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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天主敎會與普世敎會協會聯合工作小組第8 

號報吿書》。viii+119頁。 

本書描述了羅馬天主教會與普世教會協會對話關係的資料報告’內 

容共分六章’並附上六篇附錄文章。第一章「導言」介紹普世教會協會 

與羅馬天主教會組織聯合工作小組’這本書是對這小組自1999至2005 

年工作的回顧及反思°第二章�1999-2005年的關係」’交代羅馬天主教 

會與普世教會協會對話的進展情況’並特別提及於2002年在美國福樂神 

學院舉行「全球基督徒論壇」（Global Christian Forum)，邀請不同宗派 

的領袖參加°第三章「羅馬天主教會與普世教會協會的協作」，指出雖 

然羅馬天主教會並非普世教會協會成員’但有十二位代表參與信仰及教 

制委員會°作者指出雙方的協作亦涉及在宗教多元性下進行神學反省。 

第四章「透過聯合工作小組的協作」，回顧聯合工作小組自1965年成立 

後進行的三項重要研究：「共同水禮的教會及普世意義」、「普世教會 

對話的本質與目的」、「受同一遠象啟蒙：羅馬天主教會參與國家或地 

區教會協會」；此外亦討論了2000年出版的〈耶穌是主〉 

及2003年出版的〈教會與聖餐〉(Ecclesia de Eucharistia) °第五章為「展 

望未來：2 0 0 6 - 2 0 1 3 � ’聯合工作小組提出要重視尋找普世合一運動的 

屬靈根源、培訓教牧、跟進社會倫理議題及宗教對話等課題。第六章是 

「聯合工作小組的名單」°第七章「附錄」共收集五份報告’包括〈聯 

合工作小組的任務 1 % 6 � 1 9 7 5 � 1 9 9 9 - 2 0 0 5 ) � 〈聯合工作小組的歷 

史〉、〈共同水禮的教會及普世意義〉、〈普世教會對話的本質與目的〉 

及〈受同一遠象啟蒙：羅馬天主教會參與國家或地區教會協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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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認為，這本書的長處在於歷史資料的描述，但較少涉及神學反 

省。收入「附錄」部分的三份文件：〈聯合工作小組的歷史〉、〈共同 

水禮的教會及普世意義〉、〈普世教會對話的本質與目的〉，比書中的 

歷史資料來得吸引。〈聯合工作小組的歷史〉一文涉及從三一論角度了 

解共融（頁4 1 )。〈共同水禮的教會及普世意義〉一文，指出水禮可被 

視為聖禮（ sac ramen t )或典冗 (o rd inance )(頁50) °至於歸信、悔改及 

赦免則屬水禮的倫理意涵；受洗歸入基督，表示在教會中分享聖道 

(kerygma)、禮儀(leiturgia)、服事(diakonia)和狗道（mfl/tvnVz)(頁62 )。 

筆者認同這觀點，但問題是如何可避免將這些活動變為形式化的例行程 

序。因此，筆者認為，尋找普世合一運動屬靈根源的行動，可以由個人 

層面推廣至教會更新的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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