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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1596 年,在当时属于波兰共和国的布列斯特召开了东正教和天主教会联合的宗教会议,史称

/ 布列斯特教会合并会议0。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东正教和天主教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

影响,这一影响至今在双方关系中仍然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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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统一的国家,基辅罗斯形成于公元 9世纪。在经历了短暂的鼎盛时期后, 基辅罗斯开始衰落,

分裂为诸多公国。王公间内讧不断,民不聊生。基辅逐渐丧失了其作为罗斯政治中心的地位。取而代

之形成了两个中心, 即南方的加利西- 沃伦公国和北方的弗拉基米尔- 苏兹达利公国。1237 ) 1240

年,蒙古鞑靼人入侵俄国,结束混乱局面,开始了对俄国长达 240年的统治。在此期间,俄国的政治中心

逐渐从南方转向北方。在蒙古人统治被推翻前夕,莫斯科取代了弗拉基米尔而成为俄国的政治中心。

在蒙古人统治时期, 俄国西部邻居乘机掠夺领土。在这方面,立陶宛成就最大。14世纪,立陶宛占

领了俄国西部大片的领土,连基辅也未能幸免。除加利西被波兰占领外,整个乌克兰都被纳入立陶宛的

版图。1368年,波兰和立陶宛两国通过王室间的联姻而合并。然而, 通过联姻的方式联合起来的国家

一直不十分稳定。直到 1569年的/卢布林合并0后,才最终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 ) ) ) 波兰共和国。

在这个过程中, 曾经受到俄罗斯东正教影响很大的立陶宛民族开始天主教化。

波兰和立陶宛有许多领土是从俄国夺来的,其上居住着俄罗斯人,他们都是东正教徒。作为天主教

国家, 波兰当然不希望看到东正教在自己国土上发展。因此, 随着天主教的推行,在波兰和立陶宛均发

生了排挤东正教的现象。俄国的政治中心已经转移到北方,对西部领土鞭长莫及,而且俄国人自己还处

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面对西部领土上的东正教徒兄弟的遭遇, 心有余而力不足。

10世纪末,俄国人从拜占庭帝国引进东正教作为国教。由于这个历史渊源, 俄国东正教会隶属于

君士坦丁堡牧首区, 是后者的一个都主教区。俄国都主教一般是由希腊人担任。长期以来,都主教驻地

在基辅,因此,俄国东正教会也叫基辅都主教区。随着俄国政治中心的转移, 基辅都主教驻地也向北方

迁移。1299年,基辅都主教将驻地迁移到北方的弗拉基米尔。1328年,基辅都主教最后落户莫斯科,俄

国东正教会由基辅都主教区变成了莫斯科都主教区。伴随着莫斯科的崛起, 蒙古人对俄国的统治走向

终结。此时的拜占庭帝国也在走向衰落。在政治上已经走向独立的俄国人开始寻求摆脱对君士坦丁堡

牧首区的依赖。

莫斯科都主教区走向独立与希腊人在佛罗伦萨教会合并会议( 1438 ) 1439)上的表现有关。面对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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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其人的威胁, 为了获得西方天主教世界的军事援助, 希腊人在这次会议上与天主教徒联合, 即承认天

主教教义, 服从罗马教皇的领导,但保留自己的礼拜仪式。希腊籍基辅都主教(实际上已经是莫斯科都

主教了)伊西多尔代表俄国参加了这次会议, 并积极支持教会联合。俄国人反对一切形式的教会联合,

因此不承认佛罗伦萨会议。伊西多尔返回俄国后被逮捕,但他成功地逃跑了, 最后去了罗马。1448年,

在伊西多尔逃跑后, 俄国人未经希腊人同意, 独立地将约纳祝圣为莫斯科都主教。莫斯科都主教区彻底

独立。

就在莫斯科都主教区独立十年后, 基辅都主教区从莫斯科都主教区中分离出去了。当年伊西多尔

逃跑时,带走一个学生格列高利,后者于 1458年被支持教会联合的君士坦丁堡牧首马马祝圣为第一任

独立的俄国西部都主教, 这位牧首当时正流亡在罗马。从此, 统一的俄国教会分裂了, 形成两个都主教

区,各有自己的都主教。一个以基辅为中心, 仍然叫基辅都主教区,另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叫莫斯科都

主教区。如果说莫斯科都主教区独立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后实行了完全的自治,那么基辅都主教区独

立于莫斯科都主教区后, 仍然服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领导, 尽管这个领导十分勉强。

独立后的第一任基辅都主教格列高里是佛罗伦萨教会合并的支持者, 他多次果断地在立陶宛推行

合并教会, 但没有获得国王的支持, 信徒更是坚决反对。大约十年后, 他自己回到了东正教的怀抱。不

过,在他之后的最初几任西部都主教几乎都坚持教会合并政策。最后一位与罗马保持联合关系的基辅

都主教是约瑟夫#布尔加林( 1498 ) 1501年在位)。从 16世纪初开始,在下层信徒的强烈抵制之下,合

并教会逐渐消失,没有人再公开支持和宣传教会合并的思想了。

俄国西部教会回到了东正教的怀抱,名义上还是由君士坦丁堡牧首区管辖,但这个隶属关系只是形

式上的。实际上,在波兰共和国领土上的东正教徒根本得不到来自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保护。他们被迫

孤军奋战,抗击来自各方面的打击和迫害。在这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教会合并的思想始终存在于部分

人的头脑中。

波兰国王和立陶宛大公都是天主教徒,他们不可能真心诚意地保卫东正教徒, 相反,利用各种机会

排挤和迫害东正教徒, 想尽办法削弱东正教在自己国家的力量。在 1413 年通过的戈罗杰里决议

(�ÀÂÀµ¶½ÎÃ¼À¶ ÁÀÃÄ±¿À³½¶¿º¶)中就明确规定, 在立陶宛, 高级国家职务只能由信奉罗马天主教的人担

任。决议还禁止再建东正教堂,甚至禁止修缮已有的东正教堂[ 1]
( P539)。这个政策极大地伤害了东正教

徒,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和抗议。天主教徒以各种借口剥夺东正教堂。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之间冲突

不断。

就在/卢布林会议0最后一天, 波兰国王西基兹蒙德二世说: /政治合并在大会上通过了,我现在要考

虑的是信仰上的统一问题,这是宗教上的统一, 即统一的罗马教会的统治地位问题。0[ 1]
( P590)国王的意

图是明显的,就是要削弱东正教在波兰共和国的力量,最终用天主教取而代之。对东正教徒而言,这是

一个不幸的宣言,它改变了波兰共和国领土上东正教徒的命运。尽管波兰共和国是欧洲当时在信仰方

面比较宽容的国家之一, 但是东正教徒在这里还是遭到歧视和排挤,他们被看作是二等公民, 波兰作家

甚至称之为/分裂派0 ¹。此外, 波兰国王一直担心莫斯科对立陶宛领土的威胁,总是寻找各种机会使立

陶宛彻底地与莫斯科断绝联系。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手段当然是宗教上的分离,即让立陶宛领土上的

东正教徒脱离东正教会, 处在罗马天主教会的统治之下。这就为实现教会合并提供了政治基础。

在基督教国家, 世俗政权为教会提供庇护,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信徒的宗教生活,这就是所谓的

庇护制。在政教关系上, 这是个很正常的制度,自古有之。国王或贵族等土地占有者保护自己领地上的

信徒和教会,控制教会神职人员的人选。比如作为东正教徒的俄国沙皇是东正教的捍卫者,为东正教徒

提供各种庇护。但是,在波兰和立陶宛以及后来联合的波兰共和国, 这个制度遭到了严重的歪曲。在这

里,国王和政府官员都是天主教徒, 他们只为天主教提供庇护。波兰天主教贵族更是利用这个庇护制,

暗中破坏东正教,排挤东正教徒。东正教的主教任免完全由国王决定。国王根本不考虑宗教因素,只根

据自己的愿望, 只考虑候选人对国王的忠诚和对国家的贡献,而不是其在信仰上的虔敬。因此, 东正教

主教职位实际上成了国王与主教之间的一种交易。上行下效,波兰贵族完全控制着自己领地上的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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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生活,无论东正教修道院院长,还是堂区神父,其命运都掌握在贵族手中。如果贵族是个东正教徒,

情况还好些。如果是天主教贵族, 那么他们总是滥用这个权利, 把这些重要的教会职位/赏赐0给自己喜

欢的人。

俄国西部领土上的东正教会最大的问题出现在主教人选上。国王根据自己的考虑,随意任免东正

教的主教, 有时干脆将主教职位卖掉,甚至同时卖给两个人, 他们之间再通过武力解决这个主教职位的

最终归属。至于在这个过程中的行贿受贿现象,更是随处可见。更有甚者,国王常常根据天主教徒的意

愿任免东正教的主教。因此, 那些根本不适合担任任何宗教职位的人, 却当上了东正教主教。/成为主

教后, 他们仍然与自己的妻子居住在一起,将修道院的一部分或全部改为生活区,在这里举行舞会和宴

会。0[ 2]通过这种途径获得主教职位的人, 不但不适合履行宗教职务, 在很多情况下甚至是些道德败坏

分子。许多东正教主教过着奢华和堕落的生活,影响极坏。显然,这是作为天主教徒的国王和贵族有意

为之,其目的是为了贬低东正教。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因为逐渐地,俄国西部东正教会内部很少有合格

的教牧人员了。本应为信徒树立道德榜样的神职人员,恰恰在道德上堕落了。可以说,波兰共和国东正

教神职人员道德堕落是合并教会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1]
( P614)。

在波兰共和国, 东正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关系始终非常紧张, 而且常常是敌对的。天主教徒敌视

东正教徒,甚至不希望看到东正教徒在波兰共和国存在。因此他们想方设法排挤东正教徒,通过各种手

段把东正教徒引向教会联合。在这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的是耶稣会士,正是他们使合并教会的思想在这

里复活了。耶稣会士的出现, 对西部东正教会的处境而言, 可谓是雪上加霜。

耶稣会士被邀请到波兰共和国,主要是为了抵抗新教在这里的流行。耶稣会士成功地控制了波兰

共和国的教育系统, 将在这个领域里曾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新教徒压制下去。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放过

东正教,对东正教徒展开了宣传攻势。耶稣会士彼得#斯卡尔卡( �¶ÄÂ �¼±Â¼±)于 1577年用波兰语出版

了一本流传很广的宣传教会合并思想的小册子5论上帝教会如何团结在一个牧人周围6,并把它献给了

当地最富有的东正教贵族康#康#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 �ÃÄÂÀ ¸Ã¼º»)。作者在书中描绘了罗马天主教

会是如何地成功,而希腊东正教会则被描绘得十分可怜。结论是,东正教徒应该回到罗马天主教会的怀

抱,即走合并教会之路。作者在书里提出了具体的联合计划。尽管这个计划并没有什么新内容,没有超

出佛罗伦萨合并会议,但它十分具体:只要俄国东正教徒承认教皇的首要地位,承认罗马教会的所有教

义,他们就可以成为合并派教徒,至于希腊的宗教礼仪(或者俄罗斯的宗教礼仪) ,如果它们不违反罗马

的信仰,则可以完全保留下来。这对处在困境中的东正教徒(特别是白俄罗斯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当

地贵族中间引起广泛关注。

582年, 耶稣会士安东尼#波塞文诺神父去莫斯科调节俄国与波兰之间的战争。在莫斯科,他与伊

万雷帝就信仰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伊万雷帝在这个问题上寸步不让,结果波塞文诺神父空手而归。

但他最终明白了一个道理,莫斯科与天主教会联合是无法直接实现的。因此当他回到立陶宛后,改变了

自己的主意,那就是先使立陶宛罗斯与罗马天主教会联合, 然后通过这个联合再将莫斯科罗斯与罗马天

主教会联合。波塞文诺神父在波兰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中间广泛宣传这个思想。

基辅都主教区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牧首区,但牧首对这个教区的管理实在太弱了。因此,在波兰共和

国,能够对东正教徒起到保卫作用的只有东正教贵族。面对东正教会的可怜状况,东正教贵族们也在积

极寻找出路,其中有人认为,东正教与天主教联合可以改变东正教在波兰共和国命运。东正教贵族奥斯

特罗日斯基公爵就坚持这个想法。但他当初所设想的教会合并不是向天主教会的妥协,而是双方都需

要的、在平等的基础上所实现的联合。在他看来, 这种联合不能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 而且整个东方教

会都应该参与这种联合。当然,这是个十分理想化的方案, 至少在当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但公爵的愿

望是良好的, 就是要使波兰共和国的东正教徒摆脱受排挤的状态。16世纪 70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奥

斯特罗日斯基公爵就教会合并问题积极地与天主教会和波兰政府磋商。他曾就这个问题与国王谈过,

与教皇使节交流过意见, 多次与耶稣会士波塞文诺神父讨论。

东正教徒在波兰共和国遭到来自天主教和新教两方面的排挤, 处境极其艰难。这里的东正教主教

和神职人员不但没有捍卫东正教,没有帮助自己的教民摆脱困境,相反, 他们却因自己的道德堕落而动

摇了东正教会的根基,扰乱了教会生活的正常秩序。神职人员与信徒之间相互指责, 矛盾激化。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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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指责信徒无知、信仰不虔敬;平信徒则说主教和宗教界都是些放荡的人, 肆意侵吞教会财产。信徒

揭露主教们道德的堕落(如犯重婚罪的主教仍然主持礼拜仪式)。平信徒已不再信任自己的主教,为了

保卫东正教,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 成立各类宗教团体。1572 ) 1580年间, 在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的领

地上, 如卢茨克、图洛夫、弗拉基米尔等城市成立了许多宗教团体。1584年在维尔诺成立的宗教团体影

响最大。到 17世纪初,几乎每个教堂和修道院都有一个宗教团体。起初, 宗教团体只是收集奉献,后来

逐渐地开始干预自己教区内部的宗教生活,决定教区内部的一些重要问题。宗教团体与主教们之间的

冲突已经公开化,其尖锐程度从宗教团体的章程中可见一斑: /如果主教违法教规,不按照使徒和教父的

规范领导教堂, 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反对这个主教,把他当作这里的敌人。0这个规定表明,平信徒可以

监督主教的行为,主教的权力受到了限制。

波兰共和国的东正教主教不但由国王和贵族摆布,而且还要受自己教民的限制。政府和教民成了

主教们的包袱。作为东正教的最高管理者,主教们既得不到政府的庇护,也得不到教徒的信赖。君士坦

丁堡牧首完全站在了教民的一边。因此,东正教主教们陷入到十分尴尬的境地。耶稣会士再一次轻松

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宣传天主教,这次的对象是东正教主教。耶稣会士支持主教们反对宗教团体,反对东

方教会的牧首, 把牧首贬低成苏丹的奴仆。他们还向东正教的主教们展示了天主教主教的辉煌地位,天

主教信徒不但绝对服从主教,而且有许多主教在议会里任职,地位显赫,有权有势。这一切非常令东正

教主教们羡慕, 具有很大的诱惑力。

宗教团体的章程和活动获得了东方各教会牧首的支持。因为东方牧首们也意识到从俄国分离出去

的西部领土上的东正教徒所面临的严重威胁,他们开始关注这块土地,加强对这里东正教徒生活的监督

和监护。君士坦丁堡牧首叶列米亚( �Â¶¾ºÑ)二世于 1588 年去莫斯科,将都主教约夫提升为牧首。在

返回的路上,叶列米亚二世经过立陶宛。他积极支持这里的宗教团体的活动,对宗教团体的章程给予认

可,对宗教团体成员在维护东正教纯洁性方面做出的努力给予肯定, 并以公文的形式正式赋予宗教团体

以独立于主教的权利。

叶列米亚二世到立陶宛来决心整顿这里的东正教会的秩序。正是叶列米亚二世的一系列措施促使

基辅都主教区的主教们行动起来。在牧首离开不久,他们就决定每年的 6月份在布列斯特召开宗教会

议,商讨和解决教会所面临的问题。教会合并思想在这里悄然复活了。第一次宗教会议于 1590年 6月

20日在布列斯特召开, 主教们在会上探讨了东正教在波兰共和国遭受打击和迫害的状况,基本上取得

共识,即认为问题出在东正教会内部,应该从根本上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有四位主教决定采取极端措

施,暗中进行一场阴谋。他们秘密地签署一份文件,其核心内容是承认罗马教皇的绝对权威, 与天主教

会联合,但要求保留东正教会的礼拜仪式。这四位主教是: 卢茨克主教基里尔#捷尔列茨基、利沃夫主教
格杰翁#博洛班、平斯克主教列昂季#佩利钦斯基和霍尔姆斯克主教季奥尼斯#兹比鲁伊斯基。都主教米

哈伊尔没有签字。他不知道有这个文件,还是他故意没有签字, 不得而知, 另外两位主教没有出席会议。

签署文件的四位主教各有难言之苦,格杰翁#博洛班正与利沃夫宗教团体闹得不可开交,他更多地出于

愤怒而走上了这条路,其他三位主教深知自己罪孽深重,担心遭遇前都主教奥尼西福尔#杰沃奇卡的命
运,因此提前下手。平斯克主教列昂季和霍尔姆斯克主教季奥尼斯都是结过婚的人,宗教团体控告他们

和妻子生活在一起, 对东正教主教位置来说, 这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主教们没有公开宣传教会合并思想,特别是不敢在东正教徒面前流露这个意思,因为这会激化信徒

与他们之间的矛盾。波兰共和国国王西基兹蒙德三世( 1587 ) 1632年在位)起初没有立即公开表达自

己对待教会合并的意见, 因为他担心这样会得罪东正教徒, 其尚未稳定的政权还需要广大东正教徒的支

持。1592年,国王才开始公开支持教会合并,并许诺给予教会合并的主谋们以保护, 赋予合并后的东正

教主教与天主教主教以同等的政治地位。1594年,在基里尔#捷尔列茨基主教的倡议下, 格杰翁主教、

季奥尼斯主教和佩列梅什利主教米哈伊尔来到了索卡利( �À¼±½Î)秘密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一个文件,

制定了教会合并的条款。在合并教会的历史上,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兹引用其核心部分如下:

/我们请求国王用法令保卫我们及我们的主教区, 永久确立以下条款:

11 保证永远不破坏我们教会的任何礼仪和仪式;

21 保证俄罗斯主教教堂、修道院及其财产不受侵害, 根据老传统,整个宗教界应该处在主教们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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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祝圣和牧养之下;

31 保证所有教会事务和礼拜不受任何人的干涉,无论是宗教界,还是世俗人士, 一切宗教活动均按

旧历进行;

41 希望国王恩准我们进入议会, 允许我们在拉达(参政院)里有自己的席位;

51 保证可能来自(君士坦丁堡)牧首对我们的诅咒既不伤害我们,也不伤害我们的宗教界;

61 保证来自希腊的修士不再对我们实行任何统治, 他们到这里只是为了剥夺我们的财产,我们完

全可以把他们称为间谍;

71 取缔(东方)牧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在我们这里赋予给宗教团体的委任书和特权, 以及在平民中

间为各种事务而赋予的委任书和特权, 异端和教派就是因此而产生的;

81 保证每个新当选的主教都由基辅都主教祝圣,而都主教则由所有的主教选举产生, 然后获得教

皇的恩准,但不再交纳任何费用;

91 国王应该签署命令为我们确立所有这些条款,一份命令用拉丁文,另一份用俄文;

101 国王应该协助争取罗马教皇恩准这些条款, 国王应该保证我们享有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公国

大主教、主教、高级僧侣和全体罗马神职人员一样的自由。0[ 1]
( P636)

在基里尔#捷尔列茨基主教的劝说下,都主教米哈伊尔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并在补充了自己的意

见之后,把这份文件递交给国王。在这些条款中, 绝大多数涉及的是主教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教会的

法规,更没有触及任何神学方面的问题。

在少数几位主教的积极活动下,教会合并的思想在其他主教之间逐渐获得了支持。到 1594年底,

几乎所有的主教都接受了这个思想 ¹。1595年 9月 14日, 波兰国王向自己的国民宣布支持东正教徒与

天主教会联合。随即基里尔和伊帕季两位主教受国王委托, 带着庞大的随行队伍出发去了罗马。经过

两个月的长途跋涉, 1595年 11月中旬他们来到了罗马。罗马教廷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 同时梵蒂冈的

专家们对基里尔和伊帕季两位主教带来的一系列文件进行认真研究,以便做出答复。1595年 12月 23

日,教皇克莱门特八世( 1591 ) 1605年在位)和罗马高级主教们举行盛大仪式, 正式接受了东正教徒的

合并请求。基里尔和伊帕季主教跪在地上,亲吻教皇的靴子,表示臣服。伊帕季用拉丁文,基里尔用斯

拉夫文宣读了信经, 并在佛罗伦萨会议和托兰特会议的文件上签了字,表示承认这两次会议的决定。这

两位主教完全承认教皇的绝对统治地位,表示愿意投入罗马的怀抱, 唯一要求是保留自己东方的礼拜仪

式。教皇欣然对他们说: /我不想统治你们,只想承担你们的重负。0 [ 1]
( P663)所有随行人员一一亲吻教皇

的靴子后,仪式结束。

1596年 1月 21日,教皇克莱门特八世签署一份关于教会合并的文件, 文件最后说: / 依据本协议,

我们接受尊敬的兄弟都主教米哈伊尔和其他俄罗斯主教以及全体教士和居住在波兰国王领土上的俄罗

斯民族回到天主教会的怀抱, 他们是我们在基督里的成员。为了见证我们对他们的爱, 依据使徒的恩

赐,我们允许他们(合并派信徒)在举行圣礼和其他神圣仪式时履行自己所有神圣礼仪,只要它们不违反

天主教信仰的真理和信条,不妨碍与罗马教会的交往。0 [ 1]
( P663)

尽管在波兰共和国教会受国家控制,国王直接干预教会事务,但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合并问题毕竟是

纯粹教会的事务,因此,应召开宗教会议,以通过在罗马签署的教会合并的一系列文件。国王主动建议

都主教米哈伊尔在布列斯特召开宗教会议,并对参加会议的人员提出了要求,即以波兰天主教徒和已经

同意转向罗马教会的东正教徒为主,那些不接受合并教会的东正教徒可以参加会议,但人数不能多,不

能成群结队地进入会场, 以免发生骚乱。都主教决定于 1596年 10 月 6日在布列斯特召开宗教会议。

其实, 这次会议是形式上的,因为一切都已经决定了。因此, 会上不能有不同的意见。不支持教会合并

的东正教徒的声音在会议上不能出现, 否则会议就失去了意义, 甚至会出现混乱。以奥斯特罗日斯基公

爵为首的反对教会合并的东正教徒决定选派代表正式参加这次会议,以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

1596年 10月 6日早晨 6点,天主教徒、合并派信徒和国王的代表秘密地聚集在布列斯特尼古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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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开会,这是布列斯特主教大教堂, 其他教堂都被布列斯特主教伊帕季给关闭了,以防反对教会合并的

东正教徒自行举行会议。教会合并会议在当天就结束了全部工作,因为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只

是表决通过教会合并的决议。会议决定接受基里尔和伊帕季两位主教在罗马所达成的全部协议,并对

放弃合并教会思想的两位主教进行了绝罚,即格杰翁主教和米哈伊尔主教,此外还绝罚了所有不接受合

并教会的东正教神职人员。会议请求国王对遭到绝罚的神职人员予以撤职,让合并派信徒取而代之。

当反对教会合并的东正教徒得知无法进入尼古拉教堂参加会议后,立即决定单独召开自己的会议,

地点选择在新教贵族赖斯基( �±»Ã¼º»)的私人住宅里, 因为东正教堂都被关闭了。参加会议的代表有

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东方两个牧首代表(即君士坦丁堡牧首代表尼基福尔( �º¼ºÆÀÂ) ,亚历山大牧首

代表基里尔#卢卡利斯( �ºÂº½½ �Å¼±ÂºÃ) ) , 还有两位放弃教会合并思想的主教, 其余为神父和平信徒

代表。会议由君士坦丁堡牧首代表尼基福尔主持。根据东方教会传统,此次会议代表分为两个部分,一

个部分由具有高级神职的人组成, 另一部分是由堂区神职人员代表和世俗代表组成。与会者旗帜鲜明

地反对教会合并,号召广大东正教信徒坚决抵抗教会合并,维护东正教的独立地位。会议一致认为,合

并派主教们的行为是对东正教会的背叛,他们应该受到教会的严惩。此外,没有东方教会地方宗教会议

的决定,合并派会议是无效的, 这样的教会合并是不合教规的,对任何人都是没有约束力。会议采取了

相应的措施,即对合并派主教进行了绝罚,也给国王去信要求对遭受绝罚的合并派主教予以撤职,让东

正教神职人员取而代之。

这样,关于教会合并问题,同时进行两个会议,一个是以天主教徒、合并派信徒和耶稣会士为一方的

赞成派,另一个是以奥斯特罗日斯基公爵为首的反对派。双方在会议期间曾经多次交涉,但没有取得任

何结果。两个宗教会议都在 10月 9日结束。教会合并完全符合波兰共和国国王的意愿, 1596年 10月

15日,他宣布合并派合法,将受到国家的保护。反对派会议的一切要求都遭到国王的拒绝。接受教会

合并的东正教徒按照波兰语被称为/ 合并派0 ( Å¿ºÑ) , 他们的教会被称为/合并派教会0 ( Å¿º±ÄÃ¼±Ñ

È¶Â¼À³Î ) ;而没有接受教会合并的东正教徒则被称为/反合并派0(µ¶¹Å¿º±ÄÍ 或 Â±¹Ì¶µº¿¶¿¿Í¶)。

1596年发生在波兰共和国的教会合并,标志着天主教对东正教的胜利。因为加入合并教会的东正

教徒服从了罗马教皇,承认了天主教的教义, 这是东正教会的最大失败。在国王和政府的支持下,合并

教会在波兰共和国领土上开始推行,不接受合并教会的东正教徒遭到长期的和残酷的迫害。不过,合并

派信徒的命运也是悲惨的。他们成了波兰和俄国各种冲突的焦点, 成了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复杂关系

的焦点。合并派问题至今还是改善罗马天主教会和俄国东正教会之间关系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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