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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澤（Taize）是法國一個村莊的名稱，由羅哲(Roger Schutz 他並非天主教徒)建立

了一個特別的祈禱群體，後來演變成為一個泰澤祈禱的運動。近年，在世界各地

推動的泰澤祈禱運動被傳入香港，引起不少關注，我們當如何看待這個泰澤運動

呢？ 

1. 泰澤祈禱的環境情況:   

參加過泰澤祈禱的人，認為感受良好，能夠幫助自己安靜，與人與上主更親密。

a.  泰澤祈禱的流程:  重覆唱短短的泰澤詩歌一段頗長的時間，接著是聖經誦讀，

然後默想，再唱詩(或短誦，答唱詠)，最後是禱告。 

b.  室內的擺設:  有十字架，黑暗中點燃蠟燭，有各式的圖像，如聖母抱著聖嬰等

圖像，還有一些大的白色帳幔佈置。 

這是天主教色彩濃厚的擺設，也是創始人羅哲的特別選擇。至於反覆唱短短的泰

澤詩歌，當然會帶來良好感受，因為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能抽時間做一些類似

放鬆活動(relaxation activity)，帶來安靜和空間感，是必然的。加上後現代的人，

追求感受，講感覺(feel)，卻沒有深入了解泰澤背後的深層理念和世界觀，是很

危險的。 

 

2. 追求感受要小心 

泰澤強調寂靜、年青人群體生活、簡樸生活、頌唱等，從而經驗心靈的平靜 

(inner peacefulness)，對現代受個人主義影響，和生活在不斷嘈吵紛亂的世界中

的人，會帶來很大的吸引力，這是我們非常明白的。但大家都知道，一些重覆再

重覆的動作，都可以帶來放鬆的果效，如專注深呼吸，打坐，唸經唸咒及唱短歌

等。且長時間作這些動作，會叫人心思持續放鬆，甚至進入思想和意志停頓的狀

態，其他宗教很嚮往這種「倒空」的心思狀態，其實這種狀態是非常危險的。因

為我們的心思和意志原本是分辨和守護自己的，屬靈的戰場先在思想，思想失守

了，情感和整個人便會失守。所以，當我們的心思進入停頓狀態，惡者便有機可

乘。很多靈界有經驗的人，都指出要非常小心這種狀態。 

 

所以，在這裡要認真提醒大家，後現代的人追求感受和禮儀，但要格外小心

分辨真偽和守衛自己的心思，不要給魔鬼留地步。感受可以是出於神，也可以是

出於邪靈的，特別專注的追求感受的良好，就更容易被迷惑了。泰澤運動的一些

大型活動，對我們分辨能力及真理基礎較薄弱的人，容易被吸引和造成混亂。 

 

3. 泰澤背後的理念和世界觀 

我們看任何的事物，都不要單看表面，要看其背後的前設(presupposition)、深層

理念及世界觀價值觀。 

a. 泰澤強調共融主義 

泰澤的源始是謀求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合一。這種合一的態度是：放棄各自為

政、不要回顧過去、要互相寬恕，每個人都要摒除成見，要發掘對方的所長，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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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尊重。表面看很吸引，但在面對真理問題，卻是為求合一，完全放下分歧，完

全放下自己的神學立場，這是非常危險，也是美麗的謊言。 

泰澤強調「共融祈禱」(common prayer)，任何信仰人仕都可來參予，但聖經

強調「在基督裡的合一」(unity in Christ)  是指到在基督裡有同一的生命，包括：

同一個福音、同一個十字架的救恩、同一個敬拜的對象、及同一個聖靈所感。 

 

b. 多元主義(pluralism) 

今天宗教多元主義大行其道，其思想簡單說就是「條條大路通羅馬」，所有宗 

教都是一樣的。當然，在神學上，這多元主義有很闊的光譜。 

i.有些認為所有宗教拜的都是同一位上主，只因文化不同而各有表述。 

ii.有些認為基督教不是唯一的，只是殊途同歸的一條路，他們反對基督教的唯一

性，認為太霸道。靈性修為可以與神學分割。 

iii.有些仍想保留基督教的獨特性，便只強調基督教比其他宗教超越和優勝，不敢

提到其唯一性。 

但這多元主義，卻嚴重影響基督教的完整性，聖經啟示的真理性。當人接納其他

宗教的敬拜方式時，便連敬拜的對像也模糊了，變成混合主義(syncretism)。是否

真的如某些神學家所言，敬拜方式並不重要？那麼，神在舊約豈不嚴嚴教訓以色

列人，不要隨私意敬拜，敬拜必須要隨從神的啟示真理，否則便是拜偶像了。 

合乎聖經的靈性建立是與神學、聖經真理、及屬靈操練，有著不可分割的關

係。而聖經的靈性觀，所帶來的不單是感受上的平靜，而是內心真正的平安  (inner 

peace; shalom)，是基於「在基督裡的生命」，藉著倚賴聖靈，透過聖經的真理，

也加上人學習將生命擺上，從而經歷人生命的轉化更新，讓生命更像基督的性情 

－－是全人生命的改變，多於只是在感受上的滿足。至於我們如何實際作屬靈操

練，這是另一個大題目，在日後的文章會詳細分享。 

 

c. 泰澤最終異象目標 

全人類的修好團結，是泰澤的至高理想，而其基礎是建立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

共融上。羅哲認為要成全人類的合一，基督宗教之間的修好是必須的。所以，台

灣長老會神學院和天主教神學院每年都在交流，以泰澤祈禱共融，他們認為產生

很好的果效。  他們視泰澤祈禱為工具，吸引基督徒加入這共融的運動。教宗也

曾親自到過泰澤，嘉許這個祈禱方式和貢獻。 

 

天主教的大目標是宗教大合一。羅哲認為天主教的教宗在合一上可以有特殊

貢獻，他認為教宗是一個普世性的牧者，乃「教會之心」，是上主的眾僕之僕。

梵蒂岡第二大公會議是曙光乍露，向合一帶來希望。這種合一，其實仍以天主教

的教宗為中心。所以，泰澤祈禱是仍以天主教的佈置和運作為主導。基督教走上

這條合一的路，是走回頭路。忘了基督教信仰一些堅持。例如:  宗教改革強調唯

獨恩典，意思是人得著救恩全是倚靠神的恩典，並沒有功德。但天主教的一切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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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都與神在救恩上協作。所以他們強調信徒務必參加七聖禮，才能達致因信成義。

天主教至今仍強調煉獄，透過煉獄的煉淨，人可以得著救恩，這稱為補贖。 

 

在普世的層面，也有一些基督教會願意與佛教的星雲大師合作，推動這種宗

教多元主義及宗教大合一運動。例如台灣基督教長老教會主辦及十二個宗教團體

承辦的活動，稱為〝2007年跨宗教尊重與關懷音樂祈福大會〞，星雲大師都積極

參與。佛教認為天主教、基督教、印度教、回教、佛教等世界各宗教，雖然信仰

對象有别，教義及典籍不同，但不管是什麼神祇  (天主、上帝、阿拉、佛陀，乃

至任何地方性的神祇)，都是各種人的精神所依，都有着勸人為善、教化心靈的

正面作用。這種重視宗教的功能性和道德性，放棄基督教的獨特性和唯一性，不

就是自由神學和新神學派走過的路嗎？我們豈可加入這個天主教與基督教合一

的運動，以至全人類宗教大合一運動呢？ 

 

總結: 

基於我們教會堅持以聖經為最高權威、以福音為中心和保守信仰純正的屬靈路缐，

並對天主教的立埸，我們反對基督教與天主教的融合，不贊成弟兄姊妹參與任何

有關泰澤運動的活動，也要小心防避宗教大合一的思想和工具。 

 

 

 

 

   

註:  參《由泰澤團體看基督徒合一》，錢巧珠，2005年 8月 22日。此文原刊載於

1994年台北輔仁大學神學院出版之《神學論集》101期。這是天主教的神學論集。 

http://theology.catholic.org.tw/public/liyi/exchange_Taize.html 

註:  參《佛教的國際交流》，滿謙法師，2009。 

http://www.fjnet.com/fjlw/200904/t20090422_117819_7.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