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

    传统上对军备控制的研究主要是政策层面和技术层面，而对诸如宗教因素、

经济因素、人道主义因素、环境因素等非军事因素则关注不够。本文选择冻结核

武器运动中的美国天主教作为个案，分析美国天主教会在运动中作用和影响，研

究宗教因素对军备控制问题的影响。

    美国天主教是美国三大宗教之一，也是美国最大的单一教会。在其发展史中，

美国天主教形成了自身介入政治的特点，进入了美国政治生活的主流。20世纪

60年代以后，美国天主教的政治议程日趋广泛，他们对生命的关注促使他们对

战争和和平的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而80年代兴起的冻结核武器运动成为美国

天主教进行理论反思后施加影响的最佳舞台。

    作者认为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美国天主教以发表主教牧函的方式作为最主

要的介入手段，力图通过改变公共舆论，间接地动员信徒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

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放弃直接接触政治精英的机会，对天主教政治精英们开展直

接对话，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对该个案的进一步分析揭示了天主教介入的优

势和局限性，以及这些因素对冻结核武器运动兴衰的影响。

    文章在结论部分指出在军备控制领域，特别是以裁军为目的的和平运动中，

宗教组织在其中发挥的是提供道德源泉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改变民众对军

备控制问题的态度，为军备控制赢得更多的支持者。但是由于军备控制本身具有

的专业化和精英化的特点，宗教组织只能通过间接的影响公众舆论或直接游说个

别政治精英的方式来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一旦其对立面采用接受其道德主张但

否定政策建议的处理方式，宗教游说就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对公共舆论也会

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地丧失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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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Previously the study of the arms control issue has been conducted on either policy

or technique levels. Comparing with the military and security factors,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factors like religion and culture. This thesis tries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by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the religion on the arms control issue in general,

and the role the American Catholic Church in the nuclear freeze movement in

particular.

    The American Catholic Church i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religions in the US and

also the largest church in the country. In the history, the Catholic Church has

developed its own ways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moved, step by step, into the

mainstream of American politics. After the 1960's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political

agenda of the American Catholic Church had expanded dramatically, but its pro-life

policy overshadowed the Church's other concerns like the issue of war and peace. It

had not been until the 1980s that the nuclear freeze movement began to set the stage

for the Church's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 Catholic bishops used the pastoral letter as a strategic weapon to promote the

nuclear freeze movement, aiming at influencing the opinions of the general public.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tried to convert the Catholic political leaders to their cause.

The paper examines both the advantages and the disadvantag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its support for the nuclear freeze movement.

    The paper concludes by pointing out that in the arms control issue of the peace

movement, the religious groups did have some moral authority in mobilizing public

opinions and attracting followers. However, since the arms control is a specialized

field, and it would be very hard for the Catholic Church to play the insider's game and

to influence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 Church's lobbing skill in grass-root

mobilization and its access to the political center could not compensate for this lack of

experience and expertise. The moral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though recognize even

by the opponents of the nuclear freeze movement, became less effective in influencing

the public opinion when the concrete policy proposals of the Church were rejected,

leaving the nuclear freeze movement a declined if not a lost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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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当一个国家感觉到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威胁本国安全的时候，这个国家可以

通过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来加以防范。但是这又会使得其他国家感觉到军事威

胁，因此其他国家也会增加其军事实力。结果是，不同国家都希望通过发展各自

的军事实力来维护国家安全，但实际效果是，它们的安全环境都恶化了。这种情

形被称作安全困境。如果相关国家的主要安全目标互相不冲突、它们的安全互动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们的领导人对未来充分关注、领导人对安全互动的内容有

充分的了解，那么，这些国家有可能走出安全困境。也就是通过各自限制和裁减

军备来增进相关国家的安全。通过上述思路实现的军备控制，其主要动因是军事

安全考虑。’基于这种思路开展的对军备控制特别是核军备控制的研究主要是以

下两个角度:1)政策层面。主要研究核武器的作用、各国核政策以及核不扩散机

制。2)技术层面。例如各项军备控制条约中的核查技术、核弹头拆卸销毁以及核

材料处理技术等。’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对军事安全、政治因素、国际机制

等等因素对核军备控制的影响学界均有涉及，而对诸如经济因素、人道主义因素、

环境因素等等非军事因素则关注不够。本文试图通过对冻结核武器运动中美国天

主教的作用及其影响的研究，探讨一下宗教因素对军备控制问题的影响。

    宗教因素能够在军备控制问题中发挥影响力首先取决于宗教在美国社会中

的重要地位。美国是一个具有宗教传统的国度，宗教组织在美国社会中有着人数

众多的信徒。在美国48个州(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除外)18岁以上的总人口当中，

自称无宗教者仅占调查人口的8.2%.‘“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生活中非

常重要。每10个美国人就有6个认为 ‘宗教能够解答现在的所有问题或者说绝

大多数问题。’”‘根据美国选举研究中心1997年的调查显示，多达59.4%美国人

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十分重要或者说很重要。美国学者赫茨克就指出:“宗

教仍然是美国生活和文化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美国人民不仅对教会的信心远胜于

对其他重要社会机构的信心，而且实际上他们大多数还是教会的成员。教会与美

国作为互不往来的分散的个人所组成的“大众社会”形象，形成了强烈的对照。”

5在这种背景下，很多学者发现美国民众参与政治是为了道德的原因，而且用“正

义”和 “邪恶”这样的词来解释复杂的公共事务。”而且在20世纪，宗教议程

也比10年前更为广泛。宗教团体当然也全方位地介入了一些颇有争议的社会问

题和政教关系问题。7在80年代宗教团体介入美国政治的浪潮中，美国天主教和

宗教新右翼是最为引人瞩目的两大团体。

    宗教因素对军备控制问题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体现在宗教组织特别

是美国天主教会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发挥的独特作用。80年代初期紧张的美苏

关系和里根政府强硬的军事政策，诱发了以冻结核武器运动为代表的和平运动的



兴起。国会的卷入、MX导弹的拨款问题、核大战是否能打赢以及星球大战计划

的激烈争论贯穿里根总统第一任期的始终。1982年在美国国会关于冻结核武器

运动就有32个提案等待表决，在同年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中，8个州通过全民

公决的形式表示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在该运动的进程中，美国天主教作为美

国最大的单一教会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因此，以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为个案，通过对其过程、方式和效

果进行研究，可以揭示宗教因素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的独特影响力，同时也可以更

深入地研究美国宗教和政治的关系。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对宗教团体介入美国政治的研究一直是研究美国宗

教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对于宗教组织在军备控制问题中的作用，特别是美国天

主教和冻结核武器运动这一课题目前尚无系统的论述。目前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

论述主要集中在天主教与国际政治以及冻结核武器运动的历史研究这两方面:

  (1)天主教与国际政治。这是研究宗教和政治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研究罗马

天主教会参与国际政治的历史，其代表性著作有:艾瑞克，0，汉森(Eric O.Hanson )

的《世界政治中的天主教会》，在其中的第八章对罗马天主教介入军备控制领域

的历史作了一定分析。“此外，罗纳德·G"穆斯托((Ronald G.Musto)的《天

主教和平传统》一书，对天主教和平主义的传统做了历史分析。这两本书都是着

眼于历史的角度，对天主教会进行和平运动的背景和过程做了概述，对美国天主

教如何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并没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2)冻结核武器运动的

历史分析。对这一运动最全面的分析是托马斯·R，罗肯 (Thomas R. Rochon)和

大卫·S·梅尔〔David S. Meyer)编著的《联盟和政治运动:冻结核武器运动的

教训》一书。该书对冻结核武器运动的产生、冻结核武器运动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以及运动转型期间群众动员的消退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但是其中对宗教性团体的

作用没有涉及。除了这两方面的研究之外，还有一些对美国政教关系进行论述的

书籍，如艾伦·D·赫茨克 (Allen D.Hertzke)的《在华盛顿代表上帝— 宗教

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对美国天主教介入政治的活动略有涉及。

    本文从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的历史渊源着手，对美国天主教进入美国主

流社会之后，介入军备控制问题的原因和方式并对其介入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力

图通过对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武器运动这一个案的分析，从而得出宗教组织的美

国天主教介入该运动的优势和局限性。通过对这一历史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美

国天主教在其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受到多重挑战的前提下，改变了自己的神

学立场，获得了其他军控团体所无法具有的道德权威地位，进而以该权威地位为

依托，采取多种介入方式，特别是发表主教牧函，塑造公众观点，动员平信徒参

与冻结核武器运动，取得了一定成功，但是由于其自身具有的局限性使得它在具



体的政策问题L丧失本身的优势，无法施加有效的影响。在里根政府表示“核大

战不可能获胜，也永远不应该发生”和国会通过没有实际约束力的关于冻结核武

器的议案之后，以宗教组织为重要依托的冻结核武器运动开始走向衰落。

    文章分为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首先对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的历史进行

了回顾，指出在美国天主教成为美国三大宗教之一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美国天

主教的特殊民族主义;而肯尼迪当选总统则标志着美国天主教进入了美国政治生

活的主流。第二章则是在第一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美国天主教在60年代以后，

伴随着越战的爆发，对“正义战争”理论的反思而形成了“原子时代无义战”的

新观念，并进一步将其融入所谓“天衣无缝”的行动策略，建立了支持和平反对

军备竞争的神学体系和政治主张，此外美国天主教承受的世界性支持者的压力、

自身地位的改变和80年代的政治背景，这些因素导致了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

武器运动。第三章着重分析美国天主教介入的方式。第四章则是对其介入有效性

的分析，指出了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的优势和局限性。最后部分是结

语，对美国天主教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表现出的美国宗教介入政治的特点做一个

简要的分析。



第一章 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的历史渊源

      1.爱美国与信仰天主教:美国天主教的特殊民族主义

    美国天主教，通常是指美国罗马天主教，即在美国境内，教义上承认罗马教

皇的权威地位，在礼仪上采用罗马教廷的规定，在体制上承认罗马教廷圣统制范

围内的天主教会。’“目前，美国天主教是全美最大的单一教派，拥有47199名神

职人员和6200万信徒，占美国人口的26%左右;开办了7151所小学，在校学

生200万;中学1300所，在校学生66万，高等院校240所，在校学生70万。”

    早在殖民地时期，天主教就己经传入了北美大陆。马里兰州是当时天主教徒

主要聚居地，1803年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后，新奥尔良成为了第二个重要中心;

1848年美国获得新墨西哥州，这是第三个天主教中心地区。当时这些地区的天

主教徒并没有成为日后美国天主教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天主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自19世纪的大移民。u大批来自爱尔兰、意大利、波兰、德国和法国及欧洲

其他国家的天主教徒移民美国。到1840年，美国天主教会拥有16个主教区、500

名神甫和663000名信徒，占当时美国人口的4%0  13从1820年到1865年，有大

约1900000爱尔兰人到达美国，几乎全都是天主教徒。这一重大变化对美国天主

教的变革起了巨大作用。爱尔兰移民的大批到来极大的推动了美国天主教“美国

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美国天主教教会克服了两次重要的内部危机。第一

次是 “理事之争”，新到美国的爱尔兰移民模仿新教教会的形式试图在美国建立

一个独立的天主教会’a，但是随着罗马教廷的反对和美国天主教会迅速吸收爱尔

兰人为神职人员而最终解决;第二次是卡亨斯里主义的提出。该主义宣称要求在

美国按照移民的原籍设立半独立的教区然后再联合成立全国天主教会，这一明显

会导致美国天主教“民族化”的主张最终由于遭到多数主教的反对而失败。这两

次危机最终解决之后所带来的影响就是:爱尔兰人，或者说爱尔兰裔美国人在美

国天主教处于强有力的地位，为美国天主教打上了深深的爱尔兰烙印。爱尔兰移

民认为做一个天主教徒就是做一个真正的爱尔兰人，做一个爱尔兰人也就是做一

个真正的天主教徒。因此当爱尔兰移民将美国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之后，他们就

将宗教和民族主义混合在一起，信仰天主教和爱美国成为爱尔兰移民的突出特

征。这样以爱尔兰移民为主体的美国天主教就同样也具有这种特殊民族主义的色

彩。这一特征在日后美国天主教参与美国政治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赫勃格在其

关于美国宗教的名著— 《美国的宗教一基督教·天主教·犹太教》一书中就指

出，“在爱尔兰人的领导之下，而且大部分是因为他们的独特背景给予爱尔兰教

士的各种优势，美国的天主教会得以巩固，成为了一个美国的宗教团体。”15



        z.从边缘到中心: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的历程

    研究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的历史，要以美国政教关系为研究的起点。

    政教关系，即政府与教会 (宗教组织)的关系，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

内容。广义上的政教关系不仅指政府与教会的关系，而且也包括政治与宗教的关

系。这两组关系的协调就构成美国宗教介入美国政治的宏观背景，也是研究美国

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的起点。

    美国协调政教关系的法律基础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该修正案规定“国会

不得制定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但是从 一开始，人们对这一修正案的

解释就各不相同，大体上可以分为分离主义者和调解主义者两类。

    分离主义者的理解都是根据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提出的“在

教会和国家中建立起一道隔离墙”’6的观点，认为这一条款实质上是规定了美国

要遵循政教分离的原则。而调解主义者则认为宪法第一修正案并没有禁止国会或

各级政府在宗教和非宗教之间保持严格中立，仅仅是排除了政府直接确立或赞同

某一特定宗教，政府一定而且应该支持个人和集体的宗教行为。”

    这两种观点根本的分歧就是在于如何对待 “分离之墙”，分离主义者要求将

  “分离之墙”加高加厚，必须“巩固得高而坚不可摧⋯⋯不容许出现任何细小的

缺日’，。’8而调解主义者则希望是拆毁这堵“分离之墙’，。

    但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一方面最高法院始终维持政教分离原则与宗

教自由原则，使得美国的任何一个宗教组织都无法作为政治实体干预政治或者参

与政府决策，并为出于少数地位的教派改善自身状况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

最高法院也表示，政教分离不是绝对的，“从绝对意义上说，完全的分离是不可

能的。政府同宗教组织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分离的线远非是一堵

墙，而是一个模糊的、不清晰的。因某种特殊关系的所有情况而变化的障碍物。”

，9这就为宗教团体在法律的框架内和其他社会团体一样开展某些政治活动打开

了大门。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分离之墙”一方面杜绝了占优势地位的宗教团体利用

国家权力进行宗教迫害的可能，并且提供了有利于弱势团体发展的外部环境;同

时另一方面允许宗教组织在法律范围内与其他社会团体一样，平等的介入政治领

域。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的历史就说明了这一点。

    天主教在美国发展的故事是一个外国教会或者说是好几个外国教会，跟着来

自海外的数次移民潮到达，最后变成三大“美国宗教”之一的经历。20在这一过

程中，天主教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下，伴随着新移民的到达逐渐发展起来，

其对美国政治的介入也同步展开。

    首先，天主教对美国政治的介入是伴随着天主教教育发展起来的。天主教移



民到达美国之后发现，美国的公立学校诵读的是新教的圣经，公1.学校拒绝让天

主教势力进来，也不愿意提供基金让天主教会设置公立学校。面对这样的境遇，

美国天主教徒也唯有大规模建立自身的天主教教育体系作为应对之策，这样天主

教开始介入到美国社会的公共事务。

    其次，从 19世纪中叶开始的反天主教运动极大的刺激了美国天主教会。19

世纪中后叶，美国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天主教运动。仅在19世纪40. 50年代

的反天主教暴乱中，贬斥天主教的言论著作多得不可计数。从1800到1860年，

美国至少出版了25种日报、周报、双月报，还有13种月刊和季刊，散布传播反

对天主教的言论。2，面对这样的情况，此时拥有近千万信徒的美国天主教会利用

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宗教自由采取了反击措施，吉本斯主教指出:“一千六百

万天主教教徒拥护(美国的)政府体制⋯⋯在这个国家里教会与国家的分野，⋯⋯

对国家和教会两方面都有好处22 ,,，他表示天主教反对任何在美国实行政教合一

的设想，这是美国天主教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在全国性的政治问题上表明自己的态

度，这对消除美国新教徒对天主教的疑虑起了很大的作用。在 19世纪中后叶，

美国天主教开始在地方政治上崭露头角，天主教的神职领袖与爱尔兰裔的政治家

开始结成联盟关系。在一些天主教势力较大的地区，例如纽约市，天主教的主教

官邸甚至被称为“权力中心”。23
    第三，1919成立的“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是美国天主教发展过程中的一

个重要里程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天主教的主教们就对战后的社

会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计划，这一计划受到了进步主义者的热烈支持，在这种背景

下美国天主教会成立 “全国天主教福利会议”。该机构是管理美国天主教会世俗

活动的统一机构，每年举办神职人员会议，是美国教会对任何社会及文化问题的

喉舌。24该机构成立不久，就出现了美国历史上第三次反天主教高潮。这次反天

主教运动的导火线是天主教总统候选人问题。1928年，在保守派新教徒的强烈

反对下，纽约州州长，天主教徒艾尔弗雷德·史密斯 (Alfred Smith)被民主党

提名为总统获选人，虽然最终没有当选，但是他被提名本身就标志着美国天主教

在政治上的重大胜利，标志着天主教正在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团体之一。大萧条

和二战的爆发，使得美国天主教在介入政治方面更进了一步。1933年，“天主教

工人运动”正式成立，该组织代表了美国天主教中的激进派的观点，致力于社会

正义和和平问题。此时人数众多的天主教选民也成为美国政治中不可忽视的力

量，富兰克林·D"罗斯福 (Franklin D.  Roosevelt)就很依赖中西部工业州

的天主教选票来获得胜利25。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美国天主教的政治参与己经开

始逐渐脱离地方政治的范畴，开始涉足于全国性的政治议题。

    第四，梵帝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成为美国天主教会介入美国政治的新的转折



点。这次会议最终赋予了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在美国国内政治问题上以更大的自主

权。它要求“各国天主教会要关注当代社会问题的道德维度”。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天主教会的政治议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美国天主教中持不同观点的神

甫、修女们开始走出教堂反对堕胎、反对核武器、反对贫困。26几乎与此同时，

在1960年，天主教徒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当选美国总统，这正式

标志着美国天主教己经从美国政治的边缘走向了中心，取得了能够与美国新教徒

相抗衡的政治地位。针对这 一历史过程，研究美国宗教与政治的学者肯尼思·沃

尔德指出，“过去，天主教徒只有在涉及天主教的直接利益时才比较积极地参与

政治。教会学校的公共资金问题或者公开的反天主教活动是以往将天主教徒卷入

政治领域的问题。⋯⋯目前天主教徒己在美国政治生活的中心舞台上立足。”27

    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的四个阶段是与美国天主教特殊民族主义密不可

分的。信仰天主教和爱美国是20世纪60年代前美国天主教介入政治不可逾越的

基本原则。但是随着美国天主教逐渐从一个受歧视的外来宗教变成了美国三大宗

教之一，美国天主教不再需要用超过普通新教徒的爱国主义来表现自己对美国的

忠诚。因此进入60年代以后，在参与政治方面，他们可以不用担心由于自己的

行为而招来对其是否忠诚的怀疑。60年代以后美国天主教在考虑自身政治议程

时，其着眼点己经发生了变化:美国天主教担心的不是被接受而是如何发挥领导

作用的问题。28



        第二章 军备控制— 美国天主教的政治议题
    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1960年肯尼迪当选总统，标志着美国天主教己

经从美国政治的边缘进入了美国政治的核心地带。特别是梵帝冈第二次大公会议

之后，美国天主教在介入美国政治方面显示出更大的积极性，其突出的表现是美

国天主教主教团在80年代连续对美国的军事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发表主

教牧函。在这其中，尤以美国天主教在军备控制方面不同寻常的努力以及对冻结

核武器运动的参与特别引人瞩目，本章将从多个角度探讨军备控制为什么会成为

美国天主教的政治议题，而这就是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的根源所在。

          1.神学根源— 天主教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

    不同于一般的公共利益团体和工商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在介入政治议题的时

候需要考虑他们的神学上的合理性。宗教由于其披戴的神圣性，更具有将其价值

规范予以神圣化的能力，从而激发信徒对群体目标的赞同乃至献身。”艾伦.赫茨

克指出:“多数 (宗教)游说者坦承特殊的宗教传统或者价值体系鼓舞了他们团

体 (或者他们自己)采取政治行动”:川。因此，神学理论促使美国天主教介入军

备控制领域，特别是参与到冻结核武器运动中去。

    (1)“正义战争”

    从天主教神学传统来说，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论述是他们介入军备控制问题

的起点。在《圣经》的相关章节中，总共提到了三种战争观:“十字军”的理论，

“正义战争”的学说，和基督教和平主义的思想。耶稣对每一项都提供了基本的

辩护。3，

    “十字军”理论也被称为圣战观，起源于中世纪的十字军运动，以“捍卫信

仰”为口号，在中世纪横行一时，但是随着宗教改革，这一战争观在基督教世界

已经不处于主导地位。和平主义的战争观主要强调 《圣经》中的提到的:“有一

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他名称为⋯和平的君:”，教友派、门诺派

这些被称作和平主义新教教派的团体奉行这一观点，他们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

一直以来都是国际和平运动的倡导者。

    “正义战争”这一理论，来自于奥古斯都 (Augustine)和托马斯·阿奎那

(Thomas Aquinas)的神学观点，奥古斯都认为“战争仅在必要时才能进行，而

且进行也是为了让上带把人从紧急状态中解救出来，让他们享有和平。”“寻求和

平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进行战争是为了赢得和平。”“‘正义战争’的目的和意图

是获取和平。”因此，“即使发动战争”，基督追随者也要 “珍惜和平缔造者的精

神”。阿奎那将该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提出了“正义战争”的三个条件:进行战

争的人必须具有作战的权威，必须有 “正义的理由”，进行战争必须有争取仁善



和争取和平的“正确动机”。阿奎那后来的追随者又添加了第四个条件战争必须

  “适当有限地进行”。32这种战争观，长期以来是天主教所一直坚持的观点。在确

信美国所从事的战争都是“正义战争”的前提下，美国天主教表现出与众不同的

特殊民族主义:美国天主教徒认为爱美国和信仰天主教密不可分。在美国历史上，

天主教神职人员为了向公众证明他们对美国的忠诚，通常都是支持美国政府的外

交和军事政策。“‘因此，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美国天主教总是鼓励他们的信徒

去参见征兵登记。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所有的宗教团体中，

罗马天主教和信义宗是最支持军事行动的。调查显示，非天主教徒的同类人群相

比，天主教男信徒中倾向于使用武力的百分比要高出巧%;而天主教女信徒的这

一比例则高出10%e 20年后，另一项对11所大学本科生所进行的类似研究也得

出了类似的结论。196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众多宗教和社会背景的学生中，

天主教学生倾向反战的比例最少。此外，一些研究还表明对宗教的虔诚程度和对

战争的支持度存在着某种关联性。对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天主教本科生的调查表

明，祷告的频率越高其对越战升级的支持就越强烈。:州

    (2) “正义战争”面临的三大挑战

    “正义战争”理论在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一些局部战争中为美国天主教对

政府的战争行为赋予道德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但是随着核武器的发展、越南战

争的爆发以及拉美解放神学的提出，该理论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核武器带来的挑战。在原子弹诞生之初，罗马教皇庇护十二(Pius XH)表

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不能使用可能导致全人类彻底灭亡的武器。但是由于

教皇对共产主义的敌视态度，教皇对核武器的反对态度很快就被淡化了，因此罗

马天主教对50年代西方国家发展战略核武器没有提出道德上的谴责。罗马天主

教对核武器问题的看法仍然是沿用的“正义战争”理论，对针对军队的战术核武

器也没有持彻底的否定态度。庇护十二之后继任的几任教皇都没有对在什么情况

下使用核武器是正义这一问题做出明确的分析，相反他们拒绝了和平主义的战争

观，这就导致了在整个50年代，天主教徒并没有参与和平运动。:ffi但在此之后，

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核时代的战争难以“适度有限地进行”，面临

这样严峻的威胁，罗马天主教开始对“正义战争”理论进行反思。梵帝冈第二次

大公会议的召开，加速了这一进程。梵二会议的最后文件表明天主教允许国家进

行自卫但是谴责不加区别的摧毁整座城市的行为。1965年罗马教皇保禄六世

(Paul VI)在联合国大会上举起双手高声疾呼:“不要再有战争!永远不要发生

战争!”这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举动开始动摇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

    对美国天主教来说，核武器的诞生确实对他们的战争观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正如美国天主教大主教约瑟夫·贝纳丁 (Joseph Bernardin)所指出的:“我们



面临的形势不仅仅是量变，而是质变;我们面对着史无前例的武器:”“核时代对

我们所持的那种认为有些战争是正义的道德观提出了严重的挑战。�a6但是直到越

战之前，美国天主教并没有真正彻底的对“正义战争”理论进行系统的反思和变

革。

    越战是美国天主教对待战争与和平问题的分水岭。越战的爆发从一开始就对

美国天主教的民族主义立场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在越战中对平民的伤亡促使美国

天主教对 “正义战争”理论进行反思。与此同时，美国天主教内部的和平团体，

天主教和平会 (Catholic Peace Fellowship)开始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焚烧

征兵卡。美国天主教的主流刊物也纷纷加入反战阵营。这种来自于基层的自发的

反战运动不能不对天主教会产生巨大影响。在1966年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在弗兰

西斯·斯柏曼大主教 (Francis Spellman)的影响下，通过了支持美国介入越南

的主教牧函，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美国天主教主教团也逐渐改变了态度，到

1976年，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再次发表主教牧函，确认了基层团体的反战态度，

并更进一步地谴责了在核威慑战略中把平民伤亡作为因素之一。调查数据也表明

越战之后的美国天主教教徒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新教徒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在军

费开支等问题上还更加倾向于反战一方。:9越战使得整个美国天主教会对国家使

用武力的态度由原先强烈的支持者转变为怀疑者。

    解放神学的影响。除了核武器和越战的影响之外，解放神学对“正义战争”

理论也提出了挑战。这一发源于拉丁美洲的神学运动，主要是强调教会要和穷人

站在一起。持这一神学立场的天主教徒强烈反对美国政府采取支持独裁政权的军

事行动，即使这些行动是以反共主义为理论基础。解放神学的这一理念对美国天

主教的主教们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一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促使西方工业化国家的主

教和神学家对以任何借口采取的军事行动提出质疑。

    核武器的诞生、越南战争的影响以及解放神学的挑战，这三者深刻的改变了

美国天主教徒对战争的看法，也对天主教传统的“正义战争”理论提出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

    (3)“原子时代无义战”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天主教开始着手对“正义战争”理论进行发

展，提出了“原子时代无义战”，并希望与美国天主教在其他诸如堕胎、反对死

刑等社会问题的立场协调起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政治行动准则。

    美国天主教首先着手对战后基督教进行和平运动、介入军备控制领域的进行

神学上的总结。1983年 6月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发表的 《和平的挑战:上帝的诺

言与我们的回答》集中体现了天主教由“正义战争”到“原子时代无义战”的理

论转变。在这篇主教牧函中，美国天主教对核威慑、军备竞赛和裁军、和平这些



问题提出了道德判断的标准，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对核战争的道德判断。他们认

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发动核战争的理由，无论其规模控制在多大范围，在道

德上都是非正义的。”整篇主教牧函的中心内容是“尽全力来阻止对核武器的使

用”。a封这是天主教历史第一次力图在正义战争理论和和平主义传统之间寻求妥

协，也是天主教试图在承认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的前提下，还要努力保护个人良

知的一次尝试;此外天主教会还试图通过这一举动，在宗教教育和训诫的功能与

作为美国主要社会机构之间寻求某种平衡。79天主教在核战争、军备控制问题上

的立场得到了新教主流教派的热烈响应，联合卫理公会在致天主教主教团的电报

中说，“感谢上苍!你们为和平、正义作了鼓舞人心的见证。”刁“

    美国天主教对待核战争和军备控制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归到支持“和平

和正义”的宗教团体中来，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是全国基督教协会为代表的新教

主流派是一致的，但是天主教并没有把这些倾向于自由派的观点带到社会问题方

面。在堕胎问题、死刑问题上，美国天主教仍然持保守派的立场，坚决予以反对，

这与他们在军备问题上的立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美国学者赫茨克指出:“‘美国

天主教会议’在经济政策和外交军事政策方面，他们与主张 ‘和平和正义’的团

体结盟，但在社会问题如平等权利修正案、堕胎、资助教会学校及学校宗教活动

方面，他们发现自己是正与关注 ‘传统价值’的团体结盟。”为了从理论上解释

这二者之间的矛盾，1983年主教牧函的起草委员会主席贝纳丁大主教更进一步

的把美国天主教支持军备控制、反对核武器，反对堕胎，反对死刑的立场结合在

一起，称这些都是以关注生命为核心的，因此是 “天衣无缝”的。」’

    “正义战争”理论到“原子时代无义战”的转变表明美国天主教在神学上处

于“正义战争”和 “基督和平主义”之间。在此基础上，“天衣无缝”行动策略

的提出，使天主教支持核裁军运动在理论上具有更为严密的逻辑性，有利于他们

充分发动天主教信徒参与社会行动。

          2.普世教会的历史遗产— 世界性成员的压力
    教会除了要代表自己的神学理念之外，另外一大任务是要代表世界范围内本

教会的成员。事实上，很多教会是有着救援机构、差会、发展项目的国际机构，

其成员遍布全球。罗马天主教是一显例，但信义宗，长老会，浸信会，门诺派，

贵格派，“全国福音派协会”，安息日会，当然还有“全国基督教协会”等组织，

1清况也是如此。呀“因此美国的宗教组织在考虑对国际性问题所持立场的时候，会

有意识地把自己看作是代表国外支持者— 世界范围内受美国外交军事政策影

响的教会成员。

    作为世界性宗教一部分的美国天主教在对此感受最深，受到的压力也最大。



他们一方面要关注美国国内信徒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要对东欧国家的天主教会的

呼吁做出反应。在华沙条约体系的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天主教都

是主流教派。这些国家的天主教会在80年代初期都曾发表过支持和平运动的声

明。匈牙利的天主教会甚至和政府控制的和平运动开展合作。同样也是在 1983

年，民主德国、匈牙利、联邦德国、荷兰、比利时、爱尔兰、日本以及法国的天

主教会都各自发表了呼吁和平的牧函。，，这些牧函表达了全世界天主教徒对战争，

尤其是爆发在东西方之间的核大战的忧虑，对美国天主教会很大的触动。

    对美国天主教来说，另外一个来自世界范围内的压力来源是罗马教廷。按照

罗马天主教的传统，美国天主教在教义上承认罗马教皇的权威地位，在体制上遵

循罗马教廷圣统制，这就决定了罗马教皇在美国天主教介入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独

特地位。

    对于美国天主教来说，80年代对军备控制问题的关注与罗马教皇的态度密不

可分。1981年2月，罗马教皇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II)在日本广岛和平

公园发表了天主教对核战争的看法。在这次集会中，他用日、英、法、西、汉、

葡、俄、德以及波兰语对在场的25000名听众说:“纪念广岛就要废除核武器。

纪念广岛就要献身于和平⋯⋯我们向全人类承诺将为裁军和禁止一切核武器而

孜孜不倦的工作:让我们用信心和关怀来取代暴力和仇恨。”正是在这一教皇讲

话的鼓励下，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开始着手起草其1983年主教牧函。在贝纳丁主

教起草完该牧函第一稿之后，就前往罗马晋见教皇若望.保禄二世。教皇在和美

国天主教代表会晤中，只是对一些总的原则做出了指示，但对具体的政策问题，

例如是否支持核裁军等并没有表态，而是表示由美国天主教自己确定，这就使得

美国天主教内部保守派希望梵帝冈否决该主教牧函的企图落空。而教皇的这种举

动也鼓励了欧洲的主教们加入该议题的讨论。」4

          3.社会背景— 天主教在美国社会地位的变化
    美国天主教能够在80年代积极介入军备控制这一美国政治中心议题是与美

国天主教社会地位的变化分不开的。在80年代以前，在政治领域，美国天主教

的主教们通常起着保护天主教文化的作用，保护他们的信徒免受敌视他们的反移

民文化的伤害。当然在一些城市，某些主教起着政治中间人的作用，在地方官员

面前为自己的教堂和教众说话，代表他们的利益。但是到了60年代，神职人员

所起的这种作用由于一系列事件而受到了削弱。首先，美国天主教徒成为美国社

会中受过良好教育在经济上最为富有的团体，他们不再需要穿着教服的护教者，

他们也不再把他们的主教们看做是政治领袖。与此同时，联邦政府在很多与美国

教会利益相关的议题上梳理了自己的政治权威。在教育、住房、种族歧视、堕胎



和其他一系列议题上，政治主动权从地方政府转移到了国会和联邦司法机构，这

就使得天主教主教们和地方官员的关系在政治上显得越来越不重要。15

    随着这些教会内外环境的变化，天主教主教们传统角色的丧失也表明新的机

会就在眼前。地方性议题的缺失，使得主教们有机会投身到全国性议题中来。随

着美国天主教融合到美国社会主流中的趋势，美国社会中的反天主教情绪也逐渐

消退。虽然天主教徒不再把主教们当做政治权威，但是另一方面，非天主教徒也

不再恐惧主教们发挥政治作用，参与政治进程。地方政治提供给单个主教的机会

越来越少，而全国性的政治议题给天主教整个神职机构提供了行动的良机。

    此外，机构上的变化也为美国天主教介入全国性政治议题提供合适的工具。

在梵二会议后取代“天主教福利会议”建立的“美国天主教会议”(USCG 3 46力图

使美国天主教主教们用一个声音说话，这一新建立的机构使用了很多专业人员，

设立很多关注社会正义和世界和平的部门。这些机构上的改革“推动整个美国天

主教会以及主教团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采取集体行动。”a7

            4.政抬背景— 里根政府的军备扩张政策
    70年代末期，伴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美苏之间关于军备控制的谈判限于

停顿。进入80年代以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又出现了重新开始军备竞赛的迹象。

1981年10月2日，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宣布在未来五年里美国的军费开支将

达到1.6万亿美元。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1981年11月通过的美国国家安全委

员会第13号指令中表示要在核大战中获胜。此外里根政府内高级官员对核大战

所持的强硬态度，引起了美国社会广泛的担忧。从理论上说，美国的两党体制是

应对民众的这些关注有所反应，但由于“党派政治止于国内政策”的传统，因而

美国的外交军事政策通常是属于总统独立处理的领域。而里根总统用的诸如“邪

恶帝国”之类令人回想起十字军式战争观的言辞，极大地刺激了致力于改革“正

义战争”理论的美国天主教会。面对这样的形势，美国天主教的个别主教首先开

始行动起来。旧金山大主教奎尼 (Quinn)首先公开发表声明反对里根政府的政

策，并在1982年出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斯托克顿教区大主教罗格。莫

汉尼 (Roger Mohony)也在1981年12月30日发表了主教牧函，把核军备竞赛

和世界穷人的痛苦联系起来。此外，甚至连更为保守的洛杉矶枢机主教蒂莫西谩

宁(Timothy Manning)也批评了军各竞争。4fl这些主教的个人行动标志着美国天
主教做为一个整体即将开始大规模介入军备控制议题。















    第四章 对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的评估
    如果说前三章是试图回答美国天主教为什么要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以及美

国天主教怎样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那么本章将要探讨的问题是美国天主教介入

的效果。本章将就影响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的一些因素进行分析，研

究天主教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所具有优势和劣势，从而对宗教介入政治的有效性

问题做某种探讨。

                      1.天主教介入的优势

    美国天主教由于本身的特点，在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在

以下两个个方面发挥了其他组织和团体所不具有的优势:

    (1) 提供道德权威性

    美国天主教介入军备控制的原因之一是神学理论。神学对现实生活的回答，

给宗教组织提供了道德权威性。1997年美国选举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也表明，

如果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没有道德和伦理上的重要性，58.9%的美国民众对

教会的意见并不重视。因此，美国天主教能否有效的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关键在

于能否具有道德和伦理上的权威性。美国天主教主教牧函的发表，制定了核战争

时代基督教会应格守的道德信条，反映了天主教会及其他基督教宗派对待战争与

和平的基本立场。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的宗教组织在核武器问题上的道德权威对

支持里根政府的组织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比如同样属于宗教组织的美国宗教右翼

虽然和里根政府关系密切，但是却无法在军备控制问题上大力支持里根，根源就

是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的美国天主教具有道德权威性。一名福音派人士就指出:

“全国福音派协会受它的支持者所制约。该协会在历史上有很多和平主义福音信

徒。因此我们不能为MX导弹以及总统的军事预算进行游说”，与此类似，一名宗

教右翼人士也指出，“我难以使自己确信支持MX导弹是符合圣经的。””

    但是美国天主教的道德权威性也并不是没有受到挑战。最先的挑战来自于里

根政府:他们质疑该运动是否对美国忠诚，并攻击冻结核武器运动反映苏联的利

益。里根政府的这一举动从某种程度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功。《纽约时报》1983年

5月9日发表了一篇对在核潜艇制造厂工作的天主教教徒的采访。一名工程师提

到了苏联奉行无神论，他说:“我不认为他们 (苏联)会关心上帝是怎么看这个

问题的。他们要听得懂的东西— 我们的遏制力量。”73从这个例子来看，里根

政府宣传的冻结核武器运动有利于苏联不利于美国的观点是获得相当一部分天

主教徒的支持的。但是天主教会对此也进行了反击。当记者采访时提到里根总统

指控冻结核武器运动的某些成员受苏联欺骗，费城的卡罗尔枢机主教断然拒绝了

这样的指控，他说:“不要和我提这个，我是波兰人。”74作为美国天主教会中保



守派和反共主义的领袖，卡罗尔对冻结核武器运动的支持有力地回击了里根政府

对该运动代表苏联利益的指控，维护了天主教会在信徒心目中的道德权威性。

    对天主教会道德权威性的另一挑战来自于对其立场变化的质疑。正如第二章

所提到的，美国天主教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的立场是其理论巨大变革的结果。针

对这一变化，一些媒体提出了质疑。他们指出“冷战时期的枢机主教福尔顿·谢

恩 (Fulton Sheen)表示，核大战可以是正义的，而现在的一些主教支持某种形

式的冻结。现在的教会是不是过于极端?””这种质疑确实在天主教徒中间造成

了某种混乱，使得其道德权威性受到一定的影响。但从整体上来看，在整个冻结

核武器运动期间，美国天主教会的道德权威地位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就天主教信

徒来说，圣母大学的研究表明，五分之四的教众接受教会在军备问题上的道德权

威地位。不仅如此 美国天主教的道德权威地位还因为新教教会的承认而得到了

加强。里根政府最后不得不接受美国天主教所提出的核伦理和核道德，1983年5

月4日，当里根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他的政策和天主教主教牧函之间的分

歧时，他表示:“他们在为和平寻找途径，努力促进和平。而这也是我们所希望

的。”7匕不久，里根就公开表示:“核大战不可能获胜，也永远不应该发生。”’?从

这个角度看，虽然具体的政策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美国天主教会在冻结核武器

问题上的道德权威是得到了普遍承认。

    (2) 提供稳定的支持者群体— 天主教神职人员

    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天主教神职人员之间经过妥协获得了基本一致的认

识。与其他内部分崩离析的团体不同，美国天主教主教团上一个权威的声音来代

表全体主教说话的。“‘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在权力和经济上的壮大使得单个主教

的影响力不再重要。”甲““美国天主教主教团”的这一特征使得和平牧函发布以后，

其内部基本上保持了团结和一致，这就为冻结核武器运动提供了一个引人瞩目的

支持者群体。

    在刚刚起草1983年主教牧函时，美国天主教主教团的内部在核武器问题上

分署于5个派别:

            1)宗教抗议派:这是遵循美国天主教激进主义传统的团体，有 57

              名成员。他们的立场是和平主义的，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核遏制

              战略和核武器的生产。他们采取的行动也与贝里根等人的类似，

              经常采取“占领”这类行动。

          2)主流自由派。这一团体是由美国天主教主教团领导层构成的，包

              括奎尼、贝纳丁等人。其中奎尼被人们认为是美国天主教中进步

              力量的领袖。他们的观点在 1983年和平牧函中得到了充分的体

                现。



            3)波兰裔派。这是由教皇密友波兰裔费城枢机主教约翰·卡罗尔所

              代表的。他在神学和其他社会问题上是著名的保守派，并且以反

              共主义而闻名。但是他表示支持通过切实可行的安全保障措施来

              实施双边或集体的核裁军。他的立场表明，神学上的保守派也支

                持某种程度的核裁军。

            4)正义战争和自卫论派。此派论点在纽约教区最为流行。该教区主

              教同时也是美国陆军随军牧师。纽约教区枢机主教、随军牧师库

              克在向美国随军牧师发表的公开信中强调“和平牧函并没有说核

              遏制战略是不道德，这种观点可以接受。”另一位大主教欧康纳

              则表示了对MX导弹、B1轰炸机以及星球大战计划的忧虑。他们

              对“核遏制战略是可以忍受的”的强调，使得保守派将和平牧函

              描述成支持单边核裁军的图谋落空。

            5)民族主义和反共派。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新奥尔良的菲利甫·汉

              纳，他公开批评这封主教牧函并且对起草委员会主席贝纳丁进行

              了攻击，宣称他违背了罗马教廷的意志。7”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最终的主教牧函中对核大战的谴责，对核遏制战略的

模糊表达，以及对冻结核武器运动的支持，是获得了前四派主教的支持。他们占

据了美国天主教主教团的绝大多数。最后的结果也是如此，美国天主教主教团在

通过三天辩论之后，以238: 9通过主教牧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显示了一个团

结的支持和平的神职人员群体。这与在面临堕胎等社会问题时，左右两翼的神职

人员发生的明显分歧显然不同，出现这种一致性根本的原因是圣经的和平观以及

天主教对生命的关注。

            2.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的局限性

    美国天主教在给予冻结核武器运动以道德权威和稳固支持团体的同时，也暴

露出其本身的局限性。

    (1)教会领袖与平信徒政治精英的意见分歧

    传统上人们认为美国政治精英的教派归属对他们的政治倾向和世界观有着

极其重要的影响，突出的例子就是前文所提到的天主教徒、前众议院议长蒂普噢

尼尔。赫茨克在《信仰与倾向:宗教选民与华盛顿精英》一文中也认为，国会议

员的宗教信仰对他们在美国政治和宗教生活中的态度具有决定性影响。’。但是平

信徒政治精英的政治倾向是由宗教信仰、教育背景、选区利益、个人经历等等众

多因素构成的，不能说宗教信仰构成了国会议员的投票倾向，只能说国会议员的

投票倾向和他的宗教信仰有一定的关系。fll此外，平信徒政治精英是否接受教会



领袖的政治观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支持冻结核武器运动的个案中，美国天主教会与他们的平信徒政治精英之

间分歧巨大。以众议员亨利.海德 (Henry Hyde)为代表的24名天主教国会议员

对天主教领袖提出了挑战。他们在主教牧函发表前，给该牧函起草委员会的贝纳

丁大主教写了一封题为《核时代的道德澄清:给天主教教俗人员的一封信》的公

开信，表示他们的反对态度，并且强烈谴责苏联。这封信件三易其稿，并且公开

出版来争取支持者签名。此外，里根政府内的天主教徒也对天主教神职人员进行

了反击。1982年7月，天主教徒、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威廉.P.克拉克(Wi工liam

P. Clark)致信给教皇代表，抱怨美国天主教会的公开信无视政府在军控方面的

努力。同年11月，克拉克以里根政府天主教发言人的姿态向285名美国天主教

主教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他“代表里根总统，舒尔茨国务卿，温伯格国防

部长，罗斯托署长以及其他行政官员，”努力说明行政当局的立场是有道德方面

的考虑的。克拉克信函坚持核威慑概念，并且极力渲染了里根政府有关军备控制

的倡议。此外，天主教徒、前劳工部长詹姆斯·麦克法登 (James McFadden)也

致信“美国天主教委员”表达自己的观点。他在信中警告美国天主教徒注意主教

们正把教会带离传统的天主教的立场。他说:“这一牧函草稿的后果是将教会政

治化。，，，2
    海德信件和克拉克信函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天主教平信徒政治精英和宗教领

袖之间的分歧:部分平信徒对宗教领袖的道德权威虽然无法置疑，但是对于宗教

领袖的具体政策建议则强烈反对，即出现了对宗教领袖的立场整体上肯定，但是

对具体措施和细节上加以反对的现象。从理论上看，这一点丝毫不令人奇怪。对

美国宗教史的研究表明“天主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美国的主流组织，那么它就不

得不迎合这个使教会衰落的社会。⋯⋯当天主教处于社会经济上处于弱势的时

候，他们代表着独特而相当团结的信徒，这些信徒接受教会的权威。现在很多美

国天主教徒，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并不觉得必须接受教会指示，更不用说它

的政治影响了。; 88J.p.亨特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宗派的依附关系减弱，宗

派认同对人们看世界的方式的影响也降低了。" 84因此，平信徒政治精英可以在肯

定宗教领袖的道德权威的同时，具有自己多元化的政治倾向，这就制约美国天主

教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

    (2) 普通平信徒的冷漠

    对美国天主教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最主要的手段— 塑造公共舆论来说，最

致命的威胁是普通平信徒不关心的态度。对塑造公共舆论运动来说，它的目标就

是改变公众在某些议题上的观点，因此目标群体应该是处在有效的宣传攻势之中

的。N.5美国天主教会选择的主要宣传渠道是教堂，通过各个教堂宣讲主教牧函的



方式来对普通平信徒进行宣传。因此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丝毫不令人奇怪了:最支

持主教牧函的人群是经常出席教堂活动的人。圣母大学对天主教教区生活所作的

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该项研究表明天主教的“福音派”— 经常出席教堂活动、

重视灵性并且和社会联系紧密的天主教徒，对削减军费开支和冻结核武器运动的

支持度更高。总得来说，与教区联系紧密的天主教徒对冻结核武器运动的支持度

要比天主教徒平均水平高出10-20个百分点。96在研究天主教大众对待核武器问

题的态度时，大多数分析家都认为对宗教越虔诚其对战争的反对就越强烈。与此

相对应的就是那些对宗教并不十分虔诚、出席教堂次数很少的普通平信徒，对关

于这一事件的公开辩论甚至牧函本身都知之甚少。而对于从媒体中获得消息的人

来说，他们是最不可能接受新信息的。他们固有的观点使得他们对新的信息刺激

产生了“免疫”功能。‘7这就导致了在信息传递过程中，有相当部分的天主教信

徒未能接受到教会领袖传来的信息，从而也无从响应。

    (3) 效用的短暂性

    由于美国天主教发布的主教牧函长达150页，绝大部分信徒都没有通读过全

文以及在政治领域教会对平信徒影响力的局限性，美国天主教在冻结核武器运动

期间发挥的作用出现了短暂性的特点。

    根据盖洛普1987年所作的调查，多达2/3的天主教徒表示未曾听说过该主

教牧函，另有5%表示不确定，只有29%的调查对象表示知道有该牧函的存在。当

在接下来的问题中对那些知道存在该牧函的调查对象进行了进一步调查，询问他

们是否支持该牧函的内容，57%的人表示赞成，29%不赞成，14%未表明态度。这

样总计下来全体天主教徒中不超过 17%的人接受了主教牧函所传递的信息。从

1980-1988所作的社会总体调查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了天主教徒在军备问题上出现

了一种回归美国社会平均水平的态势，显示出主教牧函仅仅在1983-1984这个期

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之后就处于衰落阶段。””(见图二)

                  1980-1988认为美国军费开支“太多”人数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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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二

(4) 缺乏专业技术团队

与美国天主教在道德权威方面的情况不同，在涉及到技术层面和立法层面的



时候，美国天主教缺乏专业团队来帮助他们。因为冻结核武器运动本身就涉及到

很多与核裁军有关的技术问题，比如如何实施有效的安全保障措施，如何在保持

战略平衡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削减。在进入立法程序之后，如何对国会议员进行

有效的游说，如何使用立法措词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美国天主教会之前涉及较少

的领域，而且从他们主教牧函起草委员会的组成来看，也主要是神职人员，其雇

佣的5名咨询人士也都是神学家BY，没有核技术和立法方面的专家，这就使得他

们在涉及了类似冻结核武器运动这类政策问题时，很难做出专业的回答，从而降

低了他们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的可信度。

    对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优势和劣势的探讨，也部分解释了冻结核

武器运动兴衰的原因。冻结核武器运动从它兴起开始就着三重的目标:

    1. 改变政府核政策。根据1981年3月冻结核武器运动第一次全国大会

          所宣布的计划来看，该运动的目标就是要让决策层实施冻结核武器计

          划。这一目标最终是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即使国会通过的关于冻结核

          武器的议案也是象征性，并没有确切的时间限制和约束力。

    2. 改变社会价值观。冻结核武器运动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改变社会

          价值观，为旧问题寻找新的解决办法，寻找新问题，或者把问题从私

          人领域带到公共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冻结核武器运动获得了极大

          的成功。

    3. 改变政策制定过程。冻结核武器运动的领袖们希望能够在传统是行政

          部门独占领域的核战略和军备控制问题中引入新的力量。他们在这方

          面的成功最明显的表现是国会发表了支持冻结核武器的决议，但是这

          一决议也再三声明“该决议的任何内容都不应该高于宪法规定的总统

          缔结条约的权力”，叨因此在这一方面只能说冻结核武器运动只是获得

          了象征性的胜利。

    美国天主教所具有的优势和局限性决定了冻结核武器运动在上述三个目标

上的得失。首先，美国天主教作为宗教组织的特性以及在立法和技术领域的专业

人士的缺乏，核政策之争对大多数普通天主教徒来说是未知领域。其次，改变社

会价值观是冻结核武器运动大获成功的方面，这与美国天主教发动的塑造公共舆

论运动密不可分，而天主教的道德权威地位以及神职领袖的高度团结都大大加强

了对社会的影响力，重新塑造很多受众的观点和看法。第三，在政策制定过程方

面，美国天主教与同教派政治精英的巨大分歧，制约了冻结核武器运动改变决策

模式的努力。



                                结论

    宗教组织在介入政治的过程中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非精英和非专业。非精英

指的是宗教组织所代表的群体。宗教组织通常代表的是自己的信徒或者支持者，

而研究表明非精英的阶层和群体，例如蓝领工人、少数民族等，是宗教组织最忠

诚支持者。“，非专业指的是宗教组织介入政治是以其价值观作为出发点，大多数

宗教游说者都用其特殊的宗教传统或政治行动主义的一套价值观来激励他们团

体。，2对很多宗教团体来来说，议题本身的技术问题和立法过程中的技巧对他们

来说都没有意义，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介入过程中体现自己的宗教价值观。对军

备控制议题来说，由于其本身政治决策的特点，更多的表现出需要理性的分析和

直接的精英沟通渠道。因此，宗教组织介入军备控制问题，就面临着精英和非精

英、专业与非专业的矛盾。

    从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该个案来看，美国天主教介入的理由最主

要的是其神学理论。这种神学理论是根植于其本身神学传统，根据时代变化提出

了核伦理。在介入方式方面，美国天主教依靠的主要不是对精英的游说，而是通

过对信徒发表主教牧函，改变教徒的观点来达到自己的政策目的。而对于冻结核

武器这一议题来说，从决策上来看，“党派斗争仅限于国内政治”这一原则很好

的维护了美国总统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权威，从而也就使得它基本上是属于美国政

治生活中非常精英化的议题。其次，冻结核武器运动涉及的技术问题，不如核查

机制互信机制的确立需要的专业知识，是一种理性的科学分析。因此从美国天主

教介入该议题的开始，精英与非精英、专业与非专业，这两个矛盾就成为了阻碍

其发挥作用的重大障碍。

    面对这样的困难，美国天主教也做出了自己的应对之策。首先，它以完善的

理论来阐述自己的道德主张，以对人类的关爱来作为其政策主张的基石。其次，

它采取和专业团体结盟的策略。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美国天主教与物理学家支

持社会责任委员会、军备控制律师联盟等专业团体结盟，用其盟友的专业性来加

强自身的地位。第三，它也加强了对政治精英的直接游说。在冻结核武器运动中，

美国天主教利用发布主教牧函的机会召开听证会，与天主教政治精英直接接触。

    这些举措取得相当的成效:美国天主教有力的巩固了自身核伦理方面的道德

权威地位，迫使持反对态度的里根政府接受它的道德主张。此外，天主教信徒的

观点也在神职人员的影响下出现了剧变，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社会在军控问

题上的民意。但是其失败之处也是明显的，正如在第四章所指出的，其政策目标

的失败、影响力的短暂性都暴露出了宗教游说本身的局限性。

    美国天主教介入冻结核武器运动这个个案说明，在军备控制领域，特别是以

裁军为目的的和平运动中，宗教组织在其中发挥的是提供道德源泉的作用，在某



种程度上可以改变民众对军备控制问题的态度，为军备控制赢得更多的支持者。

但是山于军备控制本身具有的专业化和精英化的特点，宗教组织只能通过间接的

影响公众舆论或直接游说个别政治精英的方式来对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一旦其对

立面采用接受其道德主张但否定政策建议的处理方式，宗教游说就面临着被边缘

化的危险，对公共舆论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迅速的丧失有效性。

    当然通过个案研究军备控制问题上宗教因素的作用有着很大的偶然性，对一

些诸如美国天主教自身特点所带来的影响是否在其他类似研究中有普遍意义还

有待研究。此外对宗教游说的其他手段，如利用政治精英的个人宗教经历来对决

策过程施加影响，也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在宗教因素与军备控制这一课题的研

究上，本文仅仅是一次尝试，希望能够引起学者们对军备控制中诸如宗教之类的

非军事因素的思考，不断拓宽研究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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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当我完成这篇论文时，首先涌上心头的是深深的感谢。回想着论文从开题到

完成，老师们给予我的帮助难以用言语表达。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 徐以弊教授。三年来，徐老师春风化雨般的教

诲，让我受益非浅。在这篇论文的写作中，从选题立意到谋篇布局乃至遣词造句，

我取得的点滴进步都和徐老师的悉心指点分不开。看着徐老师逐字逐句仔细修改

过的初稿，让我既心存感激，又倍感惭愧。

    同时也要感谢沈丁立老师对我的启发和所提的宝贵意见。沈老师精彩的军控

课程给我很大的启发，开拓了我的研究视野。而在我写出最初不成熟的部分章节

时，沈老师又给我热情的鼓励和宝贵的修改意见。

    感谢系里所有的老师，你们严谨的学术态度让我终生受益。你们对学生们的

关心和爱护是我们能够取得进步的源泉。

最后要感谢我的父母，没有他们对我含辛茹苦的培养和不计回报的支持，很

难想象我能够取得今天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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