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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由香港佛教聯合會、天主教香港教區、孔教學院、中華回教

博愛社、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及香港道教聯合會於1978年共同成立。近半个世紀以來，

各宗教透過交流合作，向香港社會乃至世界各地展示及傳達了香港各宗教間和衷共

濟、存異求同的宗教和諧典範。

我們的宗教，無論是中國本土自生的，還是由外國傳入的，都是中國宗教的一部

份。千百年來，我們的宗教能夠在中國紮根成長，從來就有一個與中國文化、社會和

政治長期的融合過程，各宗教彼此形成了相容亙補的和諧關係。我們宗教的歷史、弘

傳的歷程，乃至教義思想，都是中國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

習近平主席多次發表「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的重要講話，指出要深入推進我國

宗教中國化。今年8月20日，中央統戰部部長石泰峰先生蒞臨香港，在与香港宗教領袖

座談時強調，要系統推進我國宗教中國化，加強宗教文化國際交流，對外講好中國宗教故

事。香港六宗教同寅認為，國家對於宗教中國化的觀察和推動，十分值得認同及支持。

香港六宗教多元交融，相互配合，多次舉辦慶祝國慶、升國旗儀式，召開以「宗教中

國化」為主題的論壇、研討會。本次論壇邀請中國香港、內地及海外學者三十餘人，暢

所欲言，共同討論「宗教開放包容與文化交流融合」「宗教對外交流的途徑、方法和人

才培養」「傳承中華文化與系統推進宗教中國化」。香港及內地的宗教界人士和學者，

願為建設更加美好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不斷深化彼此的交流合作。

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中每一個組成團體，團體中的每一位成員都是熱愛祖國、熱

愛香港的。我們各自以自己的宗教教義引領、服務大眾，造福社群，致力為祖國、為

香港作出貢獻。

今天，藉着「宗教中國化香江論壇暨香港六宗教思想交談會」閉幕之時，本人謹代

表香港六宗教同寅，致誠以本文的內容作出宣告。最後，乘此殊勝因緣，集六宗教同

寅願力，祈禱世界和平，國家富強，香港繁榮安定，人民安居樂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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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設「傳承中華文化與系統推進宗教中國
化」、「宗教的開放包容與文化交流融合」、

「宗教對外交流的途徑方法和人才培養」三個分議
題，來自海內外高校及研究機構的逾30位專家學者
與宗教界代表交流研討推進宗教中國化的理論創
新、實踐經驗及在港落地等。

香港典範：宗教多元和諧相融
香港中西交融、華洋並處，不僅宗教種類和信徒

眾多，而且各宗教之間一直和諧共處、交流合作，
向世界展示了各宗教間和衷共濟、存異求同的和諧
典範。
釋寬運法師表示，佛教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由於
具備開放包容的特質，在交流互鑒中獲得創造性的
融合發展。在香港這個中西文化交匯的國際城市，
各種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本地人和外地人都能和
平共處、彼此尊重，實現真正的多元宗教共融。放
諸世界，在今天宗教衝突不斷、排外主義盛行的社
會，能夠以海納百川的胸襟包容不同宗教的地方並
不多見。
梁德華道長表示，香港六大宗教以自身的教規、
教義導人向善，既積極推動自身宗教文化，又努力
融入或推動發展中華文化。道教強調多元、包容、
求同心、存殊異，香港道教始終與其他宗教和諧共
處、溝通合作，推動建設和諧社會。
在中華回教博愛社屬下學校中，伊斯蘭脫維善紀

念中學升旗隊首次在黃大仙祠參與升旗禮，體現香
港宗教多元融合意義。中華回教博愛社副主席張大
恩說，他們早於2021年已採用中式步操升旗訓練，
至於其他小學及幼稚園亦舉辦多項體驗中方、西方
及不同族裔文化交流融合活動，學生自小了解不同
國家習俗，族裔文化，從而促進種族融合精神，對
個人成長發展都有更佳體會。
香港聖公會教省主教長、全國政協委員陳謳明大
主教認為，不同宗教與文化都是來源於同一根本，
縱然在歷史和現實上實在曾有各種衝突與矛盾，但
都無法否定我們是同一個人類群體，我們要用各自
獨特的方式期望探尋如何在此世界達至人與人、人
與萬物的終極福祉。
香港各宗教秉持「和而不同」、「以和為貴」的精

神，天主教香港教區宗教聯絡委員會主席周景勳神
父表示，大家互相尊重、互相禮讓，共融不爭，積
極開展宗教及文化對話交談，並肩攜手造福社會，
喚醒人的心靈，教育培養青年，這是上主敬天愛人
的展現。
孔教學院常務副院長湯偉掄指出，香港六大宗教

的交流，為這座城市增添了更多的活力和包容性，
增強了社會各界對宗教多元融合的認同感和歸屬
感。這正是儒家思想「仁者愛人」、「己所不欲，勿
施於人」等思想理念的現代呈現。
香港六宗教和睦友愛，每年持續對話、分享，屬

國際上獨有。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義務總幹事馮少雄
長老提到，世界宗教衝突頻繁，在安定的環境和基
本法保護下，香港的宗教才得以蓬勃發展。
中國道教協會副會長張明心道長提出，道教作為

中國土生土長的宗教，歷來崇尚海納百川，慈柔平
和，「萬物之性，各有分度」陰陽互抱的太極圖式
象徵道教對差異性的包容胸懷和對他者的尊重理
解，「不齊而齊，道通為一」是道教面對宗教融
合，文明互鑒的基本理念。
此外，不少學者從學術的角度探討了宗教開放、

包容、適應、融合的歷史和實踐。參與本次論壇的
講者均認為中國文化對不同宗教相對開放包容，為
宗教交流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礎，而香港可說是宗
教融洽共處的佼佼者，為世界樹立了宗教和諧共存
的楷模。

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發揮積極作用
香港六宗教多元交融，相互配合，六宗教都以構

建和諧宗教為共識，彼此秉持「和衷共濟、求同存
異」的理念，推動宗教之間的友好交流合作。這還
得歸功於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的建立，以及近半
個世紀的宗教交流實踐。
早在1978年，香港就成立了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
會。座談會由六宗教的代表性團體組成，分別是香
港佛教聯合會、天主教香港教區、孔教學院、中華
回教博愛社、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及香港道教聯合
會。座談會作為一種宗教交流機制，四十多年來一
直發揮促進香港各宗教和諧、文明互鑒的積極作

用，成為維繫各宗教團結一致的主要平台，展現了
香港宗教界的和睦和諧和順。
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透過每年舉行兩次會議，

就當前的社會、民生及宗教問題真誠交換意見；同
時每年借發表共同文告、舉行新春團賀、舉辦宗教
思想交談會、慶祝祖國國慶和組織宗教互訪等方
式，發揮積極的社會效應和影響；在求同存異、和
而不同的共同理念下，六宗教彼此交流互鑒，共同
以促進社會和諧、人民和睦、宗教和順為己任。
浙江大學社會學系人類學求是特聘教授、人類學

研究所所長梁永佳表示，香港六宗教領袖座談會、
思想交談會這樣的交流機制，承襲宗教古老智慧，
培育相處之道，呼應了國家戰略。成功的大型文明
和制度宗教，都善於容納內部的異質，並通過回到
自身文明根本命題的方式，吸納與整合其他文明的
智慧，賡續自身傳統，探索推崇的最終極、最高級
狀態。

携手宗教力量共促家國发展
釋寬運法師表示，團結才能發揮宗教最大的推動

力，為香港作出切實貢獻。香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
薰陶，宗教之間透過參與公益服務和開展社會善
業，促進社會繁榮發展，團結合作一直發揮穩定社
會的作用。香港六宗教合作的模式，正是建基於中

國傳統文化中「以和為貴」的和諧精神，香港的例
子，正可引證推進民族團結、社會和諧，乃至促進
世界和平，都有着十分重要而顯著的作用。
周景勳神父表示，我們六宗教要進一步加強交
流，在交談對話中找到更具智慧解決社會問題的出
路，一起攜手合作，一起表達關懷、建議和祝福，
共同促進社會的和諧、人類的幸福。
張明心道長表示，我們要繼續發揚宗教和諧的優良
傳統，加深宗教友誼，共同推動宗教事業健康傳承，
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宗教
力量。
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釋印順法師提到，佛教中國

化源於中國傳統文化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推進於
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走深走實的現實土壤，體
現了中國佛教開放包容、海納百川的襟懷氣度，彰
顯了中華文明與時俱進、交相輝映的時代風采。佛
教傳入中國以後，主動適應了中國社會的政治環
境，實現了佛教義理、僧團制度和信仰等的中國
化。
陳謳明大主教強調，聖經說，若是可行，總要盡

力與眾人和睦。我們要珍惜這一切，在多元中學習
共融，在不同文明中相互鑒賞。希望我們宗教界攜
手合作、繼續努力，讓我們人類這「命運共同體」
能夠安享太平，幸福繁盛。

11月 29日至30日，宗教中國化香江論壇暨香港

六宗教思想交談會在道教黃大仙祠成功舉辦。香港佛

教聯合會會長釋寬運、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

孔教學院院長湯恩佳、中華回教博愛社主席脫瑞康、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王家輝、香港道教聯合會主

席梁德華六位宗教領袖聯合發表「香港六宗教領袖

宣言」。

●宗教中國化香江論壇暨香港六宗教思想交談會在港舉行。

▶ 宗教中國化香
江論壇暨香港六
宗教思想交談會
在道教黃大仙祠
舉辦。

●伊斯蘭脫維善紀念中學升旗隊在黃大仙祠參與升旗禮。

▼來自海內外高
校及研究機構的
逾30位專家學者
與宗教界代表舉
行交流研討。

●宗教界領袖及代表交流研討推進宗教中國化的理
論創新、實踐經驗及在港落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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