天主子民」兩個教會觀之間保持平衡。

				

	 趙建敏神父則從歷史角度探討了〈中國的主教職

務〉。他指出，儘管在中國教會歷史的不同時期面臨挑

戰和困難，但中國主教職務仍以某種方式與以教宗為代

表的普世教會保持一定聯繫。教會的生存和發展，以及

傳福音使命一直是中國神職人員的主要考慮因素。

　　

	 第二部分的最後一篇文章主要討論了香港教會。在

〈香港新界鄉村式教會的發展個案：天主教粉嶺聖若瑟

堂〉中，香港教會歷史研究者鄧明輝先生探討了聖若瑟

堂在鄉村社區都市化的過程中的發展及現代化。作者認

為聖若瑟堂的發展呼應了香港天主教教區整體的福傳策

略，而這策略亦緊跟梵二精神。梵二的精神和傳承，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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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教友參與、青年牧民事工及教友的信仰培育，正是教

區與堂區牧民發展的互動成果。

	

	 從以上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

之間的複雜關係，這是因為教會內部的不同理解，以及

政教關係等外部因素。儘管不同的地方教會總是與普世

教會共融，但由於面對的處境不同，每一個地方教會都

會按其特殊方式實踐使命。

	 除了以上的主題文章，今期《鼎》還包括了一篇書

評和2020年中國教會大事回顧。陳發義神父為《中國人

民、社群和天主教會》一書撰寫了介紹和評論。與世界

其他地方的教會一樣，由於新冠病毒引至全球疫病大流

行，中國教會在過去的一年中亦經歷了起伏。好消息和

壞消息並存，這提醒我們，無論面對什麼挑戰，上主始

終與我們同在，並賦予我們力量。

	 最後，我要衷心感謝所有作者發表了富啟發性的文

章、學者們對文章進行了評審，以及編輯團隊對文章進

行了編輯和校對。此外，我謹代表編輯委員會特別向潘

惠敏博士和溫順天神父致謝。他們在《鼎》和聖神研究

中心已服務多年，並即將退休。溫神父從中心成立之初

已開始服務，不經不覺已有40年。我們感謝他與我們同

行，他對中國的熱情、為《鼎》和研究中心貢獻了自己

的才華和專長。但由於健康問題，他即將返回美國。我

們祝願他一切順利。願主賜福給溫神父和潘博士豐富的

恩典！

阮美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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