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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全球伦理宣言》：
各宗教间对话的一座里程碑

dennis p. Mccann 丹宁思

摘要

本期《澳门利氏学社学刊》聚焦的挑战是“在危机时代重新定义亚洲内部的精

神转变与圣洁”。回顾1993年世界宗教议会《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发展，这项议程该

如何推进？当年会议由美国芝加哥主办，虽有众多亚洲人士出席，但宣言是在会上由瑞

士神学家汉斯·昆 （Hans Küng） 所写。在正文中，我希望通过介绍《走向全球伦理

宣言》的基本原则和“不可取消的规则”所反映的、由世界主要宗教及其信徒间的对话

所产生的精神转变和圣洁愿景，来展示《宣言》的持续相关性。在世界宗教议会理事会

（CPWR）的支持下，汉斯·昆起草了该《宣言》，1993年的芝加哥议会上，约240名参

会者和宗教领导人讨论并正式写下了该《宣言》，他们当中最有名的是芝加哥枢机大

主教约瑟夫·贝尔纳丁（Joseph Cardinal Bernardin）。他们的贡献不仅在于展示了

宗教间的对话不仅让人们对凝聚他们的精神传统保持着忠诚，还在于达成了一项规定着

最低道德共识的声明，帮助设立全球变化的议程，这一议程至今仍激励着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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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伦理：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

1993年的议会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基层

活动。它起初并不是由任何教派发起的，而

是一个由宗教活动人士组成的联盟，我也是

其中一员，当时我在德保罗大学宗教研究系

担任教授。1893年芝加哥世博会庆祝哥伦

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之时，世界宗教议

会作为博览会环节之一。给那些希望在1993

年第二届芝加哥世博会再办一场议会的人们

带来了启发。虽然当时芝加哥市打消了筹办

第二届世博会的念头，但幸运的是，神的恩

赐让相聚而来的我们坚定地组织起了第二场

议会。

我们的联盟成为世界宗教议会理事会

(CPWR)，至今仍向议会提供赞助(https://

www.parliamentofreligions.org/)。1993

年议会之后，南非开普敦（1999年）、西班

牙巴塞罗那（2004年）、澳大利亚墨尔本

（2009年）、美国犹他州盐湖城（2015年）

以及加拿大多伦多（2018年）的议会相继召

开。因新冠病毒（COVID-19）肆虐导致全球

旅行受限，今年议会定于10月16日至18日在

线上举办。2023年，议会将再回芝加哥，以

庆祝CPWR成立30周年。如今，CPWR被视为现

代跨信仰运动的开端，它最初的构想和启发

源于1893年的议会。在这之后的议会所强调

的主题都揭示了《走向全球伦理宣言》的深

远意义，这是宗教间对话的一个里程碑，它

真正源于基层，通过精神转变以及深化相互

理解来聚焦社会变革。

意外的是，“走向全球伦理”并不是

1993年议会的原始议程。在议会召开的三年

前，规划的重点是打造一个具有包容性的

“能促进相互理解”并“领会世界一切智慧

传统”的创新之地（丹宁思，1993年）。最

初的灵感来自1893年芝加哥议会期间的一些

团体，它们也因此受到了关注，一些亚洲宗

教领袖将这些团体视为一种突破，当中最著

名的是印度的斯瓦米·维韦卡南达（Swami 

Vivekananda）。作为天主教徒，我对议会

颇有兴趣，因为著名美国天主教领袖也参与

其中，尤其是来自巴尔的摩的枢机主教詹姆

斯·吉本斯（James Cardinal Gibbons），

他的加入被看作是天主教参与国际跨信仰大

会的一项突破。希望在1893年萌发，但随后

因教宗利奥十三世（Pope Leo XIII）指责

“崇美异端”而于1899年覆灭，这也是1907

年教宗庇护十世（Pope Pius X）谴责“现代

主义”的前奏。1

但是，1993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1962——1965年）结束，天主教再度加入

宗教间的对话。芝加哥大主教约瑟夫·贝

尔纳丁也表示同意加入议会，古埃及女神

伊西斯（Isis）的信徒，即伊斯兰国（the 

Nation of Islam）成员也受邀加入。伊斯兰

1 “崇美异端”仍存在争议，争论聚焦于它究竟是一
种“虚幻”还是一种对现代性不加批判保持开放的倾向，人
身自由、批判性思维、自发组织是它的特征，当它出现在教
派大联合和跨信仰的集会上时，尤其会被视为对天主教传统
的威胁。促使教宗发起谴责的导火索是一本法国出版的依撒
格‧海克神父（Fr. Isaac Hecker）的传记。神父是保禄会
牧师教派的创始人，其使命是让非天主教的美国人入会。
（见D. J. O’Brien, 1992年；R. Shaw, 2013年）关于崇
美者的争论带来了什么不重要，但1907年对“现代主义”的
谴责（见大英百科全书，2016年）导致天主教在参与宗教间
对话时遭到了全面压制，至少持续到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才结束，通过批判传统以及适应现代，简言之就是“现代
化”（一项旨在推进教会认识世界及其民族和文化多样性的
改革），天主教才受到认可并重新推进了其发展。

“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被当作黄金法则，在《圣经》教义（《马
太福音》7:12）、儒家教义（《论语》15:24）以及印度教、佛

教、穆斯林和其他传统教义中受到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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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是一个地方组织，曾因在芝加哥发布反犹

太复国主义言论而遭受争议。议会中的部分

团体认为议会邀请伊斯兰国加入的举动显得

过于包容，于是选择退出，但即便如此约瑟

夫·贝尔纳丁也没有动摇自己的承诺。总而

言之，议会的重点是建立联盟，并展示利用

跨信仰合作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办法，从

而在本土和全球范围内实现拓展。最初，芝

加哥的发展很有希望，议会联盟成员积极推

动着和平解决部分街区争端的办法。

尽管开端充满希望，但组建新议会的

过程似乎充满困难。新宗教力量被释放，

希望也被点燃，但是还缺乏促成议会的资

金来源和组织规划。距离议会开幕前一

年，CPWR执行理事丹尼尔·戈麦斯·伊巴涅

斯（Daniel Gomez Ibanez）联系到了瑞士

神学家汉斯·昆，当年在梵蒂冈因质疑教宗

“无误论”的问题引发冲突后，汉斯·昆便

一直致力于在宗教间对话，并撰写出一本概

述全球责任伦理的书。（汉斯·昆，1991

年）他同意与CPWR指导委员会共同编写《走

向全球伦理宣言》。他主要负责《宣言》中

包含“全球伦理原则”的内容，简明扼要地

概述了世界主要宗教传统之间深刻的道德共

识，大致等同于《出埃及记》第五至八章

（20：13-16），也同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其

他传统都有着明显的相似。

CPWR指导委员会在他的原则表述里增

加了“引言”，引言通过发自内心的呐喊展

现出其精神基础，它抗议人类遭受的苦难，

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赋予这些原则以意义。

“世界正陷于苦难之中。这份苦难无

处不在且迫在眉睫，我们必须将它具

象化，清晰展现这种痛苦的深度。 

和平远离我们——地球正在被摧

毁——四邻活于恐惧之中——男女彼

此疏远——儿童死亡! 

这些现象令人深恶痛绝！... . . .

（CPRW, 1993年，第1页）

引言是对迫害人类的邪恶从宗教意

义上进行批判，认为“这是不必存在的苦

难。”《宣言》指出世界宗教传统的道德

训导中已经存在反抗苦难的“伦理”，它为

“一切生活、家庭和社区、种族、国家以及

宗教提供了不可撼动的、绝对的规则”。引

言还提出实现这一全球伦理的承诺需要精神

转变：

“只有先改变个人的意识，地球才会

变得更好。我们承诺通过约束我们的

思想、通过冥想、祈祷或积极思考来

提升我们的意识。”（CPRW,1993年，

第2页）

全球伦理原则以对实现和平共处愿

景的阐述为开端。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

权宣言》已被援用为典范，但议会《宣

言》仍指出“脱离道德的权利无法长期存

在，没有全球伦理，就没有更规范的全球

秩序。”（CPRW，1993年，第5页）那么，

何为全球伦理？它必须是“一项有价值观

约束，有强制规则以及有个人态度的基本

共识”，而这始于“一个基本要求，即每

个人都应被人道地对待”。全球伦理的基

本原则被当作黄金法则，在《圣经》教义

（《马太福音》7:12）、儒家教义（《论

语》15:24）以及印度教、佛教、穆斯林和其

他传统教义中受到尊崇。

接下来，用了四个“必须遵守的规

则”来解释基本原则，每个标准都解释了黄

金法则所隐含的最低道德共识：

1. 致力于创造非暴力的文化并尊重生命

（“不可杀人。”）

2. 致力于创造团结的文化和公正的经济秩序

（“不可偷窃。”）

3. 致力于创造宽容的文化和真实的生活

（“不可撒谎。”）

4. 致力于创造权利平等的文化和男女关系

（“不可淫乱。”）

2018年，议会增加了第五条规则，“致力于

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和关爱地球”，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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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气候变化以及全球环境危机日渐关

注。

每一条规则都是来自宗教传统，基督

徒理解它就像辨识十诫那样容易，它与其他

宗教的基本道德教导有相似之处。每一项规

则都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其承诺的必要性，概

括了其现实意义，提醒“年轻人”学着与挑

战共存，并指出各宗教与文化间展开全球合

作从而实现其承诺的重要性。规则并未深入

讨论细节，而是2为这些规则在全球的实施制

定提供道德是非判断， 每一项规则都强调靠

精神转变来改变苦难中人民的生活。因此，

全球伦理将议会商讨的重点从道德理性转到

了对真实性的重新追求。我们需共同努力实

现全球精神转变，具体政策改革中的广泛道

德共识才能实现。

1993年的议会因签署《宣言》而达到

高潮，但这场以及随后的议会更像是一个伴

有诸多庆典、祈祷、冥想和对话机会的宗教

集市或嘉年华。既然我们的首要目标就是提

供一个能感受精神包容的场所，那议会如此

安排也不足为奇，像是仪式舞蹈以及其他热

情的群体祈祷、礼拜和冥想，邀请他们探索

用新的方式去认同生命、爱以及对永生之神

的忠诚。对于致力践行全球伦理的人而言，

他们的长期挑战是如何将释放的精神能量转

变为专注于改变世界的承诺。

2 不具体讨论的原因是，初期的努力证实了除了对
基本规则的承诺，在其他部分还不存在共识。关键规则的
制定，例如第4条：“致力于创造权利平等的文化和男女关
系”揭示了人权问题、妇女在社会中的角色、结婚、离婚、
节育和堕胎的问题，但缺乏具体方案以实施改革，这些都远
远高于每个人都该被人道地对待的概括性承诺。正如汉斯·
昆所言，该规则只有一个基本的最低限度，以建立一个进一
步对话和合作的框架。

严肃看待全球伦理

然 而 ， 需 要 改 变 的 是 精 神 本 身

的转变。正如大卫·霍伦巴克（Da v i d 

Hollenbach）指出的，仅展示世界所有主流

宗教传统都信奉的某种黄金法则是不够的。

（霍伦巴克，2021年）每项传统都展示着其

对黄金法则的理解，以及因此受到的和平庇

护。如果黄金法则发生改变，只保护归属于

它团体的成员，那它的包容性就不足以支持

全球伦理了。真正的精神性必须是在虚假的

狂热中努力解救自己，因为虚假狂热中能见

到的只有排他主义，要为了我们的共同利

益而和平地与持不同目的的人合作实在难

以想象。要走上真正全球伦理的道路，就

必须与教宗方济各最近在通谕《众位弟兄

（Fratelli Tutti）》（2020年）中提出的

挑战进行斗争。3如果全球伦理要实现其早期

的承诺，那必须通过和解宽恕来实现友爱，

特别是要认识到自己违反团结的罪恶和对他

人持开放态度的重要性。

《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标

志着全球伦理议程的深化。议会的(行为方

式不应该被视为全球伦理议程的干扰。议会

已有了狂欢的气氛，让人们相遇、参与仪式

并培养包容感，人们一旦学着相信自己拥有

了包容的本能，他们的包容度还会增加。宗

教间对话与合作就是要让不同宗教群体携手

在信徒之间建立联盟，大家彼此学习并分享

如何援助他人的见解，让普通人参与到探索

精神转变意义的工作中，激发他们的精神能

3 《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中的教导包含宗
教间对话以及通往真正“友爱”、和解和宽恕的道路，尤其
涉及到了个人宗教传统中的忏悔，参阅丹宁思：《在众位弟
兄中探索真理》，澳门利氏学社学刊，第8期，44-56页

“宗教间对话与合作就是要让不同宗教群体携手在信徒之间建立
联盟，大家彼此学习并分享如何援助他人的见解，让普通人参与
到探索精神转变意义的工作中，激发他们的精神能量，共同克服

在推进全球伦理探索时经历的苦难。”



量，共同克服在推进全球伦理探索时经历的

苦难。议会必须具有包容性，提供相互尊重

的具体示范，并付诸实际行动，打造跨文化

道德对话的团体。《走向全球伦理宣言》本

身已成为道德教育的一种资源，它不仅在四

年一度的议会上让新老成员齐聚互助，重振

精神，还在研讨会、教室以及社交媒体上继

续发光发热。惊喜的是，《宣言》已颁布有

25年之久，它仍然对那些有着严谨精神的人

们坚守着其决心和承诺 ，一起努力拯救我们

于恐怖主义之中。

•

丹宁思，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研究

主管，菲律宾西利曼大学研究生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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