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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天主教中的传统主义4

徐力源 曾 强

1962—1965年期间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大公

会(以下简称“梵二”)导致罗马天主教内部出现严

重的分裂，传统主义者指责教廷“变节”和“不公

正”，已经向“自由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犹太

复国主义”的影响投降，并且正在“摧毁”罗马天主

教的信仰。传统主义的天主教徒与罗马教廷之间的

对抗常常被媒体描绘成一个旨在挽救“旧弥撒”的

怀旧运动。o尽管媒体如此轻描淡写，但事实上这一

冲突的性质复杂且深刻——既是对“梵二”的意义

和有效性的挑战，也是对定义天主教性质的权力和

权威的挑战。同时，“传统主义”也是一种抗议，抗

议天主教迷失自己的认同，丧失了自己在社会、文化

和政治领域中的主导权。

罗马天主教传统主义运动的缘起

随着“梵二”所主张的改革的深入展开，对于许

多保守的天主教徒来说，“更新”(ag西om—ento)一

词的意思就是根本地和“带着矛盾的心情”背离原

来被认为构成罗马天主教之精髓的许多理论、教规

和精神生活信条。伴随着改革(特别是仪式方面的

改革)而出现的“矫枉过正”现象和“梵二”后出现的

冲突、对立及体制紊乱，进一步加剧了这些人对“更

新”具有危险的忧虑。

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天主教徒中出现了一

种新的“地下教会”。这些团体拥有人数众多的反

叛教徒和“野猫”(wildcat)教区，顽固地坚持传统的

圣礼形式和信仰行为，坚持“纯洁的”、“原装的”理

论和教义，坚持被他们视为天主教核心圣礼仪式的

“拉丁特兰托基督献身弥撒”。到了70年代中期，

传统主义运动已成为一个全世界范围的现象。天主

教改革派指责传统主义分子拒绝放弃“旧弥撒”就

是“渴望分离”。o教皇保罗六世也亲自宣布，传统主

义的天主教徒公然以坚持“梵二”前的崇拜形式反

叛教会并且顽固抵制“更新”，他们“不再服从彼得

的继承人，不再与彼得的继承人交往，因此也就置身

于教会之外了”。⋯

1988年6月30日，83岁的法国大主教马塞

尔·勒菲弗在瑞士的埃科内为4位神甫主持了授予

他们罗马天主教主教职位的仪式。这次未经教廷批

准的授职仪式致使勒菲弗、他授职的新主教和他的

“圣庇护十世修会”的伞体成员都被开除了教籍，从

而引发了罗马天主教会的一次大分裂。埃科内这次

富有戏剧性的授职仪式绝非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

一个自称“罗马天主教传统主义”的运动与罗马教

廷之间长达20年之久对抗的一个高潮，同时也表明

了后“梵二”时代这场分裂天主教徒的冲突范围有

多么的广泛。

一、传统主义运动的规模。当今的天主教传统

主义是一个国际性的、分散的、组织松散的蒙太奇。

尽管传统主义的规模不像“天主教灵恩复兴”等其

他后“梵二”运动的规模那么大，但传统主义的势力

在20世纪最后25年里稳步发展。据梵蒂冈估计，

全世界的传统主义活跃分子大约有6—8万人。“可

以说，这个数字估得低了，而且没有把许多未加入传

统主义团体但却同情和支持传统主义的天主教徒计

算在内。再有就是人们普遍认为，传统主义在欧洲

(特别是在法国)要比在美国规模更大，而且也更

+本文摘译自美国芝加哥大学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有关宗
教原教旨主义的大型系列丛书之一《对原教旨主义的观察》，作者劳
威廉·D·丁格斯系美国天主教大学神学及宗教研究学院副教授，

1983年获美国堪萨斯大学美国研究博士学位。
①所谓“旧弥撒”就是指“特兰托主教会议”(1545—1563年)

之后教皇庇护五世颁布的教皇饬令所规定的“拉丁特兰托”仪式。
② “n粕pt鲥on8toIdd出v”，^删r妇．24 March 1973．p 262

③枷如毋口m胁硎球抽种，vd 1(Dicki舶蚰．1h：Ange—

luB Press，1979)，P．176．

④ 蜥n utu哂洲As驯imion Ngw8ldt盯32(M唧h 1989)，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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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跃。美国罗马天主教传统主义的活跃分子大约

有l—1．5万人。①

关于传统主义运动规模的线索还有一条，那就

是勒菲弗大主教的神甫团的规模，这个神甫团是最

大的、备受媒体关注的传统主义组织。截止1986

年，勒菲弗共任命了250名传统主义神甫。他的

“圣庇护十世修会”掌握着一个遍布世界(23个国

家)的组织网络，有学校、小修道院和宗教基金会

等，其中包括339个教堂和分别设在瑞士、西德、美

国、法国、澳大利业、阿根廷等国的6所神学院，为当

神甫而就学的学生超过了250名。②

二、传统主义在美国的表现形式。美国的罗马

天主教传统主义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梵二”

以后形成的传统主义教区，有许多起初是设在家里、

宾馆里或者会所里，后来才找到了合适的场所。然

而，这些教区的神甫不加入任何正式的传统主义组

织。虽然这些神甫有的离职休假，有的被当地主教

停了职，但依然在积极履行神甫的职务，属下教民从

几十个到几百个不等，成为传统主义的支持基础。

在美国，雨果-凯尔纳、劳伦斯-布里、威廉·

F·斯特罗吉、索朗热·赫兹等都是最著名的传统

主义辩护士，他们出版了大量反对“梵二”的刊物，

就天主教理论、仪式改革、捍卫“特兰托仪式”等各

种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⑨由瓦尔特·马特在明尼

苏达州圣保罗市出版的刊物《残余》是美国最老的

传统主义刊物，在“梵二”之后的10年中，《残余》杂

志在把美国新兴的传统主义运动与欧洲的传统主义

运动联合起来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尽管马特的

刊物不属于任何传统主义组织，但在勒菲弗大主教

在美国建立起自己的总部和刊物之前却逐步发展成

勒菲弗大主教非正式的代言人。@辟管马特显然支

持传统主义的事业，但他一直保持着独立的地位，并

在传统主义运动内保持温和的声音，但也反对传统

主义者对教皇进行尖锐的抨击。

除了独立的小教堂和反对“梵二”的刊物之外，

美国天主教传统主义的诉求还体现在一些准教会组

织的活动之中。这些准教会组织包括“天主教传统

主义运动”、“正统罗马天主教运动”、“传统天主教

徒”、“美国罗马天主教徒”、“美国传统天主教徒”、

“天主教特兰托联盟”、“圣庇护五世修会”、“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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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主义者联盟”、勒菲弗大主教的“圣庇护十世修

会”等。固其中的“天主教传统主义运动”和“正统

罗马天主教运动”是美国最早动员起传统主义不满

情绪的团体，而且曾发挥过关键作用。这两个组织

以及勒菲弗大主教的“圣庇护十世修会”都是最引

人注目的传统主义组织，尽管前两个组织不如后一

个组织那么显眼。

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

尽管天主教传统主义是一种与现代主义神学相

对立的世界观，但却没有一个完全统一的意识形态。

在“梵二”、教皇的权威、新的弥撒仪式等问题上，并

非所有自称为传统主义者的天主教徒都持相同的立

场。在各种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使得传统主义者四分

五裂，无法有效地利用他们的组织资源，而且也不能

形成一个统一的国际性运动。此外，不同的传统主

义团体具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动机，这往往体现在它

们各自不同的关注和方向上。同时，还必须把传统

主义意识形态看成是动态的，并且是在以一种辨证

的、越来越激进化的方式发展着的。实际上，传统主

义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和宗教变迁的回应，是对教会

当局对传统主义运动的反应的回成，而且也是对组

织需要的回应。

一、作为传统主义先驱的完整主义。天主教传

①这十数宁根据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研究得出
的。参见wⅢi咖D DJ“舻s，“c甜ldlc 7r刊i【阳a‰⋯Ame五ca：A
study 0fthe Renmant F缸曲1”，(Ph D出ss，№ive砖i‘y of K⋯s．
19831．

②7k^增砒Ⅱ9，A“印n1986，P 5；Julyl988，P_52．

③ 参见MichⅡd Davi鸬，L“l上，咖l胁fⅡ幽n：曲⋯j岛嘶
0r如r(New R∞h扎，M Y：A“i“g【0n House．1976)；“m啦一以胁耻
h如Ⅱ：Pope如hj c0痢f(New R0cheⅡe，M Y：Adin咖n House．

1977)；＆砷记帆d胁舶od机胁ec。疏缸”矾“尚(Devon：A“驴一
tme Pul)】Ishi岵coo甲龃y，1977)；却。如一n Pm埘田钟f蜘如℃，3御如
(Dicklnson，T旺：Ange】us Pmss，1979—1983)，p 198；脚B凡“々
胁w村o∞(Dick删on．Th．：A“gelus P鹏．1980)；The R0皿明彤把

Deg帅yed(舢gIledne P珊pllln，1978)；z‰fnm¨枷0，n一“im

(b00kIel)(s缸nt Paul，MiI】Ⅱ．，Re皿阻lP工e88 Rep五nt，1978)戴维斯

先生还为《残余》(仙e R㈣ijij螽羹毫雾曲币：蚩霎主萼茎耋薹茎
为《残余》(仙e

R㈣ant)写r许多文章，并经常发表维护传 统主望事业的言论和文章。④19

75年，勒菲弗大主教亲自向马特道谢，感谢他发表有关传统主

义活动的消息，表示如果投有这个刊物“就无法让我们的美国朋友

了解传统主义的活动”。参见《残余》，1975年10月lJ日，第14页 。⑤在过

去的25年中兴起的这类组织数量太多，种类A繁．无法在这里一一列举，详细情况见詹斯基的《目录》(Jansky，Dt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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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主义是在“梵二”之后以分散的和分隔的方式发

展起来的。传统主义运动不像“天主教灵恩复兴运

动”那样有～条统一的发展路线，而且也不能简单地

归因于一个单一的历史事件或社会事件，尽管传统主

义运动的兴起显然与“梵二”及其改革所引起的危机

有关。与处于形成阶段的新教原教旨主义一样，传统

主义的动因是：寻找失去的宗教认同，对于迅速发生

的社会和宗教变迁高度不安，与天主教传统失去联

系，以及对信仰和道德的坚定信念遭到侵蚀。

传统主义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是一个宗教抗

议运动，是对所谓虚假教义的传播的一种反应。因

此，传统主义既表明了天主教在现代文化中的危机

状态，同时也是针对这一危机的一种有组织的、一致

的反应。具体地说，传统主义突H{强调从前的宗教

身份和宗教方向的支撑力量，从前的宗教身份和宗

教方向是当时许多天主教徒所习以为常的。从这一

点来看，其最显著的形式与20世纪初天主教的完整

主义f一分相似。①

后“梵二”传统主义充分利用完整主义的遗产，

对教会中的任何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苗头大加挞

伐，以一种静态的、无视历史的方式对待传统，将教

廷的某些文告绝对化，反对泛基督教主义，倡导独尊

各种流派的经院神学和社会保守主义。完整主义派

大肆宣扬教会内部存在着颠覆和阴谋，这也为传统

主义夭主教徒解释“梵二”后出现的负而发展提供

了一个现成的和明确的说辞。

二、“正确信念”。不管公众的感觉如何，天主

教传统主义并不是一个因留恋过去的繁琐仪式而发

起的运动，也不是一场围绕着如何处置异见教士及

其支持者的问题而展开的斗争。天主教传统主义既

非纪律或法律问题，也不是一种天真或无知的形式，

而是一种激进的、自觉的和反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

然而，天主教传统主义所蕴涵的原教旨主义动力不

能只在其反现代主义的《圣经》注释学内涵中去寻

找，而是还要从“正确信念”在传统主义的自我理解

中的突出地位以及保持和理解“正确信念”的方式

中去寻找。

“正确信念”在传统主义宗教自我理解中的优先

地位以及由此导致的与虚假教义的斗争，是传统主义

运动向教廷权力机构宣战的真正原因。“正确信念”

在传统主义宗教自我理解中的优先地位，也体现在围

绕着仪式改革和实行新的弥撒仪式所展开的争论上。

传统主义派认为，新弥撒从教义上讲是错误的。他们

声称，新弥撒是危险的、恶劣的，因为从神学的角度来

说新弥撒遭到了污染，是一个“新教”的仪式、“杂种”

的仪式，已经不再传达特兰托大公会所确立的天主教

圣餐教义。按照“祈祷法代表信仰法”这一神学格言，

新的弥撒仪式应该被加以拒绝，因为它代表了～种不

同的信仰，一种异教的信仰。②

三、客观主义。除了一个高度认知性的敏义取

向之外，传统主义的宗教自我理解还有一个标志，那

就是极端的宗教客观主义倾向和高度的超自然主义

感。宗教领域的这种极端客观性，意味着人把宗教

当作“身外之物”——永恒的真理以脱离任何其他

宗教源泉的形式贮存着。永恒的真理是附加的、具

体化的、成文的、固定的，完全不受历史或文化的影

响。在新教的原教旨主义中，《圣经》就是最切实和

最具权威的源泉。《圣经》没有错误，没有缺陷，是

神圣真理的“惟一真正的见证”。由于《圣经》是客

观的、没有中介、是附加的，因此是一个封闭的注释

循环。《圣经》自己解释自己。这一取向中所隐含

的认知是，信仰是一个认识对象(而不是信任的对

象)，在宗教问题上，人不是“世界缔造者”。④

灭主教的传统主义也有相似的客观主义倾向，

具体表现就是天主教传统主义把教会视为一个基本

上不受人的经验影响的、因此“不可能发生变化”的

机构。传统主义认为，信仰对于天主教徒来说是实在

的、客观的，不受人的主观影响；信仰是个只需要人

“顺从”的东西。在神学论述中，真理不是由人的头脑

产生的，而是“来自外部世界”的东西。勒菲弗大主教

①完整主义是20世纪初罗马教会领导层引对《圣经》进行的
历史研究和文宁研究、达尔文的进化论、自由民主制和欧洲盛行的反

教权思想等现代异端发起的‘场运动。
②传统丰义对新弥撒的攻击包括：。1s Lk h由sa商6ce 0f‰

Mas8 BemgD吲聊ed ln Amei叫”(Tme M村B T却es，IIlc．，n．d)；

W吐er M M舭．“Quest⋯abo毗tlle N洲O工do Mi一”№mn蛐【Sun—pl⋯t(1970)；w盐＆m s昀fje．“1kⅣew Masg lnval砌B∞au8e 0f D争

Bmt 0fIIltention”(sh∞如，Ore即n)(】972)；“The Gre吐Decep血n”

(Allgdu9 shop Re一Ⅱt肿10，n d)；P“矗I{e唧0lnlor，p娜￡珏
nf昭觑％fi嘶(R一，N盯：A山姐够ills，1969)；h D毋砷e矿￡k

凡‘驰(Mas8印oqIlaPaIk，New York：C佣fHn岍1h 0f。lⅧnl彻d Cm}10li—

cIsm，1974)，eBp 4．帆“The Nmms 0fdo Ml蛳”，pP 29一125

③B拼，凡nd姗mf确，P 313另外参见Pe附Be。gcr，m
S伽蒯＆唧y，New Y¨出：DoIlbled州Anchor，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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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人没有建设或创造真理，人只不过是“接受真

理”罢了。④传统主义对信仰“宝藏”的表述是：一个

完全脱离主观性、历史背景或社会文化环境的“事

实”——这与后“梵二”教会的教会学和神学中弥漫

的“主观主义”和“自然主义”形成鲜明的对照。因

此，超自然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和附加的领域，主宰着

所有生命，通过奇迹和异常事件发生着作用。

这种高度客观化的倾向在仪式之争中表现得尤

其明显，再次表明了这一问题在对传统主义运动的

病因分析中占有中心位置。传统主义言论把“特兰

托弥撒”当作一个基本上不受主观因素或文化因素

影响的仪式，认为“特兰托弥撒”是“永恒的弥撒”。

相反，新的仪式则是“人为制造”的，是一个“水平

的”而不是垂直的礼拜方式。

四、精英主义和排他主义。传统主义意识形态

还有一个特征，那就是精英主义和排他主义的倾向，

其标志就是将教会截然分成“真正的”教会和“虚假

的”教会，宣称天主教是“真正的教会”，否定所有

“危害”天主教这一地位的泛基督教倡议或努力。

在恢复“基督秩序”的旗帜下，像勒菲弗大主教这样

的传统主义辩护士们呼吁维护天主教对整个社会和

政治领域的领导权。

展现传统主义自我理解的形象化描述，基本上

都是自我贬斥与追求神圣和呼唤精神英雄主义的结

合。这样的主题被安置在一个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

情境中。传统主义者把自己描绘为受到围攻的“残

余教徒”，在一个普遍叛教和遭受“神罚”的时刻坚

持着纯洁无暇的信仰。他们是“上帝的小民”，他们

虔诚地维护“真正的弥撒”，旨在拯救真正的教会。

正如芬顿神父所说：“尽管我们所剩无几，但我们受

到无限的保佑；尽管我们微不足道，但我们充当了上

帝的人力工具，保持和捍卫着我们的神圣信仰。”②

传统主义分子中的精英主义和排他主义倾向还

表现为他们决意要垄断所有的宗教现实。因此，传

统主义者并不把自己的事业当作一个多元论的天主

教教会学之内的一个选择，而是当作惟一可以取代

现代主义“梵二”教会的罗马天主教会。传统主义

的身份常常是在后“梵二”教会的“错误和背离”的

衬托下加以确定的；传统主义者把信仰遗产视为某

种纯正的和没有受到腐蚀的东西。也就是说，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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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主义者才保持着与那个真正教会的连续性。在

这样一个精英主义一排他主义的框架内发生作用

的，是一个双选理论：天主教是一个真正的宗教；传

统主义者是绝无仅有的真正的天主教徒。

精英主义和排他主义的冲动还表现在传统主义

对所有泛基督教主张和各种宗教对话运动的憎恶态

度上。③传统主义辩护士反复抨击“梵二”接受宗教

自由原则是“伪泛基督教主义”，是兜售“假宗教”和

腐蚀天主教的“战斗精神”的“丑行”。泛基督教主

义者主张并呼吁与其他宗教的人民合作建立一个更

美好的世界，这被认为有损天主教的排他主义主张，

与教会以前在这一问题上的教导相抵触。@

五、行动取向。传统主义还是一种具有行动倾

向的意识形态，它不仅寻求在天主教传统框架内陈

述教会学，而且还诋毁和排斥所有其他教会学的立

场。在传统主义的辩论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是关于精

神战争和使命的论述。拯救“真正教会”的运动被

宣扬成“圣战”，从而把传统主义的事业放到了为真

理和正义而战这样一个更大的框架之内。传统主义

天主教徒是真正的“基督的战士”，他们与神学现代

派进行斗争，与当代的灾祸进行斗争，与现在占据着

教会的权力和权威位置的邪恶势力进行斗争。作为

①特别参见“N∞一Mod唧i8m or血e und⋯ni”g 0flhe蹦山”，
in Ma瑚l Le曲坩e．^n chn厶l灯招C洲‰耐如琥矗Ⅻ(H删shi咒．
E州跚d：F唧kr Wd咖B00kB，1986)．pp．120—128

⑦ Fmnck Fen协Ⅱ，“TheO弛T珊eChumh”．0舵』lf№螂，27 oc—

mber 1975，P．4．

③参见M啪dkkbvm，“TOR眦缸n a e00d ca山dicMunOne

B删嘶呻胁leB啪t，”in A凰h叩S唧b，pp_73—暑1，曲d k曲vre．
“SearcUng and Di山印e，Dea山0fthe Mi啪ona吖唧idr．in Tkv Have

uIlcMmed Him(Dickin8叩．T雠．：Tk A雌衅吐P啪s，1988)．pp．

175—183另外参见“A R咖l}Ii咖工y of the Vatic蛆≮F山e E⋯肌一
i锄，”孤An舯k 12．Fehm蚪1989、伸，26—27．

④参见L小bvre，0p岍上虢r而c，曲a-d＆mof妇，78 89；

A【so Fr蚰z&hInidber辨rs“Leuerto Piends叫d B即dⅡcⅫB”．no．34．
21 FebrIlaw 1988．粕d Fr阳cois Lai8啪v，“I七ner to●Hends and B∞
hct哪”，l FebmaIy 1989．勒菲弗大主教特刷强硬地抨击第二届梵

蒂叫大公会在宗教自由问题上的“错误”，谴责“假泛基督教主义”，
谴责丧失天主教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的领导权的做法。勒菲弗否定梵
蒂冈向非天主教和非基督教传统发出的所有倡议，例如谴责约翰·

保罗二世1986年对罗马的犹太教教堂的访问，抨击约翰·保罗二世

在阿西西的泛基督教“祈祷大会”是“前所未有的丑闻”，足“鼓励假

宗教和向假上帝祈祷”。参见吐m“Decla呲ion”by№h研衄d Bigh—

dp De C船tm Mayer to tIle Fr即eh bIsllop8 aⅡd the p坤s⋯卵W A唧fw
10，J唧lary 1987，pp 2-3．勒菲弗声称，他之所以决定任命主教是
因为梵蒂州斥责他对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关于宗教自由的宣言提出

的批评，是因为约翰·保罗二世在阿西西主持的宗教阃活动。参见I．debv陀’㈣on at E—e，“Bi8hopB协Save I】le Ch岫h”，socle竹re一
面nt．29 Junel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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