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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总秘书处 

如何在传教使命中成为共议性的教会？ 

 

第十六届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常务会议大会 

第二会期 

五个神学探索的观点 

 

前言 

「与其说教会有个使命，不如肯定地说教会就是使命。『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样派

遣你们。』（若廿 21）：教会从天父派遣的基督那里接受了自己的使命。在圣神的支持

和引导下，教会向那些不知道或不接受福音的人宣讲和见证，并遵循耶稣的根本使命，

以穷人为优先。如此，教会就为天国的来临作出了贡献，成为『天国在人间的种子和开

端』（参阅：《教会》教义宪章，5）」（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第十六届常务大会第一会期

《综合报告》，8a）。成长茁壮为共议性的教会，是每一个人、也是所有人一起，共同

响应这项召叫和使命的具体方式。 

曾出席共议性的会议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参加过第一会期的人，对教会的合一和多元已

有具体而真实的经验。我们的时代充斥着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两极化和冲突不断，纵使

如此，在基督内的教会，仍是与天主合一、也与人合一的标志和工具，这个召叫日益鲜

明。教会聆听圣神的声音，为圣言作证，怀着信德辨识时代的征兆，便可以沟通协调整

合差异，表达基督奥秘无穷无尽的丰富性。因此，世界主教代表会议在多元中实践合一

的经验，代表着对很难相信和平与和谐的世界发出先知性的话语。 

 

1. 指导性问题 

共议性的进程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使命。在第一会期上，这种意识逐渐「具体化」，

为第二会期（2024年 10月）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迈向 2024年 10月》（2023年 12月 11

日）的文件解释，说明在第一和第二会期之间，我们将进入另一个咨询的时刻，深思以下的

问题：如何才能成为传教的共议性的教会？ 

我们的目标是要找出在不同的背景和环境下所要采取的途径和工具，以提升每位教友和

每个地方教会的創造力，好能执行向当今世界宣讲复活的主及其福音的独特使命。因

此，这并不是一个为提升教会结构的效率而将我们局限在技术上或程序上的改善计划，

而是一个邀请，要我们反思在共议性的教会所特有的合一与多元之间的动力中，我们受

召投身于不同传教形式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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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焦点将是每个人的参与，以我们不同的圣召、神恩和职务，共同参与向世界宣讲

耶稣基督福音的使命。鉴于教会传教的转型，按《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所载：「新福

传召唤每个受洗者都要作个人的委身」（《福音的喜乐》，120），我们承认和促进每

位天主子民的特殊神恩对传教使命的贡献，并反思信友共同工作和牧者职务权柄之间的

关系。在共融和传教的视野之下，所有人的参与和少数人的权柄之间的动态联系，其神

学意义、在启动联系的实际做法上及教会法结构的现实中，都会得到深化。我们将从下

列三个截然不同但又相互依存的层面：地方教会、团体教会（国家、区域、大洲）、整

个教会，进行探索罗马主教的首席权、普世主教的集体性和教会共议精神的关系。确认

这三个层面可以根据大会第二会期来组织工作，同时牢记它们是三个相互关联的视角，

透过它们来看待合一和有机的现实：传教的共议性的教会生活。 

 

2. 草拟第二会期《工作文件》的步骤 

根据指导性的问题，开始启动新一轮的咨询进程，此进程的性质与共议性的进程的第一

阶段有所不同，正如《迈向 2024 年 10 月》文件所解释的，要求各主教团和东方礼教会

圣统制组织成为这一部分过程的参考，协调各教区和拜占庭礼教区搜集资料的工作，并

设定方法和时程。他们也要在自己的层面和大洲层面对同一指导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以确认所提的方法与时程适当可行（参阅：1）。主教团、东方礼教会圣统制组织，和不

属于任何主教团的教区，必须搜集本次的咨询成果，整理成综合报告，在 2024 年 5 月

15日之前送达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总秘书处，裨益作为起草下一份《工作文件》的基础。  

其他数据将并入综合报告里，首先是「世界主教代表会议与堂区司铎」国际会议（2024

年 4月 28日至 5月 2日在萨克罗法诺[罗马]举行）的结果，该会议系为满足第一阶段及

第一会期期间一再表达的需要而召开的，需要聆听地方教会司铎们的心声，并强化他们

投身于牧灵职务的经验，期待他们更深入共议性的进程。 

最后，鉴于大会多次要求，并本着《主教共融》宗座宪章第 10条的先知职精神，由世界

主教代表会议总秘书处启动五个工作小组所进行的神学研究成果，也将纳入《工作文

件》的材料之内。这五个工作小组将由专家组成，尊重地理分布、性别和教会条件等所

需的多样性，并以共议性的方式进行研究。特别是其中三个小组主要将聚焦于前述的三

个层面（每个层面一个小组），而另外两个小组则将致力于两个横向的轴线，强调该层

面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然后根据大纲总结以下段落。 

 

3. 有待探索的观点 

I. 地方教会共议性的传教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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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会期结束时所批准的《综合报告》，承认众人共同的传教使命「必须成为基督徒团

体组织和整个地方教会、所有机构、每个牧灵组织，其所有服务的标准」（《综合报

告》18b）。寻找共议性的教会的传教面貌和途径，与每一个地方教会息息相关，在地

方教会的构成主体及天主子民的多样性中，莫忘为福音作见证的任务，这福音借着共同

的洗礼尊严，超越基督宗派的归属，团结了所有领了洗的人。工作小组会从共议性的教

会的角度出发，就地方教会层级的福传使命，探讨以下议题： 

a) 从传教的角度看，教区主教职务的意义和形式，乃是教会委托给他，作为其个别教会

「有形的统一中心和基础」（《教会》教义宪章，23），特别是与司铎咨议会、教区各

委员会、修会团体和教会团体的关系。（参阅：《综合报告》12） 

b) 导入某种形式的结构和程序，对教区主教及在地方教会中执行职务者（无论是圣职人

员或非圣职人员）的工作表现，定期进行审查，以不同的方式促进所有人的问责文化

（对所履行的职务负责）。（参阅：《综合报告》12j ） 

c) 参与组织的风格和运作模式。特别注意决策过程中，咨询时刻和商议时刻之间的关系

（参阅：《综合报告》18g），如果有些组织或机构还没有妇女的参与，要确保她们也

能够参与决策过程，并在牧灵关怀和职务上承担责任。（参阅：《综合报告》9m） 

d) 已制定的职务和实际运作的事工，其存在与服务有助于以更调和、有效的方式配置地

方教会在教区内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福传工作，强化平信徒的神恩和角色，以履行教会的

使命（参阅：《综合报告》8d-e），尊重平信徒的特殊性（参阅：《综合报告》8f），

并留意圣化尘世的使命和在教会内执行任务和职务之间的紧张关系（参阅：《综合报

告》 8j），同时也考虑建立新职务的可能性。（参阅：《综合报告》8n、16p） 

必须特别留意「承认和重视女性的贡献，并提高她们在教会生活和传教使命上的牧灵领

导力。为了更加体现所有人的恩宠和神恩，更充分地响应牧灵的需要，教会如何让更多

的女性参与现有的角色和事工？如果需要新的事工，应该由谁来分辨？放在什么层级？

以什么方式来进行？」（《综合报告》9i） 

 

II. 教会群体传教的共议性的面貌 

2015 年教宗方济各在纪念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成立 50 周年致词中申明：「操练共议精神

的第二层面就是教省、分区、全区会议，及尤其是主教团」，参阅《天主教法典》第

495~514 条关于教区内的组织。他强调「慎思如何透过这些架构，更有效地产生主教的

『集体性』形式的中介建议，这或许要靠整合或更新某些教会悠久的架构形式而达致。

梵二希望这些架构能促进主教的『集体性』精神，但这期望依然未能完全实现。我们仍

在路上，还在中途的阶段。」从而曾在《福音的喜乐》宗座劝谕（16）中提及，可朝健

康的「权责分配」（decentralisation）的方向去推进，后来又在《你们去宣讲福音》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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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宪章（II，2）再次重申。工作小组会从共议性的教会的角度出发，就教会群体的传教

使命，探讨以下问题： 

a) 使教会之间有效地交换恩典成为可能的方式和条件（参阅：《综合报告》4m），分

享「精神财富、传教人员及物质协助等」（《教会》教义宪章，13）； 

b) 在共议性的教会中完善主教团的法规，以便他们可以在全体共议性的教会中成为行使

合议制的主体，也可以藉以增加他们自己的理论和纪律的权威，而不限制每个主教或罗

马主教在教会中的适当权力，以作为整个教会合一的可见原则和基础（参阅：《综合报

告》19）； 

c) 有机会将教会之间的共融结构扩大到主教团以外的层面，省思如何规范大洲或次大洲

地区地方教会团体组织的地位，同时顾及从传教的角度与不同文化和社会对话产出硕果

的需要。（参阅：《综合报告》19） 

 

III. 普世教会传教的共议性的面貌 

正在进行的共议性进程为行使伯多禄牧职带来新的方式。因此，在普世教会的层面，教

会的共议精神、主教的集体性以及罗马主教的首席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正逐渐浮现出来

（参阅：《综合报告》13a）。工作小组将以这个观点探讨下列议题： 

a) 东方天主教会可为深化伯多禄首席权的教义作出贡献，阐明其与普世主教的集体性和

教会的共议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参阅：《综合报告》6d） 

b) 大公合一的旅途为「天主教徒理解教宗牧职、主教的集体性、共议精神及它们之间的

相互关系」作出贡献。（《综合报告》13b） 

c) 在一个共议性的教会中，罗马教廷，作为襄助罗马主教执行其普世职务的机构，本着

《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的精神，思考教廷与地方教会、教廷与主教团、教廷与世

界主教代表会议之间的关系。（参阅：《综合报告》13c-d） 

d) 考虑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义以及大公会议后神学和教会法的发展，在共议性的

教会中行使主教的集体性的方式。 

e) 阐明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的特殊身分，特别是主教担任的具体角色以及天主子民在共议

性的进程所有阶段的参与。（参阅：《综合报告》20） 

 

IV. 共议性的方法 

为了敞开心灵迎接基督在圣神中的临在，我们蒙召去默观圣言、祈祷和相互倾听，为个

人和团体的归依做好准备。特别是彼此聆听，需要不断地操练与实践，以便在教会生活

的所有层面上，促进灵性、制度、程序、礼仪四个幅度的清晰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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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的整个旅程，特别是在第一会期的过程中，「灵修交谈」的实践已经得到验证

与认可，确实能够支持并表达我们在旅途中的「灵性幅度」。实践「灵修交谈」并不意

味着遵循某种成文的技巧，而是走上一条表达教会本身口传性质的道路，这源于天主的

自我启示，传达了祂的生命，「藉启示与人交谈，宛如朋友  [对话] 。」（《天主的启

示》，2） 

同时，共议性的方法要求注意「制度的幅度」，适当地反映教会生活与肩负使命的机构

和事件，也注意「程序的幅度」，尤其是「制定决策」与执行决策之间的关系。  

这三个幅度虽是不同的面向，但每个面向都需要特别的关注，且不应被视为各自独立，

反而应该在动态合一中去思考和生活。最后，由于礼仪既是教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又是

教会生活的养分，因此这项工作也涉及「礼仪的幅度」：「如果感恩祭塑造了共议精神

的模式，那么我们应该采取的第一步就是怀着在基督内的真实友谊，以切合恩典的方式

举行弥撒。」（《综合报告》3k） 

在共议性的方法的横向视角方面，工作小组将探讨以下议题： 

a) 教会共议性的生活，其礼仪和圣事的根源（聆听圣言和庆祝圣体圣事）与教会分辨的

实践之间，具丰富的关系。 

b) 更加澄清「灵修交谈」的结构。工作小组从多元教会的灵修传统和不同文化脉络的经

验中得知其多样性，将此多样性纳入考虑，会把「灵修交谈」的结构说得更清楚（参

阅：《综合报告》2i-j）。 

c) 世界主教代表大会第一会期提出的邀请，一方面是「澄清灵修交谈如何整合神学思想

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贡献」（《综合报告》2h），另一方面，透过相互聆听、对话和参与

团体分辨，为「不同领域的专家结合其专业知识与个人灵修，使其所提供的是真正的教

会服务。」（《综合报告》15i） 

d) 从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变迁」的角度，着眼于神学和学科辨别的标准，顺服于启示

并聆听时代的记号，来厘清天主子民信仰的超性意识与牧者的训导之间的循环关系。 

e) 从教会学的角度阐述「制定决策」和「执行决策」之间的关系，即所有人的参与和特

定的某些人行使权威之间的关系，界定并确认不同教会主体以及不同机构和活动的职权

范围（教义、牧灵、文化），以此表达共议精神之实践。 

f) 推广一种适合共议性的教会的庆祝风格，使信友能够经验到并见证所有人的共同参

与，同时尊重并促进每个人的角色、神恩及其职务的特殊性。  

 

V. 在传教使命中的共议性的教会的「场所」 

目前的共议性的进程清楚表明，关于地方教会和普世教会之间的「相互内在性」原则，

如何有利于不同层面（地方、区域、普世）和谐地行使共议性精神、主教的集体性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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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禄的首席权。教会蒙召活出共融、参与和传教的「地方」是由许多的「场所」组成。

这不仅是一个事实，而且符合「天主因祂的慈善和智慧，乐意把自己启示给人（亲自显

现自己）并使人认识祂旨意的奥秘」（《天主的启示》，2）。与耶稣基督——唯一的中

保和整个启示的圆满——的关系，总是有脉络的：「发生」在某个地方。就这点来说，

信仰经验在「场所」产生了，也是一个诠释学的空间，其中「对传授的事迹和言语之领

悟都有进展」（《天主的启示》，8），并且救赎真理的宣讲，不断有新的表达方式：

「地点」是福音形式的组成部分。 

我们生活的时代，人与团体之间的空间关系正发生深刻的变化。人的移动性、不同的文

化和宗教经验并存于相同的情境，以及数字环境（信息领域）的普及，都是需要分辨的

「时代征兆」。 

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对天主子民多元面貌的认识，召唤我们重新关注地方教会之间的关

系，其彼此之间以及与罗马主教之间的共融，构成了天主的教会，是唯一、至圣、至

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在一个充满暴力和分裂的世界中，以和谐的、兄弟情谊般的

团结，实现社会正义、和平、和好并照顾共同家园，来见证人类的合一、共同的起源和

共同的命运，从而克服因对某个地方及当地居民和文化的错误理解，而产生分裂的可能

性，显得日益迫切。 

一个工作小组将研究地方、区域、普世三个教会阶层的横向关系，并采取此观点来探讨

以下议题： 

a) 发展关心天主子民文化幅度的教会论（参阅：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115 所说

的话：「恩宠预设文化。天主的礼物降孕于领受者的文化中」）。事实上，似乎有必要

在制度层面上也表达文化福传与信仰本地化之间的互惠动力，为当地的诠释学提供空

间，避免「地方性」成为分裂的理由，也避免「普世性」变成一种霸权形式。 

b) 在宣讲的动态中提到的「场所」，指的是宣讲的原则：「这种适应人们文化而宣讲启

示真理的作法，应当继续奉为传扬福音的定律。这样一来，便能激发各国以本地方式表

达基督福音的能力，同时，又促进教会各民族间不同文化的生命交流。」（《论教会在

现代世界》，44)  

c) 在处理重大道德和牧灵议题时，提及「场所」的特殊性和（不同层面的）教会共融的

要求。 

d) 移民现象的影响代表着「重塑地方教会成为跨文化团体的现况。许多移民和难民身上

承载着漂泊异乡、战争和暴力的创伤，他们往往成为接纳他们的团体中更新和富饶的泉

源，以及与地理位置遥远的教会直接联系的机会。」（《综合报告》5d） 

e) 数字环境文化和新科技对「本地」概念的冲击。例如，在网络上所有的关系和倡议，

包括教会的关系和倡议，其「影响力和范围远超过传统所理解的领土疆界。」（《综合

报告》17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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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来自天主教东方教会的大量信友迁移到以拉丁礼为主的地区，引发了教会法和牧灵问

题，为此「当地拉丁礼教会需以共议精神之名，帮助移民至此的东方教会信徒忠实地保

留他们的身分，并培养他们的特有的资产，而不经历同化的过程。」（《综合报告》

6c） 

4. 一些横向的参考点 

深入研究所指出的观点，可以有效地参考一些适用于每个观点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福传使命乃是教会的动力和存在的理由。提升教会的形象和共议性动力

的目的是可信地且有效地体现和支持这个使命，此乃所有分辨的终极标准。在传扬福音

上最有效的作法必须优先执行，勇于放弃那些被证实不太有用，甚至根本就是障碍的作

法。正是这种对使命的追求，确保了共议性的进程不是教会自我检视或担心自身的平衡

的一种作法，而是面向世界和整个人类，要求每位天主子民作出自己无可取代的贡献。

「鲜血的大公主义」（参阅：《综合报告》7d）强力地提醒我们，为福音作见证直至献

出生命的都是领了洗的人，不分宗派归属：因此，是共同的使命引导我们通往基督徒的

合一之路，从具体的合作形式开始，我们必须继续推进和尝试。 

如果传教的动力是教会的本质，标志着教会历史的每一个时刻，那么传教的挑战将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辨明当今世界的问题：如果无法识别并响应这

些问题，我们的宣讲将失去连结性和吸引力。基于此种需要，我们关注年轻人、数字文

化，并让穷人和边缘群体参与共议性的进程，以便他们的观点能够揭示社会、经济和政

治的动态，否则这些动态可能会被隐藏。教会结构的任何变化都必须有效地应对当今世

界传教的挑战。 

第二个原则：促进参与传教的使命，这是所有领了洗的人的恩宠和责任，他们要积极

运用信仰的超性意识及各自的神恩，好偕同主教行使的职权共同发挥影响力： 

「在所有信友都被赋予的信仰的超性意识和在实现共议精神的不同层面上进行分辨，以

及那些行使合一与治理的牧灵职务的权柄，三者之间的循环，阐明了共议精神的动力。

这种循环性促进所有领洗的人的尊严和共同责任，强化圣神在天主子民内撒播神恩的临

在，承认牧者们与罗马主教的合议及在阶层共融中的特定职务，以及确保共议性的进程

和活动忠于信仰宝库，并聆听圣神的声音，以更新教会的使命。」（国际神学委员会，

〈教会生活及使命内的共议精神〉，72） 

因此，共议性的幅度和等级组织的幅度并不存在竞争，将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张力才是动

力的重要来源。尤其，决策过程是创造性地处理这张力的地方，从而使每个人都能善尽

自己的特定责任而不被剥夺。 

第三个原则：衔接地方教会与普世教会，同时考虑中间层级的多样性与一致性。惟

一、至圣、至公，从宗徒传下来的教会存在于地方教会之中，并来自地方教会（参阅

《教会》教义宪章，23），各地方教会彼此共融，也与罗马教会共融。每一个教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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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内，并透过圣神，都是各团体的主体，受圣言的感召，由圣事礼仪所启发，天主的

子民在其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生活奔走，体现天主的恩宠。同时，每个教会蒙召与

所有其他教会分享其所得的丰富恩赐。这是透过主教的职务来实现的，主教是所有信友

共议性参与教会使命的合一原则和保证者，与其他主教，「与伯多禄一起，并在伯多禄

权下」，为整个教会服务（参阅：国际神学委员会，〈教会生活及使命内的共议精

神〉，61）。因此，共议精神适时地构成了理解和促进主教的集体性的教会背景，并描

述了在每个教会内和教会间共融、分辨往前迈进的方法时，促进大公合一所应遵循的道

路。我们正在寻找一种适合当今世界的方式，在多样性中实现合一，在不消除差异和特

殊性的情况下体验彼此之间的联系，但也不要漠视一些挑战——例如照顾共同家园、移

民或数字文化——只有共同应对才能解决。 

第四个原则：最根本而费力，但同时又能带来希望和创造力的原则，此即共议性的历

程的精妙灵修特征。借着天主父，在耶稣基督内，因着圣神的德能，主内的姊妹弟兄聚

集在一起，彼此相遇，互相聆听，各自从自己的召叫、神恩和职务的角度来提供观点并

作出贡献。这相遇和聆听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开辟一个空间，使我们能够一起分辨圣

神的声音，并接受祂的召唤。在教会的所有层面上，我们的目标都是一样的：明了主要

我们做什么，并且准备好去做。门徒的任务，也正是他们的确实身分，就是跟随主，无

论主决定往哪里去，都要共同完成原本属于祂的救赎使命。 

 

5. 一起迈向 2024年 10月 

随着世界主教代表大会第十六届常务会议第二会期的筹备工作不断推进，也得益于此处

制定的方向，第一会期《综合报告》中确定的其他两项指导方针的工作也在继续进行。 

第一个指导方针，是在地方教会中保持共议性的动力，以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直接体验

到。我们再次邀请所有教区重新阅读《综合报告》，以确定符合当地情况的最重要的请

求，并在此基础上擘划「最妥适得当的措施，让全体天主子民共同参与。」（《迈向

2024年 10月》，2） 

第二个指导方针，是以共议性的方式深入研究一系列极为重要的议题，这些议题「尚须

与整个教会及罗马教廷各部会通力合作协力推动」（同上，导言）。目前正在成立研究

小组，对所确定的主题进行深入研究，与本文件同时发布的文件《研究小组与罗马教廷

各部会通力合作共同探讨，世界主教代表会议第十六届常务大会第一会期提出的问

题》，将说明得更加详实。此外，为更广泛地服务共议性的进程，世界主教代表会议总

秘书处将启动一个「常设论坛」，以深化教会共议精神的神学、教会法学、牧灵、灵修

和交谈等面向，也响应《综合报告》所提的要求，「在专门术语的使用和概念的了解

上，深化我们的神学幅度」（《综合报告》1p）。国际神学委员会与法规条文部同意，

为大会服务而设立的教会法学委员会将协助执行这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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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经启动的许多工作小组，它们所涵盖的主题之间，不可能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在

不同层面和不同轴在线，存在许多联系、接触点，甚至重迭。大会总秘书处的任务之一

是确保工作顺利进行，以听取各领域逐步取得的成果，好为 2024 年 10 月的会期提供适

当的信息。 

 

梵蒂冈，2024 年 3月 14日 

 

（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秘书处 译） 

 

 

下载其他语言： 

https://press.vatican.va/content/salastampa/it/bollettino/pubblico/2024/03/14/0212/00453.html 

https://press.vatican.va/content/salastampa/it/bollettino/pubblico/2024/03/14/0212/0045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