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主教研究學報》創刊號〈梵二會議〉             第一期   2010 年 

 - 7 -

編者的話 

 

上個世紀 60 年代召開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簡稱「梵

二」，1962-1965），是天主教歷史劃時代的里程碑，它在「與

時並進」（aggiornamento）的口號中將天主教推向了現代性

進程，促進教會向現代世界開放自身並保持同步發展，在保

持和發揚信仰傳統、反省和調整自身的同時，全面展開與諸

多他者的對談與共融，尋求在新的文化處境當中，通過變革

重新展現基督信仰的力量與深度。 

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身處香港中文大學文化

及宗教研究系業已營造的多元宗教文化學術氛圍，素以「梵

二精神」為工作精神與發展理論，旨在弘揚天主教思想傳統，

整理天主教會發展的歷史點滴軌跡，倡導天主教同各大信仰

傳統、各種學科之間展開學術層面的對談與交流。中心所創

辦的《天主教研究學報》正是本著上述向度與宗旨，冀望提

供一個開放式的學術成果交流平臺，以華語世界為背景，兼

納國際視野，集思廣益，以推動對於天主教的學術研究。而

我們選擇「梵二會議」作為創刊號的主題，開宗明義，希望

以「梵二精神」為定位與動力，激發學界進一步的關注與思

考，在學術共融當中令天主教學術研究事業蓬勃發展。 

本期圍繞「梵二會議」這一主題，共選錄了九篇論文，

分別涉及四個分題： 

在第一個分題「梵二會議與梵二文件研究」當中，房志

榮神父的〈改變天主教面貌的三篇梵二短小文件〉選擇了《天

主啓示的教義憲章》、《大公主議法令》和《教會對非基督

宗教態度宣言》三篇篇幅 爲短小精悍的梵二文件，在簡要

介紹了三個文件的編寫過程和内涵之後，更是探討了它們對

於台灣乃至整個華人世界所帶來的影響和衝擊。吳家齊和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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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亮神父在〈繼往開來——梵二精神的歷史背景〉當中，從

梵二會議所處時代教會外部、内部以及各種重要思潮多個角

度，全面分析了梵二會議的歷史背景； 

第二個分題「梵二會議與基督教宗教學術研究」收錄兩

篇論文，賴品超教授的〈基督徒合一與當代中國的基督宗教

研究〉從梵二會議的基督宗教合一問題出發，分析了當代中

國基督宗教研究的現狀和特色，並以香港中文大學的研究生

為例，指出了展開跨宗派的基督宗教研究的意義與前景。徐

弢教授則在〈梵二——耶佛對話的新起點〉一文中，集中介

紹了梵二會議之前、期間、之後耶佛對話的狀況，認爲梵二

會議是耶佛對話產生共識的一個嶄新起點； 

潘彼德（Peter C. Phan）教授執筆，王濤博士譯介的〈梵

二大公會議在亞洲的落實——歷史與神學的分析〉和阮美賢

小姐的〈在亞洲語境中從事本土神學——梵二以來的本土化

意 涵 〉 （ “Doing Local Theologies in the Asian Context: 
Implications of Inculturation since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展開了第三個分題「梵二會議與亞洲處境」，前文

主要從歷史和神學的角度分析了梵二會議與亞洲教會的聯繫

以及如何在亞洲得到落實，並特別介紹了這一落實的重要成

果之一——亞洲主教團協會。後文則通過對梵二會議諸概念

的理解，考察了這些概念如何引導天主教會「本土化」概念

的發展，以及它們如何在亞洲語境之下影響本地神學； 

第四個分題則關注本地問題，是為「梵二會議與香港」， 
楊玉蓮博士在〈平信徒建設本地化教會的不可替代的角色〉

一文中指出，平信徒對服務教會工作的積極參與是香港教會

在梵二精神推動下的一個重要成果，她透過《教會傳教工作

法令》和《教會憲章》等文獻，確立了平信徒在建設本地化

教會中不可替代的角色。林昭寰教授的〈政府與民間——天

主教組織的角色〉則考察了梵二會議期間香港天主教社會福

利機構香港明愛在香港社會的本地化過程。王藝蓓小姐的〈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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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香港殯葬禮儀的發展〉圍繞梵二文件《禮儀憲章》，通

過對香港教會殯葬禮儀的研究，探討梵二禮儀改革在香港的

落實狀況。 

 

蔡惠民 

二零一零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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