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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罗马教延是世界天主教中心，而东欧如波兰、罗马尼亚、民主德国等国家多数公民信仰天主教，罗马教延在

东欧国家国民中影响巨大。20世纪80年代末期。东欧国家政局动荡不安，罗马教廷凭借强大的宗教力量，在东欧剧变

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干涉主权国家宗教内部事务。教皇亲临动乱国布道演说、教延与世俗政变力量联手等策略

成功颠覆信仰天主教占多数的公民国家政权．导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国家性质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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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前后．东欧国家和平演变，共产党失去执

政地位。罗马教廷在1989年前后的东欧剧变中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廷干预东欧政局的社会基础

有哪些?它的干预策略有哪些?尽管东欧剧变已过去

近20年，分析罗马教廷干预东欧政局的条件及策

略。对于当前抵御国外敌对势力借宗教名义对我国

进行渗透破坏。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仍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

一、罗马教廷干预东欧政局的基础

(一)东欧国家绝大多数公民信仰罗马天主教

根据欧盟2005年统计。天主教是欧盟成员国的

第一大宗教。【1】比如波兰人El 3863．2万(2001年底)，

全国约90％的居民信奉罗马天主教。斯洛伐克人El

530多万(2005年12月)．60．4％的居民信奉罗马天

主教。捷克人口1021万人(2004年5月)，主要宗教

是罗马天主教。匈牙利人口1017．5万(2002年1月1

日)。居民主要信奉罗马天主教(66．2％)和新教

(17．9％)。斯洛文尼亚人口：198．8万(1999年12

月)，主要宗教是罗马天主教。统一之前的民主德国

约有3000多万人教徒．其中约2000万人信奉罗马

天主教。占宗教信徒的70％以上。

东欧国家有浓厚的罗马天主教信仰氛围既有历

史原因，也有现实因素。历史上，罗马帝国曾统治东

欧数百年为宗教扩张奠定了基础。在现代，东欧国家

相继获得民族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但是由于

信仰宗教的国民占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思

想在民间处于相对薄弱的地位。加上东欧国家政府

对宗教普遍实行宽容政策．导致这些国家宗教狂热

情绪持续高涨。比如波兰。1970年底波兰总书记盖莱

克上任后．在教会势力的影响下．政府被迫对教会

做了一系列重大让步．甚至可以说是妥协。在70年

代，政府大量地增加了用于修建教堂的经费。1971年

至1974年间．政府批准修建了150座教堂和祈祷

所．使教会拥有的各种教堂和祈祷所达13，643座，

仅1979年在华沙就开始兴建教堂14座。与此同时，

政府增加了神学院的招生名额，为教会造就神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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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创造了条件。在政府放宽宗教政策的同时，教会利

用了政府的妥协退让政策．加紧对人民的思想渗透，

并扩张其势力范围。1976年．教会同知识界联合起来

抵制宪法修改工作，公开反对在宪法中写进波兰党

对波兰人民领导作用的条款。由此可见，教会力量已

渗透到了国内政治生活。【2】

(二)梵蒂冈是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中心

梵蒂冈，拉丁语意为“先知之地”。它是全世界10

亿多天主教徒的圣地和精神中心。作为世界上唯一

的政教合一的天主教神权国家．它的一草一木都沉

浸在浓厚的宗教氛围之中．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

个领域的一举一动无不带上神圣的宗教色彩。翻公元

756年．统治罗马帝国的法兰克国王与罗马教会的主

教达成一项交易。罗马主教给法兰克国王加冕，承认

其统治者身份的合法性，法兰克国王则以罗马皇帝

君士坦丁名义把意大利中部的土地馈赠给了罗马主

教．把罗马城及其周围区域送给主教．帮助其建立世

俗国家．使他取得世俗君主地位，罗马主教以此被称

为教宗．我国习惯称“教皇”。他所统治的国家称为教

宗国。1870年意大利统一后，教皇被迫退居罗马城西

北角的梵蒂冈宫中，从不外出，人称“罗马的囚徒”或

“梵蒂冈的囚徒”。f411929年2月11日，意大利政府同

教皇庇护十一世签订了《拉特兰条约》，意大利承认

梵蒂冈为主权国家，其主权属于教皇，教皇正式承认

教皇国灭亡，另建梵蒂冈城国。条约规定将罗马城西

北角名为梵蒂冈的小山丘上圣伯多禄教堂及周围共

0．44平方公里的--d,片土地划归圣座。建立正式名

称为“梵蒂冈城国”的国家，从而解决了罗马教廷与

意大利政府长期争端的“罗马问题”。梵蒂冈虽有国

家形态，但它主要是建立于全世界教徒之信仰基础

上．故其政治制度不同于一般国家。按照教会法典规

定．梵蒂冈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各地

天主教会的“中央政府”．世界各地天主教会团体是

梵蒂冈派往各地的下属机构，代表基督传播福音。正

如汉斯·昆教授在《论基督徒》中所说，各地教会团体

是“按照基督的吩咐．往全天下为他作见证，放牧他

的羊群。”梵蒂冈在世界天主教会享有主教任免权、

各教区重大事项决议权、赏罚权、公会议召集权等权

力。各地天主教团体必须绝对服从梵蒂冈的领导，忠

实地执行它的指令。

(三)教宗具有至高无上的“首席权”

“教宗”(英文pope)亦称“教皇”，该词系由拉丁

文papa译出，意为“爸爸”。这是早期基督教会对高

级神职人员的一般尊称。在基督教会成为罗马帝国

国教之后，罗马、君士坦丁堡、亚历山大里亚、安提约

基雅、耶路撒冷等较大城市之主教拥有宗主教衔。五

世纪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罗马主教在西方的影响下

逐渐加强。十一世纪东西方教会大分裂．“papa”一词

在西部教会逐渐成为罗马主教专有称号．其“教宗”

含义亦逐渐明确化。罗马教宗成为享有世俗权力君

主和宗教神权领袖于一身。历史上曾有世俗君王主

导教宗产生的情形．西罗马帝国时期，教宗就曾由世

俗皇帝任命。1179年第三届拉特兰公会议．确定教宗

仅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但教会仍未完全摆脱世俗

帝王的控制。直到20世纪初本笃十五世的选举起，

教宗才完全由枢机主教选举。天主教会认为，耶稣在

世时拣选了十二位宗徒，其中伯多禄(又译彼得)为

宗徒之长。教会初期，伯多禄传教至罗马，成为罗马

教会的第一位主教．亦即第一位教宗。所以，教会规

定教宗即为罗马教区的主教、伯多禄的继位者、基督

的在世代表、天主教会的领袖。嘲1929年拉特兰条约

承认，教宗为梵蒂冈的最高元首。世界各国的主教在

神权上和教宗一样，都是宗徒的继承人。第一届梵蒂

冈大公会议(1869—1870)规定了“教宗首席权”和

“教宗永无谬误”信条。在第二届梵蒂冈大公会议

(1962—1965)上规定了教宗在当信当行的教义和教

规上享有最高的特恩。教宗的特殊地位、实际权力、

对国家的影响扮演着神权领袖和国家元首的双重角

色，他既是“基督在世的代表”，又是位高权重的政府

首脑。作为宗教信仰和道德力量的化身，教宗是连接

虚拟天国和善男信女的桥梁。他的宗教职责就是传

经布道。争取教徒，扩大天主教和自己的影响力。作

为国家首脑．教宗还具有君主所具备的世俗权力。集

神权与君权于一身的教皇．在国内自然一言九鼎，而

它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二、罗马教廷干预东欧政局的策略

(一)罗马教廷干涉东欧国家内部宗教事务

罗马教廷直接任命一批长期持反共、反政府立

场的红衣主教、主教、副主教，从组织上渗透和培植

反共势力，进而加强对东欧天主教的控制。主教制是

罗马天主教教阶制的核心．主教执掌教区的组织权、

神权、财权。领导和组织教会生活、管理教会财产，解

答信徒有关信仰问题的问询和对各社团之间出现的

纠纷作出仲裁。【41由此可见。在天主教组织系统中，主

教的权力、影响力、作用和地位绝对不能忽视。罗马

教廷为了把东欧宗教势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利

用教宗首席权反对东欧各国政府建立的神父协会选

举的主教，并且以拒绝承认和“超级惩罚”参与自选

的教会和信徒来威胁各国自选主教。为了加强对东

欧国家宗教势力的控制，利用近代形成的教宗首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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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任命一批反共、反政府意志坚定的主教直接听命

于罗马教廷，忠实地执行和贯彻教宗的意图。不断向

社会主义发动攻势。

1948年任命的波兰红衣主教维辛斯基．以强硬

反对政府而著称。维辛斯基曾在日记中直言不讳地

写道：“波兰灾难的本质在于‘基督教与无神论’之间

不可调和的冲突，‘如果我们为这场冲突做准备的

话，我们需要时间来增强我们的力量以保卫上帝”’。

他认为：“一旦波兰天主教化，共产主义就会自动垮

台。”【q维辛斯基在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中支持反

苏、反政府工人运动向政府施压，所起作用曾得到美

国前总统肯尼迪赞赏．高度评价红衣主教在和平地

促进同西方的关系和“培养自由的种子”方面所采取

的策略。门维辛斯基去世后，1983年教皇把红衣主教

的帽子加给波兰另一位大主教格莱姆普，格莱姆普

控制的波兰天主教会违背“天主的归天主．恺撒的归

恺撒”政教分离原则，逼迫波兰政府答应：教会在教

堂内从事的任何活动．包括反政府宣传，都不得加以

干涉，军警不得进入教堂院墙．教堂成了大量反政府

分子的庇护所。同时教堂也成了反共反社会主义的

中心．不少神父在教堂内布道时含沙射影地反对社

会主义，许多教徒在做完弥撒后走出教堂举行反政

府示威活动。【司1983年任命的南斯拉夫大主教库哈

里哥。一直批评南斯拉夫政府无神论的教育政策：在

捷克斯洛伐克．教皇任命的托马谢克大主教要求政

府彻底修改国家的宗教政策。要求教会与政府平起

平坐，进行“对话”。1983年罗马教皇还在苏联、立陶

宛任命了两名持反共立场的主教．在里加任命了一

名副主教。删由此可见，教廷对主教任命权的争夺，其

真实意图旨在为其思想渗透奠定强有力的组织基

础。由教廷任命主教，由主教影响和控制教会、教徒，

煽动教徒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政府．这一策略最后导

致东欧社会主义政党失去了政权．国家性质发生了

根本改变。

(二)教皇对动荡不安的波兰政局推波助澜

教皇前往波兰通过布道、演说、教晤、做弥撒等

形式，宣扬西方式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唤醒人们

“自由觉醒”．进而从思想上加强了对教徒的精神控

制。使教会成为反政府派的中心。煽动教徒狂热的宗

教热情上街参与反政府游行示威。干预国家政治。向

政府步步紧逼直至政府垮台。

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先后在1979年、1983年、

1987年、1989年四次访波．聆听他布道讲话和参加

弥撒活动的信徒分别达到300万、665万、1000万、

1200万人，盛况空前，影响巨大。波兰右派学者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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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克在《通往公民社会》一书描写了这种影响力：

1979年．当保罗二世第一次以教宗的身份访问波兰

时候．他抵达华沙机场的第一个举动，是跪下来，亲

吻故乡的土地。这个象征性的动作一下子点燃了波

兰人的民族热情，在苏联的阴影和雅鲁泽尔斯基的

高压下挣扎的波兰人民感到，“我们被世界选中了，

好像世界最终注意到了我们．最终选中了我们”。[gW,o

这次访问成为司徒科夫斯基所说的“波兰的第二次

洗礼”。米奇尼克描述道：一些奇怪的事情确实发生

了。同样那些排队买东西的人们．通常是沮丧的、好

争吵的，现在变成了兴高采烈的、快乐的集体，一个

个都充满了尊严．警察从华沙的主要街道上消失了。

但是到处都秩序良好。被长期剥夺了真正权力的人

们。突然又拥有了决定自己命运的能力。【9弘1美国作

家伯恩斯坦评价说：对当时被共产主义统治了35年

的波兰来说．教宗的来访，等于是在刀剑和十字架之

间，划出了界线。1983年，保罗二世第二次访问波兰

时．在华沙机场向那些被政府囚禁和迫害的人致敬：

“我要求那些受难的人们特别靠近我。我用基督的话

来要求：‘我生病了，你来探望我，我在狱中，你来到

我身边。”’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波兰总统雅鲁泽

尔斯基，在总统府会见教宗之后承认：“我双腿发颤，

两膝相撞。⋯⋯教宗．这个穿白袍的人．他从各方面

感动了我。”[91341从这些西方学者的描述中。人们能够

看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四次访波之旅在教徒中

点燃了一次比一次狂热的宗教热情．产生了海啸般

的社会影响。

波兰籍的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躬亲波兰等国的

传教布道、演说，扩大了罗马教廷影响，在东欧剧变

中起了强大的催化剂和助推器作用。教皇四次访波

超出了宗教领域交流访问，而是带着明显的政治意

图前往波兰，是颠覆波兰社会主义政权的“点火者”。

约翰·保罗二世公然宣称：要用“个人的道德立场”去

“击退共产主义”。他到波兰时．数以百万计的人聆听

他的教晤，充分显示了他“足以动摇一个国家的政治

基础的能力(《路透社》评论)”。啪1983年6月，他
第2次访问波兰时．接见了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

一家，发表了许多危害波兰局势稳定的讲话。使当时

处于非法状态的团结工会又开始活跃起来。教皇离

开波兰后，波兰不少地方就发生反政府的示威游行，

出现反政府的传单和团结工会的旗帜。1987年6月，

教皇第三次访问波兰，迎送教皇和参加宗教活动的

人据报道共达1000万之多。在访波期间．他明确表

示，波兰教会“必须把争取人权和政治多元化的斗争

放在首位”，强调教会“应该把团结工会的目标和策

 



略接受为自己的目标和策略”。无怪乎瓦文萨在罗马

教皇第四次访波时直言不讳地说：“没有罗马教皇的

祈祷和工作。就不会有团结工会．更不会有波兰的

‘八月’和自由的胜利”。“自由的波兰是教皇亲手播

下的种子结出的果实”。用

(三)罗马教廷直接干预波兰内政

教廷利用手中掌控的强大宗教力量介入政治领

域，直接干预甚至左右波兰内政。这是教廷又一渗透

策略。波兰是欧洲天主教势力最强的国家。天主教的

影响很大。在3800多万人中，天主教徒约占90％。党

员和军队中有大量的天主教徒。对波兰天主教徒来

说，他首先是教徒，然后是党员和军人。波兰的天主

教会实际上扮演“潜在政府”角色。当国家被肢解时，

教会在争取民族生存的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国

家独立后，教会的威信和社会地位仍然不可动摇。它

不仅有自己的意识形态，而且有形式上的自治机构。

【ll】每当波兰社会发生动荡之时．宗教力量便走出教

堂。介入政治领域。成为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争

相寻求合作的力量。罗马教廷洞察了这点，抓住时

机。利用自己在波兰天主教徒中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充当各派“中间人”调停冲突．从而间接达到干预国

家政治生活的目的。1981年冬天。波兰的形势急剧恶

化。为了平息工人的罢工。并担心苏联出兵干涉，波

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宣布在全国实行军管。在此

过程中，军队与工人发生激烈冲突．造成了多起流血

事件。在圣诞节前夕的12月18日，保罗二世给军管

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写了一封呼吁信：自12月13

日宣布军管以来在波兰发生的事件已经导致我们同

胞的伤亡。这促使我向您发出紧急而又诚挚的呼吁，

恳请您结束波兰的流血。⋯⋯为此我向将军您呼吁，

重新回到自1980年8月以来要求社会进步为特征

的和平对话的途径上。尽管这可能是很困难的事，但

决非不可能。⋯⋯整个民族的幸福全都系于此处。全

世界人民、所有关心通过尊重人权来促进和平事业

的人们，都期望着我们重新回到非暴力的道路上来。

全人类对和平的渴望要求波兰结束军管状态。教会

是这种希望的代言人。圣诞节即将到来，波兰的几代

儿女将被圣餐聚集到一起。必须竭尽全力使我们的

同胞不致被镇压和死亡的阴影下度过圣诞。我向将

军您的良心，以及所有必须对此做出决定的人的良

心呼吁。波兰教会的软弱“接受强加给它的游戏规

则，尽一切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中的一支不结盟力

量。”[91a61

从这封柔中带刚的信件中．我们可看到教皇干

预波兰内政的决心及透露出来的信心。事实也证明

了罗马教廷的强大干预力量。1989年．波兰政局激烈

动荡，政府与团结工会之间的斗争进入到你死我活

阶段，此时的波兰天主教会异常活跃．一方面，大量

教徒直接参与罢工、示威游行等政治活动．公然站在

团结工会一边。另一方面，教会充当“中立者”．穿梭

于政府和波兰团结工会之间。“在罗马教廷的支持

下，波兰教会克服了冷漠和恐惧，与团结工会并肩作

战，成为专制肆虐的时代波兰社会公义的象征。”神

父们在讲道中号召信徒们说：“作为基督徒我们今天

必须表明基督徒意味着什么。”神父带领数十万信

徒，手持点燃的蜡烛走上街头，这海洋一般的点点烛

光，终于让那些奉命前来镇压的军队调转了枪口。瓦

文萨也认识到蕴藏于民间、蕴藏于教会的不可摧毁

的力量的源泉：“基督的道德和波兰的传统是那样牢

固地根植于我们民族的个性中。如果没有它们．我们

就不能设想未来。如果我们要想建立一个更美好的

未来。我们就必须从基督的教会中寻找鼓舞我们的

力量。”191也正是有罗马教廷支持的强大教会力量存

在．教会才能有足够的实力与政府和团结工会之间

沟通、参与和斡旋．1987年．波兰政府向团结工会妥

协，承认团结工会为合法组织．签署了多份妥协的文

件。教会也因此逐渐成为波兰“国家政治版图上的一

个极为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因素。”161

(四)罗马教廷与反共的世俗势力互为策应

教廷与波兰团结工会、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势

力等世俗反社会主义力量合流。互相支持策应．共同

分化瓦解东欧社会主义政党的执政基础．动摇执政

地位。1978年，罗马教廷第一次选出了一位非意大利

人的新教皇。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是波兰人。真实

名字为卡罗尔·沃依蒂瓦，他原是波兰克拉科夫的大

主教。政治上属于亲美的宗教领袖。约翰·保罗二世

能够成为教皇。主要源于背后美国的推动。美国可以

借用罗马天主教这个庞大的组织，为其政治目的服

务。可以说，“来自东欧的自由势力代表被推举为教

皇．是成功地在共产主义统治的铁幕上打入了一根

钢针”。|xol时任美国总统的里根与约翰·保罗二世的

关系远非寻常。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在梵蒂冈图书

馆与约翰·保罗二世秘密进行会谈，由此加紧了对铁

幕国家尤其是波兰当局的颠覆活动。美国总统里根

与约翰·保罗二世结成的所谓“神圣同盟”，即为摧毁

东欧共产主义国家所结成的行动同盟。

在美国的强大支持下，约翰·保罗二世成为新教

皇：作为回报，新教皇登基后，投桃报李，公开指责马

克思主义，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积极推行他的“东方

政策”，用“个人的道德立场”去“击退共产主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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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自由去拯救苦难中的波兰民众。旧这正是团结工

会和西方“和平演变”国家所希望的立场，也是他们

合作策应的政治基础。宗教渗透作为西方国家和平

演变东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思想上，文化上甚

至政治上的渗透发挥了重要作用。除了与西方国家

策应外，教廷对波兰团结工会的支持、策应则更为紧

密和频繁。1980年8月．当瓦文萨开始创建团结工会

的时候，曾经对工人兄弟们许诺说：“如果工会得以

诞生，建立工会的权利在我们国家得到承认．那么我

平生第一次长途旅行将是去罗马晋见教皇。”(《瓦文

萨自传》)果然。1981年1月，瓦文萨第一次出国访问

的目的地便是罗马，他获得了教皇的亲切接见，并与

教皇一起到罗马郊外一个波兰移民旅馆里做弥撒。

约翰·保罗二世在致瓦文萨欢迎词中热情洋溢地说：

“我认为．你们1980年8月在波兰沿海地区和其他

大工业中心所展开的冒险事业是人们普遍要求促进

社会道德利益的情不自禁的行动。如果没有这种行

动，就谈不上真正的进步：波兰能够像其他国家一样

要求得到进步的权利。⋯⋯你们在整个秋天做出的

巨大努力不是针对任何人的．这种努力必须继续下

去。你们付出的努力不是反对而是为了全体波兰人

民的共同利益。付出这种努力的权利，实际上也是一

种责任，是每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具有的。这种权利为

各国的法律承认和批准。”[61约翰·保罗二世认为，自

己不仅需要公开支持同胞们的斗争．而且还要号召

波兰教会加入到这场斗争之中。约翰·保罗二世与波

兰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之间建立起来牢固的联

盟。工人出身的瓦文萨．和大部分波兰人民一样．都

是虔诚的基督徒，他将教宗看作自己精神上的父亲．

在几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瓦文萨都不假思索地

向教皇寻求智慧和支持：“从三年前我们举行罢工的

第一次起，我便深深感到在精神上与教皇的一致。决

定罢工时．我们承担了一种道德上的义务．那就是按

照教皇的教导追求我们的目标。正是由于把这些教

·106·

导化为实际行动，我们才达到了一些目标。”瓦文萨

曾评价：“如果没有约翰·保罗二世，波兰的变化完全

没有可能。”在教皇去世之后．瓦文萨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评估说．促成波兰军管政权垮台的功劳，“百分

之五十归教皇，百分之三十归波兰人民，百分之二十

归里根、撤切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191170戈尔巴

乔夫也说：“没有教皇的努力和角色．东欧的变化是

不可能的。”除了精神上支持外，1980年代初波兰团

结工会等组织得到的活动经费．既有源于西方国家，

也有不少出自梵蒂冈名下。[121由此可以看出，罗马教

廷与西方和平演变势力互相作用、互为策应，共同导

演了东欧剧变这幕大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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