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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建议 

成为合一的工匠 
 

在我们这个时代，促进合一与建立联系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挑战。 

当下深受矛盾对立不断恶化的影响。 

一方面，人类越来越清楚的意识到，人类与天地万物是彼此链接和息

息相关。此次大流行疫情使得我们再次看到：我们同属一个人类大家

庭，我们共同承担着某些苦难，而且只有同心协力才能度过难关。 

另一方面，两极化在社会、政治和伦理的层面愈发严重。这导致在社

会内、国家间甚至是家庭内部，激化出新的分裂。基督徒们也未能幸

免。在教会间，甚至教会内，差异僵化为分裂。由此，在这样的多元

性中，和平的见证就变不可缺少。 

现在，除了这些对立以外，在某些国家，由于基督教团体内部发生的

性侵和辅导中的精神虐待事件被揭露，人们对基督教团体的信心大打

折扣。很多人感到教会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如同其他地方一样，最近

的几年中，泰泽团体展开了关于这些严重问题的真相探究。我们愿全

力以赴，使泰泽成为每个人的安全之所。(www.taize.fr/protection). 

教会被召叫成为为众人的友谊之地。为了这个目标，出于对福音信息

的忠信，现今教会彻底的变革是必不可少的。透过基督自我交付的

爱，基督开启了一处新的泉源。在此，我们能汲取力量，来选择弟兄

友爱的生活，提升每个人尊严，照顾受造物。通过我们弟兄友爱的共



融，基督邀请我们成为标记—在上主的爱中，他来使得全人类获得合

一。 

我愿藉这 2022 年的建议，邀请大家去反省：在人类大家庭内，在与

天地万物和近人之间，在我们的教会及团体中，甚至在我们的内心，

我们能为增进合一发挥怎样的作用？ 

 

◦ 在每个建议后面都附有一则帮助深入反省的短文。这些简短的引文

将会在泰泽的网站、播客和工作坊上进一步讨论。 

◦ 与六个建议配合的参考经文和注解将会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他们

将会为在泰泽使用的圣经讲解提供启发。请关注 www.taize.fr/bible 

2022 年信心朝圣之旅 

虽然大流行病的影响仍在，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继续在泰泽和其他地

方举办信心朝圣之旅： 

• 全年内每周聚会在泰泽举行 

• 2022 年 5 月 8 日至 15 日，圣地朝圣之旅。 

• 2022 年 7 月 13 日至 17 日，青年穆斯林基督徒友谊周。 

• 2022 年 7 月 7 日至 10 日，都灵欧洲聚会。 

• 2022 年 8 月 21 日至 28 日， 18-35 岁青年反省周。在此周，有一

个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的特别项目。 

• 2022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3 年 1 月 1 日的聚会举办地，将会在都灵

聚会中宣布。 

http://www.taize.fr/bible


第一个建议|接纳的喜乐 

在人类大家庭中，我们所有人都能为一个平安合一的未来做出贡献。

这要从我们之间彼此建立的关系开始。在家庭中彼此看护，关注我们

的邻人和朋友，特别是那些身处试探中的人们。 

当我们每次向那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士开放时，人类家庭的合一同样

可以增进。我们能否更多的走近他人，还有那些我们由衷地的不愿靠

近的人们。然而，我们常常会在他们那里获得意想不到的惊喜。 

不要被我们的犹豫或畏惧所麻痹，而所止步不前。我们将会被赋予收

获的喜乐。正是在我与他人的关系中，我们才能寻得自己的身份。这

份关系甚至能帮助我们走出一个个内在的忧苦时刻，并给予我们生命

的意义。 

在耶稣一个比喻中讲道，一位伤者获得陌生路人的帮助。透过这一举

动，路人冒险超越了伦理、政治和宗教的高墙。借着他对伤者的救

助，他成为了这位伤者的近人。他对这个伤者所做的由衷自发行为，

难道没有使他活出当日的生命意义吗？即使在今天，我们仍然记得这

个形象“善良的撒玛利亚人”，并从他那获得启发（路 10：29-

37）。 

 

      圣公会荣休大主教戴斯蒙屠图（Desmond Tutu）对抗南非种族隔

离并促进南非修和人士 

“对于人类的本质，有一种描述叫乌班图(Ubuntu)。它特别指作为

人类，没有一个人能以孤立的形式存在，而是彼此依赖。我们常认

为自己是一个与他人分离的单一个体，然而我们是彼此链接的，我

们的所作所为能共同影响整个世界。” 

 



第二个建议|注重对话 

促进合一首先需要建立信任的关系，然而人际关系常因不信任而受到

威胁。在公共辩论中和社交媒体上，弥漫充斥着语言暴力，人们被恐

惧所操控。该如何回应这些失常的现象 ? 

我们可以选择聆听与对话。这不代表我们假装告诉他人，我们同意对

方的想法，而是尽全力继续与我想法不同的人进行交流。尽可能避免

在对话中产生破裂。 

让我们下定决心，永远不要标签他人，绝不传递偏见。没有人应该被

简化为他的某些行为或某些观点。一个分歧，即使是那激进的，也可

以一种无攻击性的方式表达，然而在面对某些不公义的时局，愤怒应

当被表达出来的。 

在我们的社会中，有些为保护个人身份的反应加剧了社会的撕裂，即

使在基督徒的团体中亦是如此。我们可否发展出一种非排他的开放性

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而不是以对立来定义我们的身份。 

 

  

 

 

法国哲学家雅克马里顿（Jacques Maritain）写于 1970 年 

“最真挚和最富有兄弟情谊的友谊可以存在于那些对根本问题有

不同观点的人们之间。当中毫无疑问包含苦痛苦的成分，但却能

使朋友更加珍贵。” 

 



第三个建议|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协助促进合一意味着拒绝社会中的不平等。有些两极化源自忍受或感

到被许多人甚至是整个民族所排斥。 

愿所有教会的基督徒、不同宗教的信众、怀有善意不信神的男男女女

们和我们能与那些朝不保夕的人们、边缘群体和在人生旅途中经历众

多痛苦的移民建立共融。 

实践弟兄有爱从我们的家门开始。让我们超越隔阂，建立友谊。我们

将会发现自己的心胸变得开阔，更具有人情味。我们是能否足够的意

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会影响到世界另一端的人们？ 

为有信仰的人来说，实践弟兄友爱与信仰是密不可分的。耶稣曾说：

“你们为我这些弟兄中最小的一个所做的事，就是为我做了”（玛窦

/马太 25：40）。借着进入这个世界，耶稣基督与每个人合一。当走

近那些被生活所伤之人的时候，我们也就越走近他；他们使我们与耶

稣进入更深层的关系。 

 

 

 

美国记者多萝西戴伊（Dorothy Day）一生为人权奋斗，写于 1963 年 

“当今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实现一场心灵的革命，一场由我们每

个人开始的革命。当我们开始选择最微末的位置，为他人洗脚，

怀有走向十架的热诚去爱我们的兄弟姐妹时，我们能真正的说：

现在，我已经开始了。” 

 



第四个建议|与天地万物的团结 

今天，我们更清晰的看到天地万物的合一。万物相互依存，使我们发

现从某个层面上，众生皆为兄弟姐妹。为有信仰的人来讲，我们伟大

的星球是上主托付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必须将他传递给我们的下一

代。 

然而，我看到由于人类的活动，这颗星球变得多么的脆弱。最近这些

年，自然灾害和极端气候现象波及到众多的地区。由于这些危机，越

来越多的人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园，这些地方不再适宜居住。近十几

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报告提醒我们警惕生物多样性的崩溃。 

面对这些环境危机，政治上的响应、科技创新和社会选择是必不可少

的。很多青年正在做出赋予勇气的承诺，然而事实上，挫败感和愤怒

随时会在他们中掀起波澜—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要为这些感到气馁！“几乎一无所有”往往是一个转型的开始。为

信徒们，在人类回应危机的能力中，信德激发起一种委身和信赖。我

们可否问自己：在未来，为了开始或深化一段环保的对话，我们具体

做些什么？或许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行。 

 

2021 年 9 月 1 日教宗方济各、东正教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 

和圣公会坎特伯雷大主教贾斯汀·韦尔比的联合声明   

“我们所有人—无论是谁或是身处何处—都能在修正对无法预期

的气候变迁和环境退化威胁的集体回应发挥作用。照顾上主的受

造物是一份灵性的使命，这需要有一个委身的响应。这是一个关

键时刻。我们子女和共同家园的未来都依赖于它。” 



第五个建议|基督徒们合一的热诚 

为基督徒们，对合一的寻求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如何在僵持于分裂

中，却自认为是弟兄友爱的酵母！在基督内，我们寻得唯一的合一泉

源（若/约 17:20-21；弗 2:14）。借着在十架上交付自己的生命，他曾

爱人爱到底，在那里消灭了人类间的仇恨和藩篱。 

福音召叫我们超越分裂，并在伟大的多样性中见证合一的可能性。为

了在人类家庭中的弟兄有爱，难道基督徒们不是被优先被邀请对此做

出贡献吗？这样的见证比言语更有说服力。 

福音督促我们培育出缔造合一的艺术。在我们所处之地，在编织聆听

和友谊的丝绢时，我们都可成为合一的工匠。 

在不同基督徒宗派的对话中， 彼此的差异必须认真对待，神学的研究

也是必不可缺的。但只通过对话并不能引导我们走向可见的合一。 

为了更进一步，我们应更频繁的相聚，不同教会的受洗者之间，以上

主的话作为中心，共同的祷告。或许，圣灵/圣神会给我们惊喜。我

们将会发现是耶稣使我们相聚在一起，当我们谦卑的认识彼此的缺

失，当我们能向他人的经验去开放时，基督的爱能更清晰的闪耀。   

 

 

东正教神学家伊莉萨白贝尔西格尔（Elisabeth Behr-Sigel）写于 1986 年 

“这涉及到接纳彼此的付出和彼此所领受到的。不是深陷于一种

教条式的相对主义，而是达到一个目标—我们明白宗徒/使徒信仰

的核心能以不同的路线进行表达，但终将汇集一处。随后就是期

望和等待圣灵/圣神新的流露，并且准备好接纳它。” 

 



第六个建议|让上主使我们心灵合一 

促进合一需要一份全人的承诺，一起皆由心灵开始。我们的祈祷以一

句古老的圣咏/诗篇（86:11）通达上主：“求祢使我（心灵合一）专

心敬畏祢的名。” 

为了获得这样内在的合一，有时难道不需要整理出所有的渴望，并接

纳我们不能全部实现它们吗？如果有很多可能性摆在我们面前，分辨

出哪一种能结出更多通往平安、光明和幸福的果实。 

在我们内有一种来自上主对共融与合一的深层渴望，我们可以在祈祷

中表达出来。即使用很少的话语，沉浸在独自面对上主的宁静中，可

以帮助我们寻求生命的意义，更新我们的意愿，乐意让圣神/神灵在

我们内工作。 

为寻得心灵的合一，有一条道路总是可行的：转面注视耶稣基督，更

多的学习他，将我们的喜乐和苦难托付于他。即使身处困境，即使前

途渺茫，借着圣灵/圣神，在相信复活的基督总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

信心中，我能同样一步一步地继续自己的旅程。 

法国作家兼社工，玛德琳·德尔布莱尔（Madeleine Delbrêl） 

写于 1968 年 

“静默就是聆听上主；就是铲除那些聆听上主的阻碍；意味着无

论上主在哪里表达他的意愿，无论在祷告中或在祷告外，我们都

要去聆听。我们需要静默来承行上主的意愿，静默拓展出另一种

自身的倾向。 我们往往断然放弃它……或因着自己的浅薄而轻视

它，面对这种倾向过程就是冥想沉思。我们必须去“收集”这些

上主圣意踪迹、标记、邀请和规律，如同农夫将自己的收获存入

谷仓，研究员汇集所有的实验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