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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千年來……新舊衝突，還有從我們的祖先繼承
下來的分歧，造成傷口，令我們分裂。我們因為不再
團結而受苦。」
「我們希望我們今次會面可以為重建這種屬於上帝旨

意的團結，作出貢獻。」
「我們敦促所有國家的天主教徒和東正教徒，學習在
愛與和平中共同生活。」
「在中東和北非很多國家，我們主內弟兄姊妹們所屬
的整個家庭、村落和城市都被完全消滅了……我們號
召國際社會趕緊行動，避免基督徒被人進一步逐出中
東。」
「國際社會必須盡可能付出一切努力，透過共同和協
調的行動終結恐怖主義。」
「企圖以宗教口號來證明罪行正當，是完全不可接受
的。沒有一種罪行可以奉上帝之名犯下。」
「我們雖然繼續對其他宗教向我們的文明作出貢獻，
採取開放的態度，但我們還是斷定，歐洲必須保持忠
於其基督教根源。」
「我們不能繼續冷待數以百萬計移民和難民向富國敲

門的命運……物質的分配越來越不平等，加強了國際
秩序不公義的感覺。」
「我們關注到很多國家出現的家庭危機。……家庭是

以婚姻為基礎的。而婚姻是一男一女之間一種自由施
與和忠貞的愛的行為。……對於其他方式的共同生活
置於和這種結合同樣的層面，我們感到遺憾。」

「我們呼籲所有人尊重不可剝奪的生存權。」

「所謂的安樂死的冒起，令長者和殘疾人士開始大致
覺得自己是家庭和社會的負累。我們亦關注到生物醫
學上繁殖技術的發展，因為操控人類的生命，代表攻
擊人類存在的基礎，而人類的存在是以上帝的形象創
造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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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教會大分裂（Schism）是指11世紀基督教會大分裂分
出了希臘正教（東方正教會）以及羅馬天主教（羅馬普世公教
會）兩大宗。這場分裂的影響是空前的，其不僅形成了日後基
督教兩大派系的徹底分裂格局，同時也造成了其背後兩大政治
勢力的長期對峙局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東西教會的分裂其
實意味着整個歐洲的分裂，因為正是他們的對峙使得歐洲有了
「西方」與 「東方」的概念。

公元70年，羅馬人佔領耶路撒冷，基督宗教的中心自然轉
移到當時羅馬帝國的首都──羅馬。羅馬教會在初期教會中一
直享有極高的威望。330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遷都拜占
庭，將該城改名為君士坦丁堡，又名新羅馬。公元451年召開
的第四次普世大公會議─卡爾西頓大公會議上通過法令，將
君士坦丁堡牧首提升至與羅馬教皇並列的首席地位，受到當時
的教皇利奧一世的強烈抗議。

7世紀末，羅馬的拉丁教會和君士坦丁堡的希臘教會在禮
儀和教義上的分歧加劇。1053年，君士坦丁堡牧首馬格爾．賽
魯拉留斯（Michael Cerularius）把君士坦丁堡的拉丁禮教堂全
數關閉，因其拒絕使用希臘禮拜儀式。1054年7月14日，拉丁
教會樞機主教宏伯特與賽魯拉留斯談判破裂，羅馬教皇和君士
坦丁堡牧首互相將對方逐出教會，標誌着基督教正式分裂為羅
馬公教（天主教）和希臘正教（東正教）。 維基百科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報道：繼
美國與古巴於去年7月正式恢復外交
關係，重開兩國大使館後，美國高級
官員12日宣布，美國和古巴人民很快
就能乘坐定期商業航班來往，這是50
年來第一次。

美國運輸事務副助理國務卿恩格
爾說， 「美國航空公司將能夠提供在
美國任何一個城市與古巴任何城市間
的定期服務。」兩個國家自冷戰時期
凍結旅遊和貿易之後，正採取措施繼

續使關係正常化。
從2月16日開始，美國貨運和客

運航空公司將有15天時間提出航班路
線申請。一名美國交通部高級官員表
示， 「今年夏天」會選擇出航空公司
和城市。該協議將允許美國航空公司
在美國城市和哈瓦那之間運行每天
最多20次定期航班，以及每天最多
10次往返古巴其他9個國際機場的航
班。

美國務院聲明稱，法例目前仍禁

止國民到古巴旅遊，但協議可為早已
獲當局批准前往古巴的行程提供方
便，並宣布今年12月可恢復航班往
來。

美國於1960年對古巴實施的禁運
，至今仍未解除，故美國人到古巴旅
遊仍是違法。而古巴方面就稱，兩國
的航空公司商議租用飛機及航班共享
代碼，讓兩國航空公司提供同一航線
的服務。美國運輸部長福克斯周二將
前往古巴首都哈瓦那簽署協議。

基督教1054年大分裂

半世紀首次 美古恢復通航

基督東西教派領袖首會談
彌合千年分歧 簽署共同宣言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法新社和路透社報道：羅馬天
主教教皇方濟各12日在古巴與俄羅斯東正教大牧首（宗主教）
基里爾進行歷史性會面，希望修補基督教1000年來的內部分裂
。兩人在今次會面中既呼籲基督教團結，又呼籲國際社會採取
行動以免基督徒繼續流離失所。

這兩位宗教領袖會面的消息早在
5日宣布，而且是基督教1054年隨着
東正教拒絕承認羅馬的權力而大分裂
以來，這兩間教會的領袖首次會面。
今次會面進行之時，基里爾正訪問古
巴，方濟各則從羅馬啟程，短暫停留
古巴，準備到墨西哥進行訪問。

巧妙安排 勞爾親迎接
雖然教皇今次不是正式訪問，但

古巴領導人勞爾．卡斯特羅仍按照接
待基里爾的規格，親自到機場迎接方
濟各，並陪同進入機場大樓。

在安排好的貴賓室內，方濟各與
基里爾進行三小時的會面，兩人互相
擁抱親吻祝福，方濟各稱呼基里爾為
弟兄，並說二人終於可以見面。而基
里爾就表示，二人這次見面是上帝的
意旨，是在正確的時間和正確的地點
進行。

雙方簽署了一份30點共同宣言，
呼籲宗教團結，讓他們各自所屬的教
會承擔克服彼此的分歧。

宣言說： 「近一千年來，天主教
和東正教在聖體內一直沒有交流。我
們因為不再團結還有因為人類弱點和
罪惡使然而受苦。在注意到很多障礙
持久不變之時，我們希望我們今次會
面可以為重建這種屬於上帝旨意的團
結，作出貢獻。」

兩人今次會面受到近年中東的暴
力事件增加驅使進行。當地的基督徒

受到極端分子擺布而受苦。他們呼籲
政治領袖們採取行動，應對今天天主
教和東正教會共同關注的最重要問題
──基督徒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面對遭
到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殺害及
逐出家園的困境。

籲與暴力恐怖主義作鬥爭
宣言說： 「在中東和北非很多國

家，我們的基督教弟兄姊妹們所屬的
整個家庭、村落和城市都被完全消滅
了。他們的教堂正遭到野蠻地蹂躪和
搶掠，他們的聖物被褻瀆了，他們的
紀念建築物被破壞了。我們號召國際
社會趕緊行動，避免基督徒被人進一
步逐出中東。」

方濟各和基里爾呼籲國際社會 「
立即行動，防止繼續從中東地區排擠
基督徒」。宣言指出， 「該暴力在敘
利亞和伊拉克奪去了成千上萬的生命
，讓數百萬人無處棲身，生活無以為
繼」。

方濟各亦在會談中指出，俄羅斯
可以成為世界和平的一個重要夥伴。
俄總理梅德韋傑夫13日在慕尼黑安全
會議上，以這兩位宗教領袖在溝通方
面樹立了一個 「傑出榜樣」為例，敦
促東西方改善對話。

教皇和大牧首是全球13億基督徒
的領袖。多年來兩人和解的主要障礙
在於東正教會拒絕接受羅馬天主教教
皇的最高權力。

▲古巴領導人勞爾（左）到
機場迎接方濟各 法新社

▲方濟各12日轉抵墨西哥訪問，右為
墨總統涅托 路透社

籌備20年 普京疑推手

▲羅馬天主教教皇方濟各（左）和俄羅斯東正教大牧首基
里爾簽署共同宣言 路透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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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國務委員會主席
勞爾．卡斯特羅

路透社

【大公報訊】據英國《衛報》報
道：基督教由於教義差異等原因，在
1054年以互逐出教的形式分裂為羅馬
天主教和東正教。現在的俄羅斯東正
教是東正教的最大勢力，擁有約三分
之二的世界各地的東正教徒。因為擔
憂天主教在烏克蘭等東歐地區擴大勢
力，兩派領袖會談未曾實現。羅馬教
廷在1960年代提出了與其他教派對話
的路線，2013年當選的教皇方濟各也
積極進行各種外交活動。羅馬教皇曾
為2015年7月實現的美國和古巴恢復
邦交的談判進行斡旋，因此請求古巴
國務委員會主席勞爾．卡斯特羅為與
俄羅斯東正教的對話提供協助。

有觀點認為，俄羅斯東正教之所
以同意舉行會談，是因為希望緩解歐
美在烏克蘭問題和敘利亞空襲等問題
上對俄羅斯的批評。眾所周知，基里
爾與歷任大牧首相比與普京更為親近
。普京的行動有可能發揮了影響。基

里爾的發言人沃爾科夫被問到今次兩
位宗教領袖在古巴會面是否得到俄羅
斯總統普京認可時，只說 「百分之百
保證今次會面只在兩位教會領袖之間
進行，與政治無關」。

學者兼政治分析家李普曼說，隨
着今次會面進行，俄羅斯東正教會一
方面支持克里姆林宮的政策，另一方
面又在泛東正教主教會議6月在希臘
克里特島歷史性舉行之前， 「強調它
在基督教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她
又說，烏克蘭的衝突令該教會在烏克
蘭失去影響力，令該教會在俄羅斯國
外證明自己的需要更形迫切。

據此前報道，俄羅斯東正教會
對外關係部部長伊拉里雍曾指出，
兩大基督教領袖能夠實現千年來的
首度會晤，是因為他們兩人碰巧都
有中美洲的行程。而天主教與東正
教雙方為了這次會晤，已經準備了
二十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