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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宗泽的天主教救国思想

口李丽丽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中国香港)

摘要：“救国”问题是近代社会的主题。天主教在近代中国被称为“帝国主义先锋队”。徐宗泽(1886一

1947)是近代重要的中国天主教学者之一。徐氏从天主教教义层面一方面为天主教作辩护，一方面则致力于唤

醒教友的爱国意识。本文以“救国”为主题，整理不同时期他关于救国问题的论述。笔者尝试系统地勾勒出他

所构建的救国观：首先由人的“现世暂福”证国家之重要性，其次以“家”喻“国”辩“爱国心志”。最后则提

出“抗战”乃天主“预见顸许”的公义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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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宗泽(1886一1947)乃名门之后，是徐光启的十二

世孙，也是近代中国天主教界的重要学者之一。1905年，

他参加科举考试，举秀才。科举制被废后，追随家族信仰，

成为耶稣会初学院修士。【l】继而，游学于欧美，期间晋升

为司铎，并获神哲学博士。此后回国服务中国天主教事业，

任上海徐家汇藏书楼主任和经；教杂志》主编。 “其学精

中西，不但能介绍代表西方文化最高峰之神学，且能发扬

中国固有之文化道德，其所著《神学提纲》⋯⋯为空前创

制，贡献巨甚。(2】因此，探讨徐宗泽从天主教教义层面提

出的救国思想无疑对汉语语境的中国天主教社会思想史研

究有重要意义。

甲午战争的失败让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愈发意识到“救

亡图存”是首要的社会任务。20世纪初，梁启超最先将

“国家”观念引入中国，宣扬了西方国家主义思潮中的“国

家至上”、“民族至上”观点，从此， “爱国主义”在中国

大行其道。在此时代背景中，天主教传教士被指责为“帝

国主义先锋队”。教友们则更被扣上“帝国主义的走狗”称

号。【3’这其中有复杂的历史原因，而更为根本的是天主教

教义与近代中国时势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为：一是以大

公主义(Cath曲citv)为标识的天主教与民族危亡时期“国

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国家观相矛盾；一是罗马教廷当时主

张教友对世俗政治事务持消极对待的态度，则引起反教人

士籍“不能谈论政治”为由责难天主教教友在民族危亡时

刻对国事漠不关心。

国家主义思潮(Nationalism)19世纪在欧洲各国兴起，

20世纪初由梁启超引入中国。罗马教廷从开始就对该思潮

不抱好感，源于该思潮在鼓励意大利成立民族国家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1922年，庇护十一世(PiusⅪ)颁布了

《深奥难名》 (Ubi arcano)通谕，将此思潮定为一种“过

火的”国家主义，应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国际精神。

秉此精神，在20世纪20年代，徐氏针对国家主义思潮发表的

文章中，多是照本宣科地按官方立场劝诫教友。 “浅视之，

似国家主义实为爱国主义之代名词；然而有不同之点”，

“完全为这国家而牺牲，⋯⋯民生，个人，家族，人类都是

牺牲品了”，“要而论之：国家主义乃一种绝对底爱国思想，

出于正理底范围”。㈨

此时，徐宗泽尚未意识到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 “国

家主义乃一贫弱国的国民，见内或外患，迫集中己国，遂发

生爱国心、救国心，欲奋振己国也”。㈤在这个阶段中，

徐氏从一开始，他就提倡国家主义中的爱国思想， “国家主

义苟爱国而有理性以范围之，甚合乎正道者也。持国家主义

者尤亟以宣扬国光，拥护国格，使吾国在列强中有光荣之地

位，此亦合于理性，为国民者所当尽之本分也”。[6】

九一八事变后，他逐渐意识到了中国正面临着一场“亡

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就此提出国家天生就拥有造物主所赋

予的独立自主和不受侵犯的主权。徐认为组成国家的核心在

“国家当有统权”，因为国家的宗向在“为人民谋现世之幸

福”，而“欲达到此宗向，不能不有一有权者”。纵观国家发

展史可知国家“皆有一统权”，而“统权”又来自造物主，

因而不可侵犯，“造物主为权柄之最终原因”。以此为铺垫，

他进一步地明确其中国家与教会之间微妙关系的处理。20世

纪初的中国正致力于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这无疑激化天主

教在中国的“国家与教会关系”矛盾的一面。在提升国家地

位和主张国家主权独立之同时，必然产生应如何平衡国家与

教会的天平之问题，教友又应如何调和“爱国”和“爱教”

之两难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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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看来，最高“统权”是主权，它的特征在“独立”，

不隶属于别的权力之下，徐有两点看法：一是教皇主权与

耶稣基利斯督之主权不同， “缘耶稣创立圣教会，其权天主

而人之权也”，教皇仅为代管之权，还不是天主之权。另一

则是教皇之权仅关涉“关于神灵超性之事”范围；而国家遵

照人伦伦序，管治人类伦序之世俗事务。

至于国家与教会之间的交往则应以遵守互相尊重各自

“相对地独立主权”为前提。具体而言有三个原则：【7)

“一，纯然在圣教会范围中之事，则圣教会独有其权，国家

不能置啄；二，凡纯然在国家范围之事，圣教会亦不可顾

问；三，凡事有关于圣教会及国家者，则彼此间互商互助，

亦不妨害彼此权利为前提，惟圣教会保有其指导训诲之权”。

按此，他主张政教分离，相对独立，但应相互协调合作。

进而他劝诫教友不要将国家与教会视为分庭抗礼之对立

体，教友入教并不代表他放弃国民资格及其应有的国民权利

义务，在教信友受治于教皇、主教和神长仅是依神事而言。

天主教教友具备“基利斯当(Cbsti蚰s)国民”的双重资格。

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徐遵循天主教传统的训导而

主张应以“和平之法”实践爱国，“欲中国民族之振兴，打

倒帝国主义，诚为国民急要之任务；然打倒之法，终须出以

和平，范以正道”。㈨其中，不能忽视的原因是在徐宗泽

年代的罗马教廷主要倾向于以谈和平代替“公义战争”之必

要性。然而，至七七事变，他对战争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

变，化被动劝阻为鼓励主动参与， “战争能为复兴民族，复

新民德之至善机会”。

简言之，徐的救国方案之形成历经了三个阶段：意识到

“国家”的重要性后，致力于唤醒中国天主教教友的“爱国

心志”，至抗日战争时期则提出了以战争的方式来表达爱国

之情。由上论述我们还可看出，但凡论及“救国”问题，无

论国家主义还是战争救国，都不同程度地与当时天主教的官

方立场存在冲突。而徐氏的救国思想正是在为这些冲突、矛

盾提供教义上的解读形成，以适应中国处境对天主教教义的

需求。

在徐氏救国方案的指导下，他首先通过指出实现人的

“现世暂福”之重要性来论证“国家”在天主教教义中亦有

其独特地位。“梵二”前，教廷强调人在“天国”的生活，

教会对人在现世的利益持消极否定态度，多关心人在精神方

面的事情。徐氏在《天主造物·四末论》中就提出天主造人

的终向是人死后到天国享受“天福永福”， “人生在世，原

为升天享福，死时灵魂上有圣宠，无旧污之洗伐，则升天

国”，则人生“终点之所向，身后之福耳”。然而，在此基础

上，他还提出了人只有在现世实现“暂福”才能“梯及”于

“身后”的永福，以现世“暂福”与永福、天福的实现之问

的关系突出人在现世的幸福之意义，“⋯⋯身前之世福，暂

福，苟善用之，即能梯及身后之天福，永福”。并且“人为

肉体与灵魂的结合”，则世福与永福之间为隶属关系。他取

奥古斯丁之灵魂不灭说，指“灵魂为神体⋯⋯离开物质而能

存在，而能工作。⋯⋯虽肉身死亡，而仍自然存在⋯⋯即所

谓之不死不灭”。[9】人死后的“永福”之载体主要在人的

灵魂。于是，人可因其灵魂的不死不灭而使现世得到的幸福

递延至后世从。

在论证了人应重视现世生活的幸福后，徐氏指出国家在

实现现世幸福中扮演重要角色。在徐看来，国家是最完备的

社会，是辅助人实现“世福、暂福”的最理想组织形式。他

虽没直接表明“国家至上”，但他已充分论证了保障国家正

常运作的必要性，虽然“未有国之先，已有其为人之权”，

只是“有国，而更得其保障”。

必须说明的是，按照同时期天主教官方的立场，人与国

家的关系应是“在这个阶段(现世生活)，我们亦不能求助

于国家”。可见，当时罗马教廷不仅对人在现世生活的价值

消极对待，并且不鼓励鼓吹国家对于个人权利实现的价值。

而通过上述分析，徐氏给出了适应中国救亡时期的天主教

“国家观”诠释，即在现世是人享“永福”的必经途径基础上

提出国家是保证全人类“世福”得以实现的“最完备”组织。

其次，徐宗泽采用了以“家”喻“国”的思路来为教友

应具备“爱国心志”进行辩护。当时的天主教官方教义稻断

事》通谕，强调“家庭权利先于国家”，家庭是最先的“社

会”形式，⋯⋯家庭的权利义务自然地先于国家。然而，20

世纪上半期，近代中国的“国家优先”使得家庭显得微不足

道，这与重人权和家庭权利的天主教教义难以协调。此时，

徐一方面要为天主教官方立场作辩护，即为天主教家庭观念

提供新的论证。另一方面处于民族危亡的中国局势又促使他

意识到要唤醒教友们爱国情怀。

在“国族”、“民族”年代，徐氏提出家庭仍有其时代

意义：一是家庭“涉及于国族民族之兴亡”，因“有好家庭，

乃有好社会，好国家”；一是家庭产生于具超性意义的婚姻

圣事，从而家庭在天主教教义体系中具超性价值，而此超性

意义使得她的“根基”地位可超越时代变迁之考验。接着，

他以自然律诠释了家庭“先于”国家之说法。“夫有万物，

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家庭；家庭者夫妇子女所组成”， “家庭非

他，社会之细胞”。

在他看来，家庭“先于”国家产生，国家实则为更完

善、更大的家庭， “国家之观念由家庭与家乡之观念，扩

大而成；盖集家而成一乡一县一国；故国者家之扩张体

也”。⋯’由此他提出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存有对“家”的强

烈依恋感， “我之家屋，令我兴起我家婚丧喜庆之种种纪

念；我家之一几一桌，一门一户，莫不与我以甘饴之安慰；

令我居之而不忍他适也”。【u)此“恋家”之情很大程度形

成于中国家庭“家人”间关系的紧密， “家中之一切大小事

情。⋯⋯与我皆一体相关”，则爱国心亦是在国家与国民之

紧密关系上发生。同理而推之，此“爱家”之情必会衍生出

“爱国”之心。就此他提出了“爱国心”论说：“国家之心

志，其最要者爱国心。⋯⋯爱国心，即是爱吾所生，所居，

所长之国。”沁】 “国与有我之休戚相关，无异家之与我；

我之当爱国，无异之当然爱家。⋯⋯故我亦当以相同之爱，

爱我国之人民，土地，主权，犹爱我家之人，我家之物，我

家之事也。．．．⋯只要爱，合乎理，顺乎性，不侵犯公义，不

违背公理，则无往而非是也”。

在此，以爱家之情通感于爱国之心， “故爱国心即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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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心之扩大者；人有不爱其家者，即无有不爱其国者。故日

爱家，即于爱国：爱家族，即是爱国族，爱民族”。【圩】就

此思路，他论证了国家具其独立主权的正当性。家庭有“一

家之长”，有“父权”，而扩张至“大家庭”的国家，其“血

缘关系无从可考⋯⋯惟政治关系，即受治于同一之统权，而

成一国族”。

在以上的诠释中，徐氏并未否定天主教家庭观，只是他

还从中国处境中突出教友更应有其“爱国心志”。在重申家

庭地位的同时，他呼吁教友以“爱家”的情感唤醒教友保家

卫国的爱国心，实际上，徐宗泽的爱国论说是围绕着调和天

主教教义与近代中国于家庭权利与国家权力问题上的分歧而

展开。

最后，他提出了“抗战”是天主“预见预许”的“紧

要”“公义”之战，则身为中国天主教友则应主动参与于抗

日战争中。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思潮随之兴起。中国面

临“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此时，爱国心更突出表现在抗

日战争上。然而，天主教教义向来主张和平，反对武力战

争。尤其在20世纪上半期，尤其在经历“一战”冲击后，罗

马教廷对战争愈发反感、排斥。【Ⅲ国内质疑天主教反战

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就此指责中国天主教反对抗日。

徐氏视战争为“变态”社会现象， “战争为扰乱社会和

平，人类伦序之天大祸患，故当极端以避免之”。战争根源

于天主赋予人的自由意志，是人因私欲滥用其自由之权所造

成。然而， “抗战”虽不由天主所造，亦不为天所欲，却早

已为天主所预知、预许。“将来之事情既属于人自由之意

志，则事情未实有之前，则人之意志常能自由”，然天主

“为无穷美善⋯⋯无始无终，永远常然，固无过去，现在，

将来之区别”，“人所兴起之战争，⋯⋯天主在无始之始，

固已预见之”。m】天主“全能”，可阻挡战争发生，但既

给予人以自由选择权，则尊重之，此为天主所“预许”。

同时，徐亦指出发动抗战却非人为的“祸端”。考虑到

战争既“由人而兴”，“故战争可从人方面以观察之”。天主

赋予人之自主之权，人既可为善立功，亦可兴祸患，凭人自

由意志之选择。根据参与战争之人的动机，战争可分“无理

觉情冲动”和“合理尽义”之战。其中，“合理尽义”战争

是指“以保护被侵之权利，与夫维持社会秩序之宗旨而战”。

在此，他以奥古斯丁的战争观为天主教传统立场，重新提出

“公义之战” (Just wd的合法性， “然有时为恢复被侵

犯之公义与正理，战争亦有不得不然者”。

徐宗泽结合中国的时势提出“紧要”战争观。“紧要”。

意为“最后关头”， “不得不”。具体指三个因素：(撕1

“一。一国之独立主权被蹂躏时；二，一国国土之完整被侵

略时；三，一国当有之尊敬及光荣被侮辱时”。而战争一旦

成为“紧要”，则为光荣之事， “战为而求恢复国家不能不

有之幸福”，其中“国家不能不有之幸福”实则为国家在国

际法上应享的独立主权。 “紧要”战争观突出了保卫中国主

权完整和民族独立之迫切性，这就从抗战发动的原因上说明

了“抗战”为“公义”之战。则参与抗战不妨害人们得“身

后永福”，源于天主对此作了“转祸为福”的安排， “天主

注意于我人本性上的事，如超性上的事一般，不过有从属之

别，先后之次序”。抗战是“公义之战”。则支持抗日战争必

可在“将来的天国得赏报”。

徐氏将抗日战争总括为： “非天主所欲，天主不过不欲

妨害人之自主权而准许之耳；但此准许亦在天主上智布置之

中，故与天主上智不相抵触；天主且能从战争之祸，造福于

人也。”【17】他通过赏善罚恶之功劳论呼吁、劝说教友和人

们更多地支持并参与抗日战争。相较而言，当时罗马教廷对

“战争”无明确的官方立场，教宗庇护十二世1939年发表的

《圣善甘美》通谕(IIl questo giomo)也因波兰战事而批

判战争呼吁和平， “公义战争”的说法反被搁置。

综上而论。徐宗泽针对中国救国问题提出了不少与当时

官方天主教社会训导立场不相一致的观点。可见，徐氏的天

主教救国思想对当时教廷态度所造成的限制作了一些“中国

化”的变通以适应中国处境的需要。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徐

宗泽是在当时天主教官方教义颁布的社刽Il导基础上提出他
的“中国化”调整主张。而他的调整正是为了维持天主教信

仰不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才作出具前瞻性的调适、尝试。就

此可言，徐氏的“中国化”救国思想并没有导致对天主教传

统忽视、抛弃甚至背离传统。而正如西格·伯尔曼(sigurd

Berl釉ann)所提出， “应以一个动态的视角理解‘传统”。

应重新审视的是“传统”概念本身，即传统并不意味着永恒

不变，而应在变化与延续之中保持。【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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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文献(1条)

1.学位论文 徐文华 徐宗泽的生平著述及其思想研究 2005
    徐宗泽是近代外国耶稣会在上海培养的一名天主教知识分子，作为明末清初中国“天主教三柱石”之一徐光启的第十二世孙，他在20世纪上半叶的

中国天主教会内可谓贡献突出。他编辑出版了《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明清耶稣会译著提要》等历史著作，奠定了他是近代较早开始研究中国天

主教史的历史学家的地位。徐宗泽还长期担任徐家汇藏书楼馆长，在担任馆长期间他积极收集各地地方志，利用其职任之便支持近代学人的一些文化研

究工作。此外，他还在1923-1938年间主编了近代上海耶稣会机会报《圣教杂志》，《圣教杂志》是一份在近代公教报刊界中影响较大的杂志，徐宗泽担

任主编后使其内容更加丰富，注重与读者间的沟通，使杂志呈现出世俗化、大众化的倾向。《圣教杂志》与徐宗泽一生的传教事业密不可分，他在杂志

上发表了大量关于宗教、哲学、教育、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文章。

    本文的徐宗泽思想研究一部分在收集整理他各类文章的基础上，着重分析了他的宗教教育及社会政治两方面的思想。处在20世纪中国天主教本土化

运动的历史大背景下，徐宗泽对当时公教教育界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是近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众多支持者中一个默默无闻的实践者

。同时，徐宗泽从公教角度对国家观、劳工问题、三民主义、战争与爱国等社会政治问题进行了分析，表现出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社会改良意识及强

烈的爱国心，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总体而言，徐宗泽的生平著述及思想体现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于文化的关怀，作为一个宗教信徒对于宗教信仰

的虔诚，作为中国天主教内的一个文化工作者，用自己的行动支持近代中国天主教本土化运动。这些都使徐宗泽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天主教知识分子中

具有较强的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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