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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首聚 天主東正兩教和解
領袖古巴會晤 籲團結救中東北非基督徒

天主教及東正教會近年關係持續緩和，天主教會更向東
正教會移交50多座位於意大利的教堂，標誌雙方合

作。兩大教會過去20多年來一直為領袖歷史性會面小心安
排，古巴與天主教及俄羅斯皆有特殊歷史淵源，成為兩大
教會領袖會面的理想中立場地。

教宗：我們是兄弟
會面於哈瓦那機場舉行，方濟各與基里爾均穿着宗教服
飾，二人見面時互擁手臂及親吻兩頰3下，以示友好。聯
合宣言形容東西教會分裂是「人類軟弱和罪惡的結果」，
為此感到痛苦，期望兩教領袖會面能協助團結。方濟各指
他與基里爾是兄弟，會面屬天主的旨意，基里爾則稱二人
會談後，兩大教會的磋商有望更順利。
「伊斯蘭國」(ISIS)等武裝組織持續肆虐中東一帶，宣言
指中東及北非多國基督徒社區正面臨滅亡，信徒淪為難
民，教堂和神像被大量破壞，批評武裝分子行為野蠻，國
際社會應提供大規模人道援助。此外，宣言亦促請歐洲各
地持守基督宗教傳統，保護一夫一妻制，又重申反對墮
胎。

或助敘達和平協議
俄羅斯東正教會與克里姆林宮關係密切，基里爾更是俄
總統普京的宗教顧問。波士頓學院神學教授普雷爾茲凱指
出，兩大教會領袖會面具有深厚政治意義，或有助敘利亞
內戰各方達成和解協議，促進中東宗教多元。此外，哥倫
比亞政府及反對派稍後亦會在古巴討論停火，有望提升古
巴的國際地位。
方濟各與基里爾會面後轉往墨西哥展開5天訪問行程，
探訪該國多個落後地區，首都墨西哥城有大批民眾手持梵
蒂岡旗幟迎接。他今日會到埃卡特佩克主持彌撒，周三在
接壤美國的華雷斯城結束行程，預料屆時會談到墨西哥人
移民美國的議題。

■俄羅斯衛星網/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羅馬天主教與東正教會早於11世紀時決裂，

雙方關係此後長期欠佳。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前日

到古巴首都哈瓦那，與俄羅斯東正教主教長基里

爾會面，是兩大教會領袖近1,000年以來首次。

二人會後簽署發表聯合宣言，警告中東及北非地

區信徒正被「徹底滅絕」，呼籲恢復基督教團

結，並敦促國際社會採取行動協助受暴力迫害的

基督徒。

方濟各與基里爾歷史性會面，為天主教及東
正教和解踏出重要一步，但兩大教派在禮儀及
烏克蘭天主教會等問題分歧甚大，故會面仍是
象徵意義居多，意大利摩德納東正教神父阿萊
蒂直言，兩大教會真正棘手的難題仍未解決。
烏克蘭有東正教徒於1596年成立「烏克蘭希
臘禮天主教會」，遵行東正教禮儀，但接受梵
蒂岡管轄。俄羅斯東正教會長期批評梵蒂岡
「踩過界」，後來烏克蘭成為蘇聯勢力範圍，
希臘禮天主教會積極支援異見人士，前年又支
持反對親俄前總理亞努科維奇的示威，進一步
增添其爭議性。若梵蒂岡未能解決在烏克蘭活
動的爭議，恐難與東正教真正和解。

俄東正教會難代表全體

此外，東正教並沒統一中心，而是分成14
個互不統屬的獨立教會，儘管俄羅斯東正教
會勢力最大、財力最強，但始終未能完全代
表東正教。阿萊蒂指出，莫斯科教區信眾及
神職人員眾多，其意見對東正教會或多或少
有影響力，但君士坦丁宗主教巴爾多祿茂屬
主教「同等中的第一位」，負責協調各宗主
教，故二人不可偏廢，任何一人皆不能被視
為與「教宗」地位相同。
東正教各教區領袖今夏將聚首希臘克里特

島，舉行泛東正教大公會議，阿萊蒂估計各
人屆時將再討論與梵蒂岡的關係，東正教內
部此後或能達成較大共識。

■《外交政策》/梵蒂岡廣播電台/美聯社

羅馬天主教及東
正教會同屬基督宗
教，但兩者神學主
張分歧眾多，終於

1054年決裂。兩大教會恩怨其後不
斷加深，十字軍1204年更趁東征攻
破君士坦丁堡大肆搜掠，間接導致
東羅馬帝國滅亡，雙方關係至近年
才有改善。
羅馬帝國公元330年分裂，君士

坦丁堡教會起初聽命羅馬，但西羅
馬帝國逐漸衰亡，影響力大減，加
上拜占庭人使用希臘語，不同於羅
馬的拉丁語，雙方神學理念逐漸出
現分歧。羅馬教宗多次下令拜占庭
神職人員禁慾，但成效不大，兩地
對復活節日期取態、教會禮儀，以
至羅馬與君士坦丁堡教會地位的立
場亦有差別。
1054年，天主教教宗利奧九世委派

樞機亨伯特到君士坦丁堡，討論東西
教會分歧，但君士坦丁堡主教塞魯拉留
斯拒絕羅馬要求。亨伯特其後在東正教
彌撒開始前，衝入聖索菲亞大教堂，宣
佈開除塞魯拉留斯的教籍，塞魯拉留斯
亦宣佈開除利奧九世教籍，標誌兩大教
會分裂。
兩大教會近代仍有不少爭端，如俄

羅斯東正教會曾指責羅馬顛覆東歐共
產政權，但關係近年有解凍跡象。羅
馬及莫斯科教會1990年代中期展開磋
商，期望促成領袖會面，惟因雙方對禮
儀有分歧，加上未能就天主教教士在東
正教地區傳教達成共識，一直未能成
事。 ■梵蒂岡廣播電台/

路透社/美聯社

矛盾未解決 象徵意義居多

為應對朝鮮導彈威脅，美
國昨日決定向韓國增加部署
PAC-3型「愛國者」導彈系
統。駐韓美軍司令部表示，
此次部署「愛國者」導彈系
統是在韓美應急演習框架下
進行的。
駐韓美軍第8軍司令官汪達
爾說，朝鮮持續發展彈道導
彈技術，韓美同盟有必要維
持「有效和準備就緒的」彈
道導彈防禦體系。在加強彈

道導彈防禦方面進行持續緊
密合作。「愛國者」導彈被
認為是韓軍正在構建的「韓
國型防空導彈防禦系統」的
核心攔截工具。
另外，針對日本對朝鮮實

施單邊制裁，朝鮮前日宣佈
中止就日本人被綁架問題的
調查，並解散有關特別委員
會，意味日朝於2014年5月
就解決綁架問題而簽署的
《斯德哥爾摩協議》已作

廢。正在加拿大訪問的日本
外相岸田文雄前日譴責朝鮮
解散委員會的做法。

■共同社/法新社

美國政府前日宣佈，將向巴基斯
坦出售8架F16戰機、雷達及其他
武器裝備，總值6.99億美元(約54.5
億港元)，以協助巴國打擊國內恐怖
組織。印度對此表示失望及憤怒，
昨日傳召美國駐印大使維爾馬抗
議，指此舉會加劇南亞軍備競賽，
一向指巴基斯坦支持恐怖組織的印
度又指，軍售會助長恐怖組織氣
焰。
美國國防部防務安全合作局表

示，已知會國會議員向巴國售武，
「以協助其應對現時及將來的安全
威脅」。五角大樓形容巴基斯坦是

美國在南亞的「戰略夥伴」，巴國
空軍獲F16戰機後，可在所有氣象
條件及夜間行動，又指售武不會破
壞南亞軍事平衡。不過印度外交部
指，不同意美方的售武理據，稱巴
基斯坦過往曾用到手的武器對付自
己的人民。
美國國內的反巴基斯坦情緒有所

上升，國會一個月前暫停向巴售
武。共和黨籍眾議院議員特德．波
近日指，F16戰機不能用作人道援
助，另一名議員羅拉巴克爾更指，
戰機只會被用來鎮壓平民。

■今日印度/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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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古巴將於本周
二簽訂協議，相隔逾半
世紀後，恢復來往兩地
的定期航班，標誌着美
古關係進一步改善。美
國國務院前日發表聲
明，指美國法例目前仍
然禁止到古巴旅遊，定
期航班將為獲許可前往
古巴者提供服務。
美古定期航班預料將

於今年底復飛，根據協
議方案，來往兩地的航
班屆時將能每日增加
110班，相當於現時每
日美古包機數量的5倍
多。目前由美國前往古
巴只能乘坐包機，協議
簽署後，美國和古巴的
航空公司將能進行代碼
共享或飛機租借等合
作，新增航班中，每日
將有20班是由美國飛
往古巴首都哈瓦那，其
餘則前往古巴其他城
市。
由於美國對古巴實施

貿易禁運，美國公民前
往古巴必須事先申請，
但近年當局多次放寬申
請限制，幾乎隨便找個
理由也能獲批，與不設
限無異。

■法新社/美聯社

國際社會積極斡旋敘利亞和談之
際，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昨日表
示，該國可能聯同沙特阿拉伯派地面
部隊前往敘利亞，沙特亦會派戰機到
土耳其軍事基地，協助打擊極端組織
「伊斯蘭國」(ISIS)。土耳其總理達
武特奧盧亦表示，若有需要，會對敘
利亞庫爾德族武裝組織「庫爾德民主
聯盟黨」(PYD)採取軍事行動，期望
土國的盟友支持。土耳其及沙特一直
堅決要求敘總統巴沙爾下台，外界擔
心一旦兩國派兵赴敘，可能與支持巴
沙爾的俄羅斯爆發軍事衝突。

沙特外交大臣朱拜爾接受美國有線
新聞網絡(CNN)專訪時指，若政治過
程解決敘利亞危機失敗，就必須「以
武力」除去敘利亞總統巴沙爾。他又
表示沙特一旦派地面部隊赴敘，也只
會屬於以美軍為首的聯軍參戰。

俄總理：世界陷入「新冷戰」
慕尼黑安全會議前日開幕，俄羅斯

與西方國家的角力成為焦點。俄國總
理梅德韋傑夫昨日警告，西方不斷向
俄施壓，世界已陷入「新冷戰」。他
以羅馬教宗方濟各與俄羅斯東正教主

教長基里爾會面為例，稱西方與俄羅
斯需要合作而非對抗，才能共同應對
當前挑戰。
出席同一會議的美國國務卿克里

指，俄軍在敘利亞的軍事行動主要針
對「合法反對派」，認為俄方應履行
此前協議，改變空襲目標。北約秘書
長斯托爾滕貝格指責俄羅斯破壞歐洲
安全秩序，北約須強硬對付，鞏固共
同防禦措施，但強調北約無意尋求對
抗或「新冷戰」。

■法新社/路透社/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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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臂 ■教宗方濟各(右)與俄羅斯東正教主教長基里爾
(左)前日在古巴進行歷史性會面。 美聯社

吻頰 ■方濟各與基里爾親吻兩頰
3下，以示友好。 美聯社

■■方濟各和基里方濟各和基里
爾在會後簽署聯爾在會後簽署聯
合宣言合宣言。。路透社路透社

■■美國決定在韓國增加部署美國決定在韓國增加部署
「「愛國者愛國者」」導彈導彈。。 美聯社美聯社

■■慕尼黑安全會議前日開幕慕尼黑安全會議前日開幕，，多國領袖均有出席多國領袖均有出席。。法新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