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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年#罗马教会宗座代表刚恒毅来华#落实教廷%夫至大&通谕#并于&!#"年召开第一届教务会议$

此次会议的重点是培植本地籍神职人员#并将传教事业与西方列强殖民主义脱 钩#建 立 一 个 正 常 的 和 本 地 化 的

教会$

!!关键词!天主教’刚恒毅’天主教会本地化

!!中图分类号!A#$%!!!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C?@%##!#$$%"$’?$$%$?$@

!!#$世纪初年的中国天主教会#承袭&!世纪以来殖民主义遗留下的沉重负担#同时面临中国民族和民

主革命的冲击#而其内部中西教会人士要求本地化的呼声日益增高#这种改革的要求终于引起天主教会中

枢罗马教廷的关注$为落实%夫至大&通谕#教廷于&!##年派遣宗座代表刚恒毅来华#在以后的&$年之

中#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进程在艰难曲折中有了一定的推进$

一"#夫至大$通谕的发表及刚恒毅来华

#$世纪初年的中国天主教会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和情势$其一#在&!$$年’庚子事变(中#天主教会遭

受沉重的打击#共有%位主教)’&位欧洲传教士)!位修女被杀#中国教徒死亡者逾’万人$*&+但是#在’庚

子事变(后的&$年中#中国天主教徒的人数却有了大幅增长$&!$$年教徒人数为C"万余人#&!&$年#全

国教徒人数为&’@万余人#到&!#&年#即刚恒毅来华前一年#有教徒#%@万余人$*#+其二#信徒的人数虽有

明显的增长#但是主要集中在农村#其来源也主要是农村穷人和村妇#知识分子很少$造成这种现象的主

要原因是’礼仪之争(以后上流社会和知识分子对教会的疏离$其三#法国在中国拥有保教权#它声称其所

谓的法理基础是&D""年的%黄埔条约&)&D%D年的%天津条约&#尤其&D@$年的%北京条约&第三款#故当时

中国的天主教会处在法国殖民主义势力的庇护下及不平等条约的框架之内$在&DD%年#当时直隶总督李

鸿章想借蚕池口教堂迁移一案与罗马教廷直接通使#以摆脱法国的保教权#但被法国强行阻止$&!&D年C
月#罗马教廷曾拟派白赖里!BEF<G68+6..3"总主教为宗座使节出使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政府也拟派驻西

班牙公使戴陈霖为驻教廷使节#但是再度被法国强行阻止$*’+由法国代管中国天主教#既是一种不伦不类#
也是造成无数次民族冲突的根源$其四#当时来华的外籍教士#有属同一国籍却不同修会#也有同一修会

但属不同国籍#有的则国籍同修会同但会不同#各修会独立运作#财政不贯通#人员不往来#各自划地为牢$
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比之天主教’至公合一(的理想#不啻是一种讽刺$*"+

#$世纪初年#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潮流腾涌四泻#&!$%年以后的立宪和新政)&!&&年的辛亥

革命)&!&!年的五四运动)&!#’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及&!#@年的北伐战争#将中国带入一个动荡而又不

安的新时代$中国天主教会身处其间#其当局又持拒不改革的顽固态度#再加以不平等条约的庇护#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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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首先对此情况表示忧愤的是中国教会内的富于民族思想的知识分子!以创办

"大公报#$"益世报#而得时名的英敛之于&!&@年作"劝学罪言#%他最感不平的是同为天主子民%外籍教士

可以说爱国%中国教友却不能说爱国%&岂圣教道理%独于中国教民%当使之爱外国乎？！’(%)马相伯则将笔锋

直指当时教内的中外传教 士 学 问 低 下%&西 国 教 士 十 无 一 二 可 说 普 通 语 言%华 教 士 无 一 二 可 写 普 通 文 字

**中文程度本不甚高%而拉丁文程度较前更低%圣教历史且不讲求%科学更无论矣’!(@)在西方传教士中%
雷鸣远$汤作霖亦有相同之感受%这种要求变革的呼声终于上呈到教廷的面前!

&!&!年&&月%罗马教宗本笃十五世+H6,6I3:8J=&!&"K&!##,向全世界天主教会发布了一个通谕%
由于其行文以&夫至大至圣之任务’为起首%故称"夫至大#通谕+;-L3M*,3..*I,!它要求传教士尽量与本

地的文化和社会相融合%在外方传道的西教士应尽量培植本地神职人员%发挥他们在教会事务中的作用!
通谕认为%一个在异国为天主传播福音的人应当置父母之邦的利益和光荣于教会之下%不要介入列强的政

治-&假如见到传教之士%竟忘却本身位分%乃至思维天国不如世间之母国%母国之权威出乎中道之外而伸

张之%母国之光荣重于万有之上而扩充之%此实为宗徒用功极猛之疫症!’(C)教宗在通谕中提到了两名传教

士%即拉斯.萨斯+N-7<O-7-7,和沙勿略+P+-,:37J-536+,%前者为多明我会派往美洲的会士%专以捍卫困

苦无告的印地安土著为己任%后者是来亚洲的开教之祖%鼓吹以文化传教%创立了印度$日本和中国的传教

基业!教宗在通谕中号召全世界的传教士追随他们的榜样%将天主教扎根于本地社会之中!首任宗座代

表刚恒毅来华的使命即为落实和贯彻"夫至大#通谕的精神!
刚恒毅+O6.7)O)78-,83,3&DC@K&!%D,意大利人!生于乌地纳%早年随父亲习泥水工%有艺术天赋%&@

岁入修道院%&D!C年!月在罗马 大 学 肄 业%&D!!年&#月#’日 晋 绎!&!$&年’月 任 公 高 蒂 亚 总 本 堂 神

父%&!&%年任亚奎利亚+BQ*3.63-,代理总本堂!&!&C年&$月至罗马任战地医院服务司铎%&!&D年&#月%
任公高地亚副主教%创立战时弃婴医院%收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孤儿!&!#$年"月%任斐乌墨+P3?
*M6,团理主教!&!#&年%教宗本笃十五世升其为正式主教!(D)

&!##年@月&#日%刚恒毅被告知将被新教宗庇护十一世任命为驻华宗座代表+R6.62-8*7BF)78).3?
:*7,!刚恒毅研究了近年有关中国教务的文件%包括&!&!年光若瀚巡阅使的调查报告%并结合"夫至大#
通谕的精神%将其使命归纳为下列五个方面-+&,宗座代表的使命为纯宗教性质%不带政治色彩/+#,尊重中

国政府%绝不为外国利益服务%宗座代表只代表教宗/+’,教廷不干涉政治%有时政治走进宗教的范围%教宗

偶然亦办政治/+",教廷在中国不应谋求帝国主义式的利益%中国应该是属于中国人的/+%,天主教是普世

的宗教%主教的人选应从当地的中国人中选出%外籍教士在结束开辟教区$培训神职的任务之后%应退到别

的地方%再去预备建立新的本地教会!(!)+GD",

二!刚恒毅对中国教会本地化的思考

刚恒毅花了大量时间阅读了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著作%详细了解了&D"$年后历次中外战争的经过%
以及由这些屈辱的战争所带来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他既看到了中西交往中中国人 &闭关自守$妄自尊大%
不了解西方的进步’的一面%也看到了西方人&在中国常以主人自居%他们有自己的法庭%不受中国人的审

判%他们掌握关税%这是财源的大部分 %还驻有军队’的另一面!而在#$世纪初年%前一面已趋淡化%后一

面却变得显赫而且醒目!刚恒毅认为传教事业不应以强权为后盾%这违背了早期教会的使徒们以德行传

教的精神%只有这种爱的精神才会产生信仰的感召力!而&!世纪以后的整个传教路线%正与此背道而驰!
教会与殖民主义势力结合%&或许会给某个传教行动个案上带来优势%但是给整体上带来莫大的伤害’!因

此%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回到使徒式的传统!在刚恒毅看来%天主选择的使徒们%都是社会地位卑下的人%他
们没有金钱和强权可以依凭%完全是靠着信仰和爱德去执行天主的命令!刚恒毅对于使徒式传统的另一

个重要的思考%就是要把传教区的权力真正地交给本地籍的神职人员!刚恒毅对于"夫至大#通谕的精神

作了一个简单明确的概括%那就是-&殖民主义%请退位%必须将传教区让与地方教会!本籍神职人员已经

到了成长的年龄%监护人应当退位了!’(!)+GDC,&传教士应该牢记%他们在中国是客人而不是主人’!(&$)+G"&,正

是基于这种思考%刚恒毅着手并推进一些改革的工作%这些工作大致可归纳为三个方向-&<开始将教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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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教权脱钩!#<提升中国籍神职人员在教会里的地位!’<提倡以文化传教的方法"注重天主教与中华传统

文化的调和与融合#

三!第一届中国教务会议

在&!世纪发生的诸多教案中"赔款问题一直是民族冲突和中西冲突的焦点"凡遇教案$教会领袖或神

职人员往往求助于在华的列强殖民当局"然后由列强的外交人员直接与总理衙门和地方官吏折冲"最后清

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往往屈服于列强的压力#刚恒毅对这种情况深表反感#关于在教案中"中国政府

向教会的赔款问题"刚恒毅提出了完全不同于法国保教权的看法#他认为"索要赔款"尤其是政治性赔款

是不符合天主教精神的"他将这一反赔偿的问题"反映到罗马教廷后"教廷公布原则"以便在中国的天主教

各教区来遵守"其内容如下%&<凡传教士被杀害"不得要求赔偿"为死难的血而要求金钱赔偿"与天主教会

之精神背道而驰##<若请求补偿教区物质之损失"应注意以下三点%&&’受害的教区要求补偿"须先经教区

权力人同意#&#’必须向实际负责人请求"若为民事伤害不得向中国政府要求"除非因某些因素的存在#
&’’以所损失之限度内#’<有关向中国官员直接谈判事宜"若宗座代牧或监牧向省政府办理"应尽可能避

免外国政府的牵入#若向中央政府交涉得由宗座代表办理#"<该地区若需要请求补偿时"应有一定限度

和爱德"这样符合由天主接收博爱$和平之传教任务"于教外人中宣传福音而牺牲生命#以往以列强之武

力所逼之赔款遗留下的深痛血痕"危害教会非浅#%<若被害传教士亲属"藉领事及其外交官向中国政府要

求适当赔偿"圣座不参与这项交涉#(!)&G&"!’

作为宗座代表"刚恒毅来华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天主教的远播"但对在华天主教会来说"又意味着对法

国保教权的否定以及建立本地化的教会组织#天主教自元代入华以来"从未有召开过全国性的主教或教

务会议#刚恒毅来华以后"即有此想法#&!#’年’月&!日"刚恒毅在汉口向全国代牧发出一份牧函"其

要点%&<把握时机"充分利用已享有的宗教自由!#<关注转折中的中国"可能出现一个对基督教友善或敌对

的新中国!’<抵御西方物质主义入侵"迫切需要办更好的学校"教育青年#%月&%日至@月&%日"刚恒毅

在汉口召开了一次为次年全国主教会议作准备的预备会议#他召集了五大传教区里各国籍$各修会神长

#’位"其中华籍C名"共同筹备"刚氏自任主席#此次第二次预备会议分为C个部"每部’人"都来自不同

教区#每部负责整理各自的讨论材料#详细讨论后再将各部的议案汇集在一起"同时将以前历代教务会

议的议案汇集参考#会议主要讨论教会的前途和困难"对于中国新文化思潮以及国民革命所引起的社会

变动等对教会有较大影响的问题也纳入了讨论的议题"并以天主教的法律和传信部最新的规定加以框定#
此次会议的宗旨是将所有应该讨论的问题都写成议案系统整理#有秩序地提交明年的全国主教会议讨

论#&见罗马&’传信大学中国学生会编%*刚总主教到华十周年纪念论文集+"第%"K%%页#’

&!#%年%月&%日至@月&#日"刚恒毅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全国主教会议"教廷将此会议定名为,第一

届中国教务会议-#出席大会者有"#位主教$"位监牧&内两位中国籍’$&位监理$’@位参议司铎&内一半

为中国籍’#宗座代表刚恒毅任大会议长"其次为主教监牧"他们在会上可以自由发表意见"还有投票权!
其次是修会的省会长及会长"他们处于顾问的地位"无投票权#其他与会的职员还有动议员$秘书员$证案

员和顾问"他们在精神上与会议有密切的联系#&参加第一次全国教务会议的主教暨监牧名单见*圣教杂

志+&’年C期&&!#"年天主教主教公会议专号 ,G+3M*MO),:3.3*M03,6,76-相关章节"&!"&年上海徐家汇

版’#
第一次全国教务会议的主题是建立一个自由的$正常的$中国化的天主教会#它第一次以教会的名义

公开申明,决不可让头脑简单的人"视天主教为某一国家的教会"要使由神圣的创教者所昭示的大公无私

的特征"显耀于大众之前-#为了使这次大会显示合一的色彩"参加会议的主教和代表虽公属各国"但只准

使用教会共通的语言...拉丁文#各国公使和领事亦未获邀请参加会议#
此次全国教务会议作了一些极重要的决定%

&<教堂内不得悬挂 外 国 国 旗 和 国 徽!在 此 以 前 许 多 教 堂 为 寻 求 法 国 或 其 本 国 庇 护"经 常 悬 挂 法 国

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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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省的划分应依中国国内行政区划而定!并以主教公署所在城市命名"

’<#传教士是由其所属修会的宗座直接或间接派遣的司铎!为向非教友宣讲基督的信仰!并为此在传

教区的监牧或代牧或修会会长的领导之下!建立起奉教者的信德$%此条完全是为了告诫传教士只有教会

而非其母国是其真正的长上"

"<教友&传教士和本地司铎!均应遵守中国一切公义法律!不应以说话和文字来违反中国的法律和礼

俗"同时也应尊重其他国家保护教友的法律"

%<中国籍司铎享有与其他传教士一样的权利和义务!中国藉司铎只要有资格!不应禁止他们担任教会

的职位"

@<各教区应该设立一个议会!由’位年资较长的精明传教士组成!至少其中一位是中国籍"

C<修会长上首先应维持修会纪律!应有一个由会士组成的议会"

D<由传教经验及圣座指示的最佳传教方法包括’宣讲天主圣言&培植本地教会和神职班!鼓励本地教

友劝化他人&促进与华人关系&设立高中和学校从事写作和散发护教书刊!举办慈善事业等等"

!<所有传教士应能 听 懂 中 文!新 到 的 传 教 士 应 至 少 一 年 作 全 职 的 语 言 训 练!并 与 资 深 传 教 士 共 事

一年"

&$<有关买卖的事宜!只有在实有需要!而且在设尽各种办法仍无避免时!才可诉诸外国权威(外国政

府代表)"但是传教士绝对不可以在求征得主教同意之前!自行诉诸外国权威%切不要为了少许利益!而激

起人们对教会的仇视"

&&<传教士不干涉教友的民事和刑事案件!除非先问准主教或其署理主教"

&#<神职人员无宗座特许不得行医!但传教士可施赠金鸡纳霜"

&’<尽快废除自&!世纪以来中国教会中流行的教徒向教长行的叩头礼"

&"<修女 的 主 要 任 务 是 照 顾 病 人!尤 其 是 教 育 孩 子&妇 女 和 主 妇 等 等%(见#G3M*M O),:3.3*M
03,6,76$相关 章节!&!"&年徐家汇版%又见#G+3M*MO),:3.3*M03,6,76<B,,)&!#"!B:8-KR6:+68-68
>)+M-6K5)8-!68:$!&!#!年徐家汇版)

此次全国主教会议对文化工作予以相当的重视!该会议宣布须注重如下方面的工作’

&<成立*圣经+翻译委员会%天主教来华的传教士如贺清泰!早在清初时期即已译介了一部分*圣经+%
由于#礼仪之争$及其他的原因!*圣经+翻译的工作长期被搁置%倒是&D$C年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

参考天主教译经的基础上!完成了*圣经+的全部翻译%现在!天主教应该迎头赶上"

#<编辑一部供全国使用的统一的教理问答’以前各修会或教区有各自的教理问答!各有差异!这是教

会在当时中国四分五裂情况的反映!现在应该结束"

’<成立一个机构!以便在学校&印刷&公教进行与送青年出国留学等问题上协助宗座代表%为应因这

一要求!&!#D年初终于成立#印刷与学校委员会$!由山东兖州韩宁镐主教任召集人%全国教务会议指出

天主教会在文化工作方面的努力方向是’(&)在天主教学校里!为男女学生开设宗教的&伦理的&国学的和

科学的课程"(#)促进天主教学校间的合作与互助"(’)在适当时期负责出版有关课程方面的专用书籍!正

如办得十分成功的法文*中国教学课程+(N,6:).66,O13,6)一样"

"<认真编辑出版适用于各级学校的教材"

%<出版及推广无政治色彩的书籍与定期刊物!供一般人与知识分子研习天主教"

@<应协助书籍与刊物的出版与推广!特别关心天主教的出版社和书局"

C<遣送青年出国留学等等%以上措施均可看成是教会重视文化工作的表征%-!.(G#$&K#$#)

四!培植中国籍神职人员

此后!由刚恒毅发议!推举中国神职人员担任主教职务%他先从北京教区中划出一区!成立新的宣化

教区!从太原教区中划出汾阳教区!从宁波教区中划出台州教区!从南京教区中划出海门教区%-&&.随着各

新区的成立!"位中国神父被任命为主教!#名中国监牧升任为正式主教%他们是’
/’%/ 万方数据



&<宣化教区赵怀义主教!圣名雅各伯"&DD$年&$月"日生于北京西面十五里长辛店的一个小村庄

正福寺"他的父亲死于#庚子事变$之中!他的两个兄弟都是神父!一个在杨家坪苦修院!已经去世%另一位

则是北京小修院的教授"赵怀义的母亲是虔诚的教友!双目失明"赵氏本人于&D!’年&&月C日入北京

北堂小修院"&!$"年#月#C日晋铎!以后四年任北京初学院教授!以后又在宣化教区和北京教区服务!
并任毓英中学校长"刚恒毅来华以后!于&!#’年&月D日出任宗座代表秘书"&!#@年%月&$日被任命

为直隶宣化教区代牧"当时该教区有&$个县!人口&$$万!有#万C千余名教徒!&@位神父"

#<孙德桢主教"圣名默尔爵"&D@!年&&月&!日生于北京!早年在北京修院中 学 习"&D!C年#月

#"日晋铎!两年以后于&D!!年#月#"日成为一名遣使会士!他的另一位兄弟也是神父"孙氏长于拉丁

文!&!$&年以后!他在北京北堂小修院讲授拉丁文达&#年之久!又在北京六里外的牛房传教"&!#"年"
月&%日!他被任命为直隶蠡县宗座监牧"他参加了&!#"年上海的第一次全国教务会议!&!#@年&月被

任命为主教"他的教区有六个县!人口C%万!信徒#万@千余人!神父&%名!教堂和小教堂&"!座"

’<成和德主教!圣名奥多利各"&DC’年C月##日生于湖北老河口!早年在湖北谷城的茶园沟修院学

习!&$岁时他去了意大利 并 很 好 地 掌 握 了 意 大 利 语!&D!"年D月C日!他 在 意 大 利 拉 维 那 山&;),8<.-
=6+,-’加入方济各会"&!$$年@月&%日!他在学完了神哲 学 以 后 晋 铎"&!$’年&月 回 到 中 国!以 后"
年!他一直做传教工作!又任茶园沟修院副院长!又去湖广总修院教授哲学"&!#"年’月#日!他被任命

为第一名中国籍的宗座监牧!管辖蒲圻教区!他也参加了&!#"年上海第一届教务会议"&!#@年@月&日

升任代牧主教"他的教区有"个县!人口&#$万!天主教徒仅&千D百余名!有神父!人!教堂’@座"

"<陈国砥主教!圣名阿洛苏斯!&DC%年&&月C日生于山西潞安阳村!他的另一个兄弟也是神父"他

于&D!@年&$月"日于洞儿沟加入方济各会%于&!$’年’月&’日晋铎"#庚子事变$以后!曾被委派调查

山西教案事宜!以后又任两位意大利主教的中文秘书"他在山西太原修院教授拉丁文和护教学"&!&&年

任太原主教座堂本堂!&!#&年任临县总铎区总本堂"&!#@年%月&$日升任山西汾阳教区守座代牧"他

的教区有&$个县!&@$万人口!&万余名天主教徒!&%名神父!DD座教堂"

%<胡若山主教!圣名若瑟"&DD&年#月#日生于浙江定海!祖先&#代均为天主教徒!%岁时成为孤

儿!由传教士抚养长大!早在定海(宁波(嘉兴求学!&!$@年&&月@日成为遣使会士!&!$!年@月%日晋

铎"以后@年中一直从事传教工作!后在宁波大修院中教授哲学"他参加了上海第一届教务会议"&!#@
年C月’$日他被任命为浙江台州宗座代牧"他教区包括%个县!人口#@!万余!有天主教徒%千名!神父

@名!教堂"$座"

@<朱开敏主教!圣名西满"&D@D年&$月’$日生于上海!他出身上海一个老天主教家庭!有’$$多年

的奉教历史"&DD#年!月D日!他进入修院"&DDD年!月C日!他加入了耶稣会!由著名汉学家晁德莅指

导学习!&D!D年@月#D日晋铎"以后多年他一直从事传教工作!&!#"年他被派为海门和崇门教区的长

上"&!#@年D月#日!他被委任为海门教区宗座代牧"他的教区包括@个县!人口%$$多万!有天主教徒

’万#千余人!神父&!名!教堂&%@座"

&!#@年!月!刚恒毅偕同朱开敏(胡若山(赵怀义(孙德桢(陈国砥(成和德启程赴罗马参加由教宗庇

护十一世亲自主持的祝圣大典"他们一行乘美国邮轮#亚当斯总统号$于!月&$日离开上海!沿途于香

港(马尼拉(新加坡(科伦坡都受到热烈欢迎"&$月&@日抵 意 大 利 那 波 里!受 到 意 大 利 政 府 和 教 会 的 欢

迎!在罗马更是受到盛大欢迎"抵达次日!即受到教宗的接见"&$月#D日!祝圣大典在梵蒂冈圣彼得大

教堂举行"有&@位机枢主教!无数位主教(修会首长(外交使团(贵族!从巴黎大学(鲁汶大学和欧洲其他

城市来的中国留学生共"万人参加典礼"对此清代初年!罗马教廷公布了对第一位中国籍主教罗文藻的

任命以后!不少外籍主教竟以中国人不胜此职而不愿为之祝圣"&!#@年!这@位中国籍主教在罗马的声

光动人确乎表现了中国天主教今昔之不同"
据中国天主教历史学家徐宗泽神父在)圣教杂志*&!’%年第D期上的一篇文章)近十年来天主教在我

国之状况*一文中的统计!由中国籍主教管辖的教区已达#’个!虽然中国籍主教区在全国一百十几个教区

中只占五分之一弱!但对比&!##年刚恒毅来华之前无一中国籍主教区的情况!显然有了相当的进步"在

+"%+  万方数据



同一时期!中国籍的神父和修女也是相应地增加"鸦片战争时期全国天主教神父共约&’$人!&!$$年增

至"C$人!从&!#$年起几乎增加了一倍!达!@’人"经过有意识的培训和提拔!到&!’$年中国籍神父已

达&%$$人!&!’’年达&@$$人!与此相应增加的中国籍修女到&!’’年达’@$$人"#&#$在缓慢的本地化进程

中!天主教会的修院和国籍神职班也有所增加"%见罗光&’刚总主教与传信部大学的中国修生(!’刚总主

教到华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D年!刚恒毅创设了第一个由中国籍神职自行管理的修会***+主徒会,"此事由刚氏委托宣化主

教赵怀义办理!但赵在&!#C年去世"&!#D年!程有猷主教继任!在宣化城外购得背山面河-清静远俗之地

百亩!大兴土木!同年秋!+主徒会,正式成立"创建初期!由西班牙救世主会协办!待基础稳固以后将完全

由中国人管理"根据刚恒毅的思想!主徒会应具有如下特点&&<促使公教思潮!使中国文化基督化!要注重

教育及文化事业!鼓励会士研究学术著作!注重与儒家思想以及中国古代文艺美术的沟通与调和.#<要在

未开辟传教区的地方以及缺乏本国籍神职人员的地方注重传教工作.’<服务于海外的民众."<服务于贫穷

困顿的民众"主徒会会徽为金属圆形式样!上刻有圣彼得大堂及一荷花围着的圣体"#&’$

尽管如此!#$世纪初期中国天主教本地化的进程仍然是比较缓慢的!远远没有达到真正的本地教会

的标准"相当多的外籍教会人士对改革抱有抵触情绪"然而!这个过程毕竟减弱了天主教会在&!世纪所

带有的过分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而增多了宗教本身应有的肃穆和感化力"后来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也

从另一个方面打断了这个进程!使有志于教会本地化的人们所预想的境界无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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