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帝汶天主教会的变迁及其影响

鲁 虎

内容提要在短短十几年里，东帝汶天主教徒迅速增多，由不到总人口的三分之

一上升到占绝对多数。与此同时，原先作为葡萄牙殖民工具的天主教会不但实现了

东帝汶化，而且在社会政治方面的影响日益增强，崛起为印尼在东帝汶统治的最大抵

抗和反对力量。70年代中期以来东帝汶社会内部的这一巨变，对后来东帝汶问题的

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东帝汶天主教会的变迁进行考察，将有助于弥补东帝汶历

史尤其是东帝汶问题的研究偏重暴力冲突和外部干预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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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地处东南皿小巽他群岛的帝汶岛东部，面积仅18，899平方公里。17吐纪后，它逐

渐沦为葡萄牙殖民地。加世纪70年代中期，东帝汶兴起民族独立运动，并宣布成立共和国，

但很快被印尼出兵占领。20多年中，国际社会从未承认印尼的占领，东帝汶人则以各种形式

反抗着印尼的统治。在1999年8月30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东帝汶再次选择了独立①。持续

的动荡和冲突不但使东帝汶一再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而且也使东帝汶社会内部发生了巨变。

其中，宗教状况尤其是天主教会的变迁，是这种内部巨变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之一。本文在此

将对东帝汶天主教会的变迁及其社会政治影响作一分析。

东帝汶杜会天主教化

20世纪70年代以前，东帝汶以原始泛神信仰为主，多种宗教并存。东帝汶偏在印尼群岛

的一隅，与印尼的文明中心爪哇岛相隔巴厘、龙目、松巴哇、松巴、佛罗勒斯等岛。尽管东帝汶

很早就与外界有了商业往来，但先后在印尼占据主导地位的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在这里

并没有留下很深的痕迹。东帝汶人传统信奉泛神信仰，祖先崇拜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各地都

设有类似禁地的神屋，内置供祭祀崇拜的神物，外有棕榈叶、树枝、石头、骨头等特殊装饰。主

管祭祀活动的人称为神老，在村社中享有很高的地位。每逢宣战、战胜或重要农时，各部族都

由神老主持举行集体祭神仪式②。

①1999年10月30日，印尼军趴全部撤出东帝波。在变由联合国管理两年多后，东帝汶于撕年5月20口正式成为
独立国家。

◎吉尔．乔利夫：《东帝波．聪旌主义和殖民主义》(Jiu J舳，如“r衍M，胁“0删二m衄dohin豇辨)．昆f：兰大学出版
社1978年版，第16页，

 万方数据



32 世界历史 2003年第1期

天主教是随着葡萄牙殖民者的入侵而带来的。葡萄牙人最先到达东帝汶西部飞地奥库西

地区，那里的土著天主教化最早，从17世纪就已开始。除传教士外，最初的信仰者主要是葡萄

牙殖民者及其混血后裔。土著加入天主教的属于少数。中部的布那克族最早接受洗礼的时间

是1875年7月19日。而最东部图图阿拉地区到1948年1月30日才有第一个土著人教∞。

东帝汶的伊斯兰教徒主要是来自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商人。据估计，1975

年首府帝力约有500名穆斯林，许多人经常颂读古兰经。帝力的科摩罗河口地区有穆斯林商

人的集居地。他们积极参与70年代东帝汶争取独立的事业。激进独立运动组织东帝汶独立

革命阵线(简称革阵)的60名中央委员中，有7名是穆斯林②。此外，东帝汶原有一个华人商业

阶层，他们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孔教的信奉者③。

北部阿陶罗岛居民的宗教构成，反映出葡萄牙殖民统治后期东帝汶宗教的多元特征。

1975年前后，该岛有居民5，180人，其中天主教徒i，000人，新教徒2，000人，其余则信奉原始

泛神信仰④。该岛因较早殖民化，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比侧相对要高些。

表：东帝汶各教信徒人数变化@

＼^我 l蝌年 占总人口比例 1990年 占总人口比例

祟i、、＼
天主教 220．314 31．99％ 676．402 92．76％

原始泛种信仰 460．儿2 66．80％

孔教 5．660 O 82％

伊斯兰教 135 0 02％ 27．334 3．75％

新教 2．铷 0．37％ 20．660 2．83％

印度教 3．961 O．54％

佛教 841 0．12％

总计 668．771 100％ 729．198 1∞％

几个世纪以来，土著居民一直顽强地抵制外来宗教的传播。然而，如上表所示，在1昕4年

以后的短短十多年里，东帝汶的宗教构成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天主教

①乔治-J阿迪特宗德罗：《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G删学J^d叫∞如．＆n 7hM．嘶血h档洫

肺础删西嘲b m)，漠太利亚海外援助委员会1994年版．第27页。
②乔稿-J阿迪特宗德罗：《东帝汶．一千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第啦页。

@华人较多来到东帝汶是在2。世纪以后，主要从事零售商业。关于70年代初当地华人人口，有多种统计数字，如

5．660、9，500、14．000和20。∞0人。1哪年后因外迁和在战争中遇害，华人大大减少，到1986年只有3，500人。
④乔治-J阿迪特宗德罗：《东帝嫂，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胨已见》，第42贞。

@葡萄牙殖民当局l州年统计资料和东帝泣统计局J9帅年统计资料，转引自乔治·J阿迪特宗德罗：《东帝汶，一十
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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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迅速增多。天主教徒占总人口的比例，1974年仅为31．99％，80年代初已超过50％⋯，1990

年更达到92．76％，在人数上占据了绝对优势。随着大批土著改信天主教，传统的泛神信仰已

近乎绝迹。穆斯林人数增长有限，只占总人口的3．66％，而且以外来人口为多。印度教徒和

佛教徒则主要是80年代来自印尼巴厘岛的移民。如今，天主教已深入东帝汶社会生活的各个

方面。各地随处可见新设的天主教标志。北部法图马号海角矗立有仅次于里约热内卢和里斯

本的世界第三大的耶稣像。建于1988年的帝力圣母大教堂，据称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天主教

堂。当时的印尼总统苏哈托主持了开堂仪式。1989年10月，教皇保罗二世曾在此举行大型弥

撒。1993年lO月13日，东部马德贝安山山顶也竖起大理石耶稣像，这里不久以前还是印尼政

府军和萆阵游击队激烈交战的地方。现在，东帝汶已是继菲律宾之后亚洲又一个天主教徒占

人口多数的国家。

东帝汶社会迅速天主教化，是印尼人侵及其统治政策的结果。1975年12月7日，印尼出

兵东帝汶，次年7月把它合并为印尼的第27个省。但因国际社会不予承认，更由于东帝汶人

不屈的抵抗，印尼始终无法在东帝汶建立起正常有效的行政管理。印尼军事当局对东帝汶实

行高压统治，禁止一切政党和组织活动，不加区别地对待所有东帝汶人。不仅是革阵和支持独

立的群众遭到镇压，甚至连亲印尼的帝汶人民民主协会和被迫与印尼合作的帝汶民主联盟，也

难逃被解散的厄运。在东帝汶，只有宗教组织能避开印尼清洗，获许继续存在，并享有一定的

独立权利。这是因为宗教在印尼社会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印尼政府奉行潘查希拉即建国五原

则，其中第一条就是信仰神道。每个公民被要求信奉官方承认的五大宗教之一，这五大宗教是

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和印度教。70年代，印尼反共恐共情绪盛行，无宗教信仰者有

可能被当作“共产主义者”而受到歧视和迫害。信仰宗教成为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印尼社会

出现一种信教普遍化的倾向。合弗后的东帝汶信教选择的压力则更大。东帝汶的泛神信仰不

在五大宗教之列，其信仰者自然不被看作是宗教信徒。如果想避免被印尼军队视为革阵的支

持者，一个办法就是改宗信仰五大宗教之一。在许多地方，青少年被迫改信新教或其他宗教，

否则他们就有被认为是“双头”的危险，意思是暗地里同情革阵的抵抗活动。为切断革阵游击

队与人民的联系，印尼军队对游击队活动的山区进行狂轰滥炸。绝大多数山民迁出深山，住进

印尼设立的“安置村”。传统信仰逐渐失去了生存的固有土壤，只得日趋消亡。

东帝汶人对印尼的军事占领和高压统治普遍不满，不愿接受和皈依印尼近90％人口信仰

的、作为印尼社会文化象征的伊斯兰教。在东帝汶，除天主教外，其他外来宗教的信仰者不足

人口的l％，传教基础薄弱。天主教会的影响仅次于泛神信仰，长期以来富有向土著传教的经

验。它在大部分城镇乡村设有教堂，有一支热心传教的教士队伍。天主教的十字架、圣母像、

教堂等可以取代土著神物崇拜的作用。早先已受洗人教的土著上层也起到了较好的示范作

用。因此，在土著大规模改宗的过程中，天主教凭着已有的优势，成为东帝汶最具吸引力的宗

教。

①卡梅尔·布迪亚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泣的战争》(c町d Budia畸。锄d‰soeiu帅g，Tk胁np妇c陆c 7h聊)．伦

敦泽德书业1984年版，第119贝。

 万方数据



世界历史 2003年第1期

天主教会东帝汶化

在东帝汶近现代历史上，天主教既是葡萄牙殖民入侵的后果，也是维护和稳网殖民统治的

工具。传教士往往同时充当殖民活动的先锋，而教会可能是东帝汶封建地产的最大所有者o。

1940年，罗马教廷与葡萄牙达成协定，其中对天主教在海外殖民活动中的独特作用作了总结：

“葡萄牙天主教传教使团列帝国极为有用。它们发挥着一种突出的文明影响。”@根据这一协

定，葡萄牙天主教会将垄断殖民地的宗教事务。葡萄牙显然是要进一步加强天主教的地位，并

按照宗主国的模式来改造其殖民地。1941年，葡萄牙把殖民地的教育权交给了天主教会。战

后东帝汶教育有所改观，教会学校增多，但受教育者只占东帝汶人口的极少数。如同殖民机构

的构成一样，东帝汶天主教会的中上层一般都是葡萄牙人或其混血后裔。他们代表的是殖民

者阶层的利益，对贫困土著的命运漠不关心。

在70年代中期的政治巨变中，东帝汶天主教会经历了冲击、分化和重组。革阵著名领导

人阿马拉尔、洛巴托和拉莫斯一奥尔塔都是天主教徒。70年代初，他们就开始利用教会报刊

宣传民族主义思想。1974年5月东帝汶民族独立运动兴起后，受教育的青年天主教徒是革阵

的骨干和支持者。革阵政治上主张迅速独立，宗教上提倡政教分离，认为教会在未来社会中不

廊拥有特权，但注意避免与教会冲突。东帝汶的种植园主和高层公务人员也是天主教徒，但他

们一般要求维持现状，支持与葡萄牙保持联系的帝汶民主联盟。某些天主教人士最初对与印

尼合并也抱有良好的愿望。少数土著教士参加了亲印尼的帝汶人民民主协会的活动。法蒂玛

修道院著名教士、神学博士安东尼奥·达·科斯塔支持最终并入印尼的想法，提出东帝汶的天主

教徒以后应去邻近的印尼佛洛勒斯，而不应舍近求远，到葡萄牙或澳门去学神学。不过，他认

为不急于在两三年内实现政治上统一，而应首先在自由自愿的基础上增加来往o。尽管如此，

教会总的态度是保守的，它害怕和反对变革。1卯5年1月，葡萄牙人帝力主教何塞·胡阿奎恩

·里贝罗说天主教是“葡萄牙国家的传统宗教”，强调教会的财产权应受到尊重。他对革阵明显

怀有恶意，宣扬它受到共产主义影响，并警告说：“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会消除东帝汶人民的积极价值。”④里贝罗甚至与印尼一唱一和，诬称革阵得到

北越武装人员的支持囝。

在东帝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天主教会没有发挥出一个大型社会组织应有的作用，至

少是没有积极站在东帝汶人民一边，成为东帝汶利益的捍卫者。拉莫斯一奥尔塔认为教会是

脱离东帝汶普通民众的@。1975年8月，帝汶民主联盟发动反对革阵的政变而引发东帝汶内

①乔治·J阿迪特宗穗罗：《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腺已见》，第15页。

②约翰·J．泰勒：《印尼被人遗忘的战争：东帝嫂秘史》(J山l J 1甘h，h毓’s E一：一时耽r：‰胁d如舶“ry矿
血s‘zh珊r)．伦敦泽德书业1991年版，第13页。

③乔治·J．阿迪特宗德罗：《东帝汶．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第3页。

④ K梅笨t布迪亚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汶的战争》，第117页。

@吉尔·乔利夫：《东帝汶，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第“8贞。

@乔治·J阿迪特宗德罗：《东帝泣，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胨己见》，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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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90％的葡籍教士和修女逃往葡萄牙。革阵主席阿马拉尔抱怨，教会像在二战日本入侵时逃

往澳大利亚一样，又一次抛弃了人民①。面对印尼入侵后的混乱局面，里贝罗主教只是哭泣。

他对象征葡萄牙的东西遭破坏感到伤心，但除要求辞职外并没有做更多的事。当时，葡萄牙对

东帝汶非殖民化的政策既不积极，也不明确，对事态发展和印尼干预抱着无能为力、听之任之

的态度。内战伊始，葡萄牙东帝汶总督勒莫斯·佩雷斯就率殖民机构撤往阿陶罗岛。9月，革

阵依靠人民支持控制了局势，此后一再要求勒莫斯·佩雷斯回来监督独立进程，但他拒绝返回，

致使印尼更有借口出兵“制止”东帝汶的“混乱”。东帝汶天主教会的消极逃避，恰是葡萄牙这

种政策的又一反映。教会还受到罗马教廷观望和暖昧态度的影响。东帝汶作为罗马天主教的

一个主教管区，帝力主教是东帝汶主教管区的最高负责人。但罗马教廷既没有公开谴责印尼

入侵，在里贝罗主教离去后也没有马上任命新的帝力主教。

葡籍教士和大量混血后裔撤离，客观上为天主教会东帝汶化创造了机会。许多土著教士

随革阵战士撤人深山，逐渐加深对革阵事业的了解。在重建天主教会的过程中，土著教士走上

前台，崛起为教会中的主导力量。1977年，东帝汶人马丁胡·达-科斯塔·洛佩斯出任帝力主

教。东帝汶教徒历史上首次有了自己的教会领袖。这是东帝汶天主教会发展的转折点。新一

代教会各级领导人与革阵战士同龄或更为年轻，向往变革和现代化。他们同样经历过政治动

荡的年代，对印尼的统治和人民的遭遇有切身的感受。教会在政治上必须保持中立，但它同情

受难人民，因而也以各种方式为人民代言。随着东帝汶人苦难不断加剧，教会扮演起一个新的

社会角色。天主教由一种为殖民活动服务的外来宗教转变为东帝汶民族的宗教。

值得注意的是，东帝汶天主教会日益东帝汶化，但并没有朝着印尼化的方向发展，因为它

一直拒绝与印尼天主教会合并。印尼占领东帝汶后，禁止公开使用被视为殖民者语言的葡萄

牙语。1981年，印尼政府要求东帝汶天主教会用印尼语取代葡萄牙语传教。东帝汶教会表示

反对，进而要求罗马教廷准许它把当地通用语一德顿语作为传教用语。lO月，教廷批准r
这一请求。这加强了教会和人民的联系，大大便利了土著接受天主教。1983年，印尼要求把

奥库西的天主教会划归西帝汶的阿坦布阿主教区。帝力主教征询了奥库西教会的意见后，拒

绝r这一要求，从而保持了东帝汶教会的统一和完整④。1975年后，东帝汶天主教会被迫中断

了与葡萄牙天主教会的关系，但它没有因而合并为印尼天主教会的一部分，而是直接隶属于罗

马教廷。1982年，教廷明确拒绝了两个教会合并，理由是东帝汶天主教与印尼天主教“一样成

熟”③。

东帝汶天主教会的地位和影响

东帝汶天主教会是外界最初了解东帝汶状况的主要消息来源。在印尼的封锁下，教会仍

设法与外界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例如，1976年底，教会人士向外透露，自1975年12月印尼人

①卡梅尔·布迪亚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泣的战争》，第117页。

②卡梅尔-布迪哑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泣的战争》，第123页。

④卡梅尔·布迪亚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泣的战争》，第119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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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以来，东帝汶已有6到】O万人死亡，但印尼只控制了东帝汶20％的领土∞。1979年，艾纳罗

县的一位教士称，当地已有5，021人死亡②。这些信息虽然数量有限，来源也不稳定，但因教会

的“中立”特点，却成为国际社会谴责印尼出兵和合并的最有力的证据。

80年代初，东帝汶天主教会的重建基本完成。随着新人教人数的迅速增多，教会的力量

日渐壮大。1981年7月31日，教会发表“信仰反思”声明，宣称“东帝汶的人民正在经受苦难。

⋯⋯东帝汶教会与人民休戚相关，而且正因如此，觉得有义务表达出人民的信仰。⋯⋯因为他

们在人民中间，这个位置有助于理解和更好规范人民的信仰，尤其是因为他们知道人民的语

言、标准和心灵。”固该声明标志着教会立场的重大转变。教会经过长期的思索后，已不甘沉

默和顺从，而是决心代表东帝汶人的利益说话。

此后不久，在一次12，000人的宗教集会上，洛佩斯主教不点名地批评印尼统治。他写信

给葡萄牙天主教救济会，说因印尼的军事行动，东帝汶各地将再受饥荒。lO月底，东帝汶教会

指责世界天主教会对东帝汶人民的悲惨遭遇保持沉默。印尼要求东帝汶教会支持印尼的合并

行动。洛佩斯拒不表态，反而向印尼抱怨成千上万的东帝汶人生存没有保障。1982年2月，

洛佩斯向外界宣布，前一年有500名东帝汶人在一个教堂被印尼军队屠杀。次年5月，在印尼

的压力下，洛佩斯被迫辞职出国，但他坚持为东帝汶的命运呼吁。他称，印尼入侵以来，已造成

东帝汶20万人、即将近l，3人口的死亡，其中6万人被杀，14万人死于饥饿④。这一数字据认

为是建立在各级教会调查的基础上的，因而在国际上被广泛接受。在国外，洛佩斯甚至公开表

示支持革阵的抵抗事业。

1983年8月，罗马教廷任命卡洛斯·菲利普·西门内斯·贝洛继任帝力主教。贝洛长期在

国外研究神学，又从未在东帝汶教会中担任过职务，被各方认为是最不具有东帝汶色彩的人

物。然而，仅仅两个月后，他就在讲道中抗议印尼军方逮捕东帝汶人士。11月，他又在印尼天

主教主教会议上提出，印尼教会应注意东帝汶令人震惊的局势。主教会议为此发出公开信，呼

吁印尼天主教会帮助东帝汶孤儿，重振当地的教会学校o。1985年元旦，东帝汶主教理事会对

逐渐导致东帝汶人种族、文化和宗教灭绝的事态深表焦虑@。

1984年后，国际国内形势对东帝波极其不利。印尼已控制东帝汶全境，联合国也无限期

推迟审议东帝汶问题。然而，贝洛主教领导下的东帝汶天主教会没有接受既成事实。它的态

度反而更加明朗化，公开提出应该以全民公决方式解决东帝汶问题。1989年2月6日。贝洛主

教致信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指出印尼在东帝汶存在大量违反人权的行为，要求

让东帝汶人进行公决⑦。1991年11月，帝力发生印尼军警屠杀示威群众的事件。贝洛把许多

①吉尔·乔利夫：《东帝汶，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第30l页。

②乔治·J阿迪特宗德罗：《求帝波，一个印尼知识分子坦陈己见》，第J2页。

o卡梅尔-布迪亚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泣的战争》．第118页。

④卡梅尔·布迪亚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泣的战争》．第50页。

⑤卡梅尔·布迪强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汶的战争》．第123页。

⑥约翰·J泰勒：《印尼被人遗忘的战争：东帝泣秘史》，第154页。

⑦克利福德·汤普森编：储贝尔奖得主：1992一1996年补集》(cL缸洲11lfⅡr聊，ed．．删P妇耽删m：』9蚣一J9蜥
轧耐帆硎)，H w．威尔逊公司1997年版，第49—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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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藏在他的教堂和寓所里加以保护。事后，他公开谴责印尼军人对平民的军事镇压，并为

死难者举行弥撒。这一事件也使贝洛成为印尼统治政策更加坚定的批评者。他认为，“多数东

帝汶人，不管在城市或在农村地区，都想得到自决和独立的权力，但他们害怕表达出来。”o他

指责印尼政府在东帝汶建立的是一个与潘查希拉不相容的“警察国家”。1994年7月，在致印

尼政府的公开信中，贝洛表达了对东帝汶人民命运的关切，要求印尼减少驻军，取消压制政策，

扩大教会的自由，允许言论自由，开展与国际组织间的对话，允许东帝汶民主公决，以及立法给

予东帝汶特别地位和更大的自由。因为印尼政府没有作出任何积极的回应，贝洛在1995年后

甚至拒绝参加印尼的国庆庆祝活动o。

东帝汶天主教会对印尼的其他政策也深感不满。它不赞成在东帝汶实行计划生育。天主

教一贯反对堕胎，不过教会对该政策持异议的真正理由，是东帝汶人口已减少得太多固。东帝

汶人均收入不足200美元，是印尼最穷的省份。针对印尼促进了东帝汶经济发展的说法，贝洛

驳斥道：“这种发展是为了谁呢?⋯⋯不是我们，东帝汶人。是那些他们带过来的移民。”他又

说，“所谓的发展”正在用来“改变我们的社会，摧毁我们的社会”④。“所有教师来自外地，所有

公务员来自外地。走进任何政府办公室，所有的职员都来自外地。连最简单的修路工作，他们

也从外地招人。而这些人又带来了他们的孩子兄弟姐妹⋯⋯东帝汶的情况就是这样，军人无

处不在。所以又给老百姓留下了什么呢?”固

在洛佩斯和贝洛两位主教的领导下，东帝汶天主教会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各地教会办

起孤儿院，使众多的孤儿得到照顾，而这些孤儿许多是独立运动战士的后代。此举让在深山坚

持战斗的游击战士免除了后顾之忧。教会还广泛组建以教区为基础的诊所医疗保健体系。在

教育方面，教会通过自己的圣保罗教育基金会，建立有93所小学、30所初级中学、ll所高中和

4所技校。在东帝汶的三所高等院校中，位于第二大城市包考的法图马卡技术学校就是教会

主办的@。尽管同样实施印尼国民教育，但在教会学校中，葡萄牙语重新成为教学语言之一。

年轻人私下讲葡萄牙语，来突出自己的东帝汶人特色。作为人民的依赖和寄托，天主教会得到

人民越来越多的拥戴和信任。尤其是贝洛主教献身教务，体察民情，加上博学多识，正直敢言，

逐渐成为东帝汶人心且中的精神领袖，同时被外界视为“东帝汶人民最重要的代表”∞。

天主教会能够合法、公开和有效地联系和团结东帝汶民众，并且不断发出与印尼政府“不

和谐”的声音，因而与政府和驻军经常处于一种对立状态。舳年代中期，大规模武装抵抗转为

游击战后，青年学生成为经常性抗议活动的主力，教会则是东帝汶人国内抵抗网络的实际庇护

者。印尼军政当局不信任东帝汶的天主教会，但教会接近人民，通过教会传递信息既迅速，又

①亚当·施瓦茨：《等待中的国度．帅年代的印尼》(AdanIsd帅％A№妇l诅耽袖w．hh磷血h如J蚍)．韦斯特维
恩出版社19鲥年版。第219页。

@乔舒亚·埃利奥特：《印尼手册》(J妇Eli01．h鼬胁栅∞‘)，福特普林特1996年版，第7嘶页。
o卡梅尔·布迪亚佐和林绍隆：《针对东帝泣的战争》．第儿6页。

④克利福德-汤普森编：《诺贝尔奖得主：1992一1996年补集》，第49—50页。

@亚当-施瓦茨：《等待中的国度，90年代的印尼)．第220页。

@杰弗里·c冈恩：《东帝汶和联台国：干预实例》‘Geo描唧c G哪．踟zh附∞d如捌№汹：妇c懈矿
抽删汹)．新泽西红海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

⑦杰弗罩·c．冈恩：《东帝泣和联合国：干预宴例》，第拼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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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人接受，因而双方都避免公开冲突。鉴于潘查希拉的基本原则，印尼政府无法禁止东帝汶

的天主教，但也采取了一些针对性措施。印尼不承认天主教在东帝汶享有排他性地位，坚持宗

教多元化，并且鼓励非天主教徒移入。80年代以来，爪哇和苏拉威西的穆斯林以及巴厘岛的

印度教徒，移民到东帝汶的多达十几万人。邻近的印尼东努加登沙拉省是以天主教为主的地

区，该省尤其是西帝汶的天主教徒大量流人东帝汶。这些移民一般是亲印尼势力。此外，印尼

积极实行国民教育体制，强迫东帝汶青少年宣誓效忠印尼，并在东帝汶城镇大量建造统一纪念

碑。不过，这些都无法阻止东帝汶天主教会影响的日益扩大。

天主教特色也是东帝汶问题重新受到国际关注的原因之一。1982年5月，罗马教廷拒绝

承认东帝汶并人印尼，但此后一直采取默认既成现实的态度。进入90年代后，世界冷战结束，

西方大国开始推行“人权”外交。国际上的天主教势力与人权势力对天主教地区的政治干预明

显加强。1994年，教皇谈到东帝汶人民的正当愿望，说教廷可能愿意接受合并之外的其他方

案。因顾及与印尼的外交关系，西方国家不便支持革阵和后来的独立运动组织东帝汶民族抵

抗理事会，但公开鼓励东帝汶天主教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天主教会议就专设有东帝汶问

题顾问，并通过新闻媒体不断报道东帝汶教会的消息，提起人们对几近遗忘的东帝汶问题的注

意。1994年10月，贝洛主教和独立运动海外领导人拉莫斯一奥尔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其中

就有国际夭主教势力全力支持的背景。两位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南非大主教图图和爱尔兰人

权活动家梅雷德·马奎尔促成了此事。颁奖委员会称印尼在东帝汶20年的统治是“有计划的

压迫”，并“希望该奖将促进在人民自决权的基础上为冲突找到一种外交解决”①。

不管有关各方是否愿意接受，天主教会在东帝汶的突出地位是必须承认的现实。1995年

6月和1996年3月，印尼统治下的东帝汶人代表和海外要求独立的东帝汶人代表两次在奥地

利对话。双方代表都对天主教会和贝洛主教在东帝汶的贡献表示“特别感谢”o。在1998年后

东帝汶问题的解决中，教会独特的重要性得到充分体现。为了达到独立或自治的目的，各派政

治力量较量争斗，暴力冲突不断升级。然而，无论是独立运动组织，支持独立的群众，还是印尼

政府，亲印尼的群众，抑或是印尼的政治反对派，以及国际组织，都对东帝汶天主教会表现出格

外的尊重，都想争取到教会的支持和合作。教会的一贯立场是呼吁和平与民族和解。它谴责

亲印尼民兵的暴行，为受害者提供帮助，并举行大型和平集会。1998年9月和1999年6月，教

会两次主持邀请各派召开东帝汶对话与和解会议。冲突派别每次达成和平协议，都有教会代

表在场。1999年4月21日，各派和平协议就是在贝洛主教的寓所签署的。在国际社会的压力

和天主教会的调停下，亲印尼民兵和东帝汶解放军终于在全民公决前夕签署停火协议，从而使

联合国主持的公决投票得以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教会一直呼吁国际社会进行干预，要求向

印尼施压，派出国际维和部队进驻东帝汶。至于是赞成自治还是愿意独立，教会始终没有明确

地表态。贝洛只是号召教徒无所畏惧地走向投票箱，按照良知投票，并平静地接受投票结果。

正因地位超然和态度“中立”，东帝汶天主教会才在关键时刻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①杰弗里·c．冈恩：《东帝汶和联台国：下预实例》，第237页。

@杰弗单，c同恩：《东帝波和联台国：干预安侧》，第蜘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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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天主教会的变迁是东帝汶社会最大的变化之一。天主教已由

少数统治阶层的宗教转变为东帝汶人的宗教，教会由殖民工具转变为东帝汶人利益的代表和

保护者。天主教已是今日东帝汶社会和文化的最大特征。这一变迁在如此短期内发生，是与

印尼入侵中断了东帝汶非殖民化的自然进程以及印尼后来统治政策的特点分不开的。东帝汶

天主教会变迁的意义不仅在于宗教方面，更重要的是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社会天主教化和教

会东帝汶化，使东帝汶各部族迅速由分裂走向统一，催化了东帝汶民族意识的形成。随着时间

推移，教会赢得越来越多的民心，影响力日益增强。天主教会不但是东帝汶最大的民间组织，

而且成为东帝汶人利益惟一合法的代言人。80年代中后期以来，东帝汶天主教会不但在团结

和领导人民上替代了当初革阵的角色，而且也是东帝汶人争取国际支持的主要力量。教会虽

从未明确表态赞成合并还是独立，但从尊重东帝汶人意愿并积极为东帝汶人代言来看，其支持

独立的倾向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通过向外界透露信息、对印尼的镇压行为和统治政策提出

抗议、为独立运动人士提供保护、在国际上呼吁让东帝汶人全民公决以及扮演超越各派的协调

人角色，教会在“中立”的外表下已经越来越参与到现实政治中，逐渐崛起为印尼在东帝汶统治

的最大抵抗和反对势力。由于东帝汶天主教会的不合作态度，印尼虽然消灭了东帝汶人大规

模的武装反抗，但它谋求合并合法化的努力始终无法取得真正成功。这是东帝汶问题长期悬

而未决的根本原因所在。因此，正是天主教会的这些变化及其独一无二的影响力，决定并保证

了东帝汶最终走向独立。

受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制约，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天主教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起着不

同的作用。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东帝汶天主教会的变迁及其影响，它在东帝汶问题中

的位置，只是这个复杂问题的一个方面，这一点当然是需要说明的。

[本文作者鲁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006]

(责任编辑：马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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