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兄弟教會 千年齟齬後的和解契機              嚴永晃      

――羅馬天主教和俄羅斯東正教的恩怨離合――          

八月 21－24日教廷國務卿帕羅林樞機（Cardinal Pietro Palorin）正式訪問俄羅斯，拜會了普金總

統、外交部長拉夫羅夫、東正教宗主教基裏爾（Patriarch Kirill）以及東正教外交事務負責人等。

這是繼 2016年 2月初方濟各教宗在古巴哈瓦那機場會見基裏爾宗主教之後，關於基督信仰合一

的重大進展，受到舉世關注。筆者僅將這兩個兄弟教會千年來的恩怨離合整理如下，敬請指正。 

眾所周知，耶穌受難後初期教會儘管環境艱難卻迅速發展，至第一世紀末時，已經形成以羅馬、

（土耳其）君士坦丁、（敘利亞）安提約基亞、（埃及）亞歷山大和（以色列）耶路撒冷五個傳

教中心。公元（以下同）393年，羅馬帝國接受基督信仰為國教，羅馬的地位頓時高漲。但是很

快的在公元 397年，羅馬皇帝將帝國分給兩個兒子治理，其中東羅馬帝國深受希臘文明影響的首

都君士坦丁，立刻取得和羅馬平起平坐的地位，未料竟然在基督信仰上也逐漸的產生差異。公元

451年的 Chalcedon 大公會議決議，羅馬主教（就是教宗）和君士坦丁主教同等地位，兩大教會開

始漸行漸遠。公元 863、867年兩位主教互不承認，到公元 1054年正式決裂，東羅馬帝國轄區的

稱為東正教（Orthodox）。 

俄羅斯自古以來地廣人稀，基督信仰何時傳入，很難查到明確的文獻記載，只知道公元 988年，

俄羅斯君王正式宣布接受希臘化的天主教為國教。公元 911年，羅馬教廷從德國Magdeburg教區

祝聖了一位英國籍主教，派去莫斯科傳教，遺憾的是東正教不但不予接受，反而在 1002年將他連

同 14位助手（應該是神職人員）殺害了，真慘！ 

1227年，北歐（丹麥、瑞典）的天主教徒發動《十字軍》，攻占俄羅斯西北部 Pskov 等城市，為

天主教播下信仰的種子。1240年，愛爾蘭傳教士抵達基輔（Kiev），隨後時任教宗亞歷山大四世

派遣道明會士前往俄羅斯中部地區傳教。1330年波蘭佔领烏克蘭，使許多俄羅斯人皈依天主教。

1387年當時也屬於俄羅斯的立陶宛（Lituania）皈依天主教。 

1636年，羅馬教廷在俄羅斯建立 Smolensk教區（1772年將大部分範圍撥給Mogilev教區），

1818年撤銷 Smolensk 教區（保留Mogilev教區），1848年建立 Tiraspol教區，看起來初具規模

了。至 1917年俄羅斯發生十月革命以前，這兩個教區竟已有 150個堂區，神父超過 250位，信

徒超過 50萬人 

但遺憾的是 1917年無神論的無產階級專政以後，開始壓制所有的宗教，1922年蘇維埃聯邦正式

成立後，壓制更為殘酷，至 1931年底時，整個蘇維埃聯邦只剩下莫斯科的 St. Louis Church 以及聖

彼得堡的 Our Lady of Lourdes Church 留作對外宣傳的「樣板」還在運作之外，其他所有天主教堂

都被迫關閉了，原來的兩個教區當然也名存實亡了。到 1990年底，「估計」全國的天主教徒最多

也就剩下 14萬人左右，其中 5萬人還是德國、烏克蘭、白俄羅斯人的後裔。 

這個苦難一直挨到 1991年「蘇聯」解體，東正教復興，教堂重新啟用，其他各種宗教趁機紓緩過

來。由於政治上的意識形態突然崩潰了，一時間引發接觸和信仰各種宗教的熱潮呢！ 

1993年俄羅斯訂頒新憲法，採取政教分離制度，承認東正教在歷史上的貢獻，也尊重其他宗教的

發展。東正教表面上失去「國教」的地位，但是畢竟一千年來與俄國政府的合作，完全掌握發言

權。1994年俄羅斯東正教和國防部簽約，在軍隊裏「獨家」設置宗教課程。1997年訂頒《宗教

自由與宗教團體法》，再次宣稱尊重基督宗教（Christianity）、回教、佛教、猶太教的自由發



展。問題是，東正教就代表了基督宗教，儘管同樣信仰耶穌基督，他們對天主教的發展卻極力的

壓制。 

天主教在俄羅斯也不是坐以待斃，經多方努力後，除了 2016年 2月兄弟教會領袖在古巴的會晤

為舉世關注之外，還取得如下的具體進展： 

一、2002年教廷建立莫斯科總教區（範圍包括聖彼得堡）和 Saratov、Irkutsk、Novosibirsk教區，

以及 Yuzhno Sakhalinsk監牧區，2004年陸續派任主教去履職。 

二、2009年梵蒂岡與俄羅斯正式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兩國之間外交人員來往訪問互相免簽證。 

三、爭取到普金總統先後五次訪問梵蒂岡，其中 2013年 11月、2015年 6月兩次會見現任方濟各

教宗。 

四、2017年 5月，教廷「推動基督信仰合一委員會」主席科赫樞機（Cardinal Kosh）將一直供奉

在意大利南部城市 Bali的第四世紀希臘籍聖尼格老（St. Nicholas）的遺骸，帶去聖彼得堡教堂供

奉，三個月期間竟有 250萬人前往瞻仰。基里爾宗主教並接受成為 Bali市的榮譽公民。 

但是，俄羅斯東正教對天主教的阻攔依然不遺餘力，包括： 

一、在「基督宗教」裡，天主教依然是「附屬於」東正教之下，未被公開承認，天主教始終被視

為外人（outsider）。 

二、自已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以來，一直期盼去俄羅斯訪問，但至今未能成行。 

三、多數原屬於天主教的財產，仍然未獲歸還，例如今年五月間經過仲裁決定應該歸還的 St. 

Peter & Paul Church產業，至八月底仍然毫無進展。 

根據美國 Pew Research Center 2015年對俄羅斯人的抽樣調查顯示，當時自認為是東正教徒的占總

人口的 71%，回教徒占 10%，無神論和不知道有沒有神的占 15%，天主教徒少於 2%。 

但是教廷 2017年年報（Annuatio Pontifico）資料顯示，2016年底時俄羅斯天主教徒有 773,000

人，約占俄羅斯總人口 1.46億人的 0.5%。 

目前已知的是 2018年 1月教廷將舉辦俄羅斯藝術展，一般估計普金總統會親自來主持，屆時肯

定會和方濟各教宗會晤。天主教徒們都寄望在這次會晤裏，上述問題都能取得具體的進展。         

（2017年 9月美國加州山景城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