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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
*
 45 

和平文化 
 
 

  2005 年 8 月 10 日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2005 年 7 月 21 日和 22 日，亚欧会议（ASEM）在印度尼西亚巴厘举行了宗教

间对话，最后通过了《关于在国际社会内部建立宗教间和睦的巴厘宣言》（见附

件）。作为该次会议的共同东道国，印度尼西亚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谨请将所附会议成果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 45 下的联合国文件分发为荷。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常驻代表 

印度尼西亚 

常驻代表 

埃米尔·琼斯·帕里爵士（签名） 勒兹兰·伊斯哈尔·哲尼（签名） 

 

 

 
 

 
*
 A/60/150。 



 

2 
 

A/60/254  

 

  2005 年 8 月 10 日印度尼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和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关于在国际社会内部建立宗教间和睦的巴厘宣言 
 
 
 

 我们的欧亚会议成员国代表们，代表不同的文化、宗教和信仰传统聚集在这

里，参加 2005 年 7 月 21 日和 22 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举行的亚欧会议宗教间对

话； 

 对 2005 年 7 月 7 日伦敦袭击的受害者以及先前的这类袭击、特别是 2002 年

10 月 17 日巴厘袭击的受害者表示同情； 

 考虑到我们决心履行我们的责任，为促进和平文化的全球努力作出贡献，不

但在我们的社区，而且在全世界各国人民当中彻底反对以宗教名义使用暴力的行

为； 

 重申各国人民必须在国家和国际和平、宽容以及互相谅解和尊重的气氛下，

坚持、发展和维护自己的宗教信仰，保障宗教自由； 

 确认现有的不同宗教信仰发挥智慧，努力维持国际社会和人民内部的和平与

稳定； 

 承认联合国文明和宗教间对话与合作联盟倡议等各种倡议，为促进和平文化

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作出宝贵贡献； 

 全面审查和讨论了各种宗教信仰的共同价值观以及在国际社会和人民内部

建立宗教间和睦方面的障碍； 

 宣布我们深刻的信念，即： 

 1. 亚欧会议成员国内部存在的各种宗教信仰主张人类之间和平、同情和宽

容； 

 2. 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个人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有助于维

护对宗教信仰多样性的尊重，因为这种尊重对于打击鼓吹极端主义、不

容忍、仇恨和使用暴力的意识形态是必要的； 

 3. 宗教信仰不同的民众当前显然更有必要团结地站在一起，并声明他们不

容许使用暴力来分裂他们。对于那些利用宗教为恐怖主义和谋杀行为辩

护的人，我们必须同声谴责； 

 4. 必须培养和培育和平、正义、同情和宽容，以帮助建立一个有利于在国

际社会和人民内部建立和睦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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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们决心： 

a. 不断提请各国政府和社区注意促进宗教间对话的重要性； 

b. 将和平、同情和宽容的共同价值观在我们社区内转化为实际的行

动，方法是： 

   一. 教育领域 

• 鼓励亚欧会议成员国政府把宗教间研究列入初等后教育

课程，以促进对各种宗教信仰的理解和尊重，同时适当考

虑到各该国家的具体情况； 

• 鼓励通过研讨会/讲习班进行研究和其他活动，以确定能

够促进并加强宗教间对话的教育课程； 

• 通过交换学生、教师和青年等，加强在提高人力资源能力

方面的合作； 

• 通过基层、国家和区域各级的活动，教育社会接受和正视

多样性，防止出现极端主义和偏见； 

• 防止宗教教育机构陷入社会边缘地位，方法是把它们并入

国家教育系统和目标； 

• 将亚欧会议巴厘宗教间对话会议记录尽量广为宣传，特别

是在亚欧会议布告板和其他相关教育网站上广为宣传； 

• 鼓励亚欧会议推动与适当国际组织在教育领域合作。 

   二. 文化领域 

• 承认宗教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倡能够加强社会内部和睦

与谅解的共同价值观； 

• 促进交流，提高亚洲和欧洲各阶层对多元文化、宗教和信

仰的了解和欣赏； 

• 促进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青年当中对不同文化间的认识和

理解。 

   三. 媒体领域 

• 加强和鼓励言论自由，以此作为媒体参与促进宗教间和睦

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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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保在报告宗教间问题方面维护新闻道德和严守新闻报

导与评论之间的分野； 

• 维护媒体的专业精神和社会责任，设法克服消极主义趋势

和避免使用对宗教和信仰者造成偏见的新闻标志； 

• 鼓励宗教/社区团体更加主动积极，动员媒体提倡平衡的

报道，以此作为加强了解各种宗教和文化的手段； 

• 敦促媒体提供更多的时间和篇幅报道有关宗教内和宗教

间对话与合作的问题和事态发展，以特别推动基层一级的

参与，为宗教内和宗教间对话与合作建立一个平台； 

• 促进交流计划和提供奖学金，在亚洲和欧洲的媒体工作人

员当中建立网络，交流最佳做法和产生更多的共用资源，

方法是动员媒体组织、宗教社区以及政府的参与。 

   四. 宗教和社会领域 

• 确定和提倡尊重人权和保护环境等共同价值观； 

• 打击一切形式的腐败行为； 

• 鼓励和支持在各该宗教社区内设立机制，以加强道德行为

和共同分享的精神价值观； 

• 利用已有的宗教间组织和机构； 

• 承认和尊重宗教信仰内部及彼此之间的差别； 

• 加强自己的宗教和其他的宗教内的信仰教育，以便能够进

行宗教间对话； 

• 促进社会融合； 

• 促进两性平等，确认妇女在建设和平和宗教间对话方面的

作用； 

• 通过立法保障宗教权利和自由； 

• 接受宗教信仰作为社会伙伴的作用； 

• （宗教/社会）为进行其共同任务互相帮助。 

 我们欢迎印度尼西亚关于设立国际宗教与文化合作中心（日惹中心）的倡议，

鼓励其他国家提出此类和其他类似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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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祝贺印度尼西亚政府发起了这次宗教间对话，并为这次重要的活动作出

了杰出的安排。我们特别荣幸地得到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希洛·班邦·尤多约诺博

士阁下的光临，使我们的审议工作增光不少。我们感谢联合王国政府共同主持了

这次对话。我们又感谢使这次对话能够得以实现的所有共同赞助国和组织：丹麦、

欧洲联盟委员会，芬兰、希腊、马来西亚、荷兰、菲律宾、新加坡、西班牙和泰

国，以及感谢亚欧基金会（ASEF）作出的宝贵捐助。我们欣见塞浦路斯愿意担任

2006 年亚欧会议第二次宗教间对话的东道国。 

 
 

  2005 年 7 月 22 日，印度尼西亚巴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