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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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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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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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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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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九

。基督教原本視自己為唯一得救的思想，二次世界大

戰後開始鬆動。(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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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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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八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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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月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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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與
他
教
進
行
了
解
與
溝
通
，
是
當
務
之
急
。
再
者
，
還
過
宗
教
的
角
度
，
來
思
索
、
解
決
人
類
共
同
面
對
的

問
題
(
如
生
態
、
核
武
限
制
、
婦
女
地
位
、
以
及
世
俗
化
危
機
等
)
，
也
是
一
個
實
際
的
挑
戰
。

。
第
二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與
普
世
教
協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戰
以
後
，
基
督
教
內
部
持
保
守
封
閉
與
開
放
對
話
者
相
互
對
立
(
其
實
今
天
每
一
宗
教

團
體
皆
可
找
出
這
兩
類
人
)
。
直
到
一
九
六
二
年
至
一
九
六
五
年
闊
的
「
第
二
次
梵
蒂
岡
大
公
會
議
」
後
，
基

督

教
界
的

最

大
保
守

勢
力
方
有

戲
劇

性
的

轉
變

本
來
基
督
教
視
，
自
己
為
最
高
級
、
唯
一
的
得
救
宗
教
，
此
時
面
對
內
部
鬆
動
與
外
部
的
挑
戰
，
如
何
重

新
釐
清
整
個
信
仰
?
以
前
唯
我
獨
尊
，
教
外
別
無
拯
救
，
現
在
修
訂
為
教
外
也
有
許
多
上
帝
要
拯
救
的
人
，

既
然
如
此
，
更
需
聽
別
人
信
仰
的
心
路
歷
程
，
參
考
別
人
信
仰
的
內
涵
。

基
督
教
界
許
多
新
教
派
，
為
了
要
達
成
大
家
的
共
識
，
組
成
了
「
普
世
教
協
」
'
天
主
教
與
基
督
教
普
世

教
協
成
了
基
督
教
兩
個
最
大
的
宗
教
團
體
。

。
以
對
話
代
替
對
抗

因
宗
教
信
仰
的
不
同
，
加
上
政
治
、
經
濟
利
益
的
衝
突
，
在
小
小
的
地
球
村
中
，
，
人
與
人
間
的
暴
力
抗

爭
持
續
不
斷
，
在
現
實
世
界
中
衝
突
最
激
烈
的
地
方
，
很
多
都
是
因
為
宗
教
因
素
造
成
，
這
些
衝
突
源
於
不

了
解
對
方
。
宗
教
對
話
就
是
在
這
種
現
實
考
慮
下
，
提
出
「
以
對
話
代
替
對
抗
」
的
理
論
，
這
種
呼
聲
在
兩



極
勢
力
對
立
的
地
區
(
巴
基
斯
坦
回
教
徒
和
印
度
教
徒
，
斯
里
蘭

卡
的
佛
教
徒
和
印
度
教
徒
，
北
愛
爾
蘭
新
教
徒
和
天
主
教
徒
，
中

南
美
洲
天
主
教
和
世
俗
政
權
)
更
有
振
聾
發
噴
的
作
用
。
從
了
解

對
方
開
始

彼
此
尊
重

唯
有

對
話

才

真
正
解

決
問

題

宗
教
對
話
的
型
態
與
方
式

在
態
度
上
，
當
今
對
話
呈
現
三
一
種
型
態
:
第
一
種
為
「
排
斥

主
義
?
這
種
心
態
大
多
起
因
於
其
宗
教
的
特
殊
教
義
。
傳
統
天
主

教
著
名
教
義
「
教
外
無
救
贖
」
之
說
，
為
對
話
設
下
最
大
的
障

礙
，
其
他
各
大
宗
教
都
有
「
基
本
教
義
派
」
，
他
們
認
為
對
話
不
過

。宗教對話須從了解對方開始。(本刊資料照片)

是
一
種
自
我
肯
定
或
勸
人
入
敦
的
方
法
罷
了
。
第
二
種
是
所
謂
的
「
包
容
主
義
?
持
這
種
心
態
者
多
秉
著
包

容
的
態
度
，
但
是
他
們
還
是
自
認
為
自
己
的
宗
教
代
表
最
後
的
真
理
，
而
他
人
的
宗
教
不
過
是
反
應
自
己
宗

-
z
i
-
-因
受
時
地
人
文
等
因
素
限
制
所
以
表
現
出
不
同
的
宗
教
傳

但
@
自
莓
，
.
統
與
現
象
。
當
今
之
務
就
是
要
將
這
種
以
自
我
為
中
心
的
狹
隘
觀
點
，
轉
移
到
以
「
最
後
的
真
實
」
為
主
的

教
的
某
些
部
分
。
最
後
一
種
是
「
多
元
主
義
」
'
這
顯
人
常
被
冠
以
「
自
由
派
」
，
他
們
認
為
「
最
後
的
真
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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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

。體驗式的對話，是透過直覺感悟 B 便不闊的宗教並肩交流。

(本刊會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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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平等尊重量的態度，以向現心進行對話。(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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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將宗教假釋放大到全世界，建設宗教地球

村。(本刊資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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