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基督教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宣布“最后地彻

底地永远地全部地隔断与美国差会及其他差会的一

切关系，实现中国基督教的自治、自养、自传”，并筹组

了吴耀宗等25人组成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

革新运动委员会筹备委员会”，领导基督教的三自爱

国运动，支持抗美援朝活动。随着三自爱国运动的深

入开展，国内基督教教会和团体断绝了过去所接受的

外国津贴，广大教徒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提

高了反帝爱国的觉悟，积极参加各项反帝爱国运动和

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各教派之间教会内教牧人员和教

徒之间的团结日渐增强，教会呈现了新生的气象。

1954年7月22日至8月6日，中国基督教全国

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

232人，他们代表了62个教会和团体。会议通过了工

作报告和《中国基督教会全国会议告全国同道书》，全

体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定名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

动委员会”的领导机构，昊耀宗当选为主席，推选吴耀

宗、陈见真、吴贻芳、陈崇桂、江长川、崔宪详、丁玉璋

等139人为委员。此后，全国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地方

性的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到1955年底，各地共成立

三自爱国组织197个，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有了

坚强的组织保障，在全国范围内更加广泛深入地展

开。1956年，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

(扩大)会议发出“建设教会”的号召，指明中国基督教

应该在实现中国教会三自、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为保

卫世界和平而努力作出“三大见证”，并提出进一步巩

固和扩大团结等“十项任务”。但后因形势变化，未能

完全实现。“文革”开始后，三自爱国运动各项活动停

止达13年之久。1979年，上海、北京、广外f等地的三自

爱国组织先后恢复工作。1980年3月，中国基督教三

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发出了以重

建教会为中心内容的《告全国主内弟兄姊妹书》，并作

出重印圣经、及早召开全国会议、恢复神学教育等决

定。10月，第三届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南京召开，对三

自爱国运动起到了承上启下的推进作用，基督教三自

爱国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迈向了从自办教会到办

好教会，即治好、养好、传好的新阶段。

中国基督教开展的三自爱国运动已经走过了五

十余年的光辉历程，经过广大爱国教徒长期艰苦的努

力，自治、自养、自传的方针贯彻到中国基督教教会生

活的各个方面，真正成为中国教徒自办的宗教事业。

(执笔人：中央统战部研究室郭伟)

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由来
●佟言实

天主教传人中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

近代以前天主教在中国传教收效甚微，大规模传人是

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伴随着列强用坚船利炮强行

轰开中国大门，天主教被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利用，成

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凭借不平等条约中的特权，许多

传教士也犯下贩卖鸦片、横行霸道、欺宫压民、掠夺钱

财等种种罪行。

自19世纪下半叶起，就有一批具有民族意识的

天主教中方神职人员和爱国教徒，欲摆脱西方教会控

制、走独立自主办教道路。以英敛之、马相伯等为代表

的爱国天主教徒，提倡中国天主教会甩掉“洋教”帽

子，由中国人自己来办中国的教会，真正实现“中国

化”。经过不懈努力，直至1926年10月28日，有6位

中国人被祝圣为主教，在天主教进入中国34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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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终于有了第一批中国籍主教(天主教

自1582年由利玛窦传入中国直到1926

年，340年间只产生过一位中国籍主

教——罗文藻)。1936年，中国籍主教虽

增至23名，但仅占全国110多个主教区的近五分之

一。1948年中国共有143个教区，分别隶属38个外国

修会，中国主教仅21人，且基本处于无权地位。中国

信徒既不可能真正成为自己国家教会的主人，天主教

会也未能从根本上摆脱由“洋人”控制的“洋教”色彩。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

全国胜利的前夕，1949年7月13日，罗马教廷圣职部

公布了所谓“反对共产主义”的命令，并通过其驻国民

党政府公使黎培理向中国各教区散发，该命令不准教

徒参加爱国活动和任何进步组织，不准阅读进步报

刊，并煽动教徒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抗。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梵蒂冈又利用中国天主教会内的

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从事颠覆新中国的活动。这一切

倒行逆施，激起天主教广大信徒和爱国人士的极大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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慨。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走上一条与自己的祖

国和民族相一致的爱国道路，成为摆在中国天主教界

面前的一项历史任务。1950年11月30日，四川广元

县天主教神甫王良佐和500余名教徒联合发表了《天

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号召中国天主教徒“基于爱祖

国、爱人民的立场，坚决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

联系”，“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宣言发表以

后，全国各地天主教神长教友纷纷响应。天主教自立

革新运动得到了人民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关注和支持。

1950年12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这个宣

言。1951年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欢迎天主

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称赞这一爱国之举。此

后，包头、昆明、重庆、南昌、武汉等地教会的中国神甫

和教徒也发表了类似宣言，号召教徒“站在爱国主义

的一边，为实现天主教的革新而奋斗”，一场自立革新

运动在天主教界如火如荼地展开。

1951年1月17日，中央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举行

茶话会，邀请华北天主教代表人士参加，周恩来总理

到会讲话。他指出：“凡自立者才有前途。中国天主教

是有能力办好自己的教会的。”这个讲话进一步推动

了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的广泛开展。教廷对此十分恐

慌，散布天主教“超国际”、“超政治”的论调，同时又给

参加爱国运动的神甫和教徒强加上“分裂宗教”、“违

反教义教规”的罪名，加紧利用其组织上的控制进行

破坏。自立革新运动在与控制教会的帝国主义势力展

开激烈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反帝

爱国运动。中国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提

高了天主教广大神职人员和信教群众爱国主义觉悟，

清除了教会内部的帝国主义分子，结束了外国势力利

用天主教与人民政权对抗的局面。

在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中，中国天主教界在全国

各地建立了许多爱国组织，截至1956年初已达200

多个，改变了原来中国殖民地教会的状况，开始走上

与新中国相适应的道路。反帝爱国运动的深入发展使

天主教界的爱国人士认识到有必要成立一个全国性

的天主教爱国组织。1957年6月17日至7月13日，

中国天主教教友代表会议预备会议在北京举行。经过

激烈的思想斗争，会议全体代表取得了一致认识，认

为中国天主教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爱国爱教是天主

教徒的天职，中国天主教必须由中国天主教的神长教

友来办。7月15日，中国天主教友代表会议在北京召

开。会议通过了《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章程》、《中国天

主教友爱国运动情况及今后任务》、《中国天主教友代

表会议决议》等一系列文件，提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和

自办教会”是中国天主教爱国运动的方向，庄严宣布：

“为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天主教必须

改变旧中国时代帝国主义带给教会的殖民地半殖民

地状态，实行独立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

这次会议宣告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正式成立(名称在

第二届改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并延续至今)。会议

还选出了爱国会委员150人，皮漱石当选为主席。中

国天主教爱国会的成立，是天主教反帝爱国运动的必

然结果，为引导和教育广大天主教信徒坚持走爱国爱

教道路提供了组织保障。

为了保持与梵蒂冈的宗教关系，中国天主教第～

次代表会议提出，中国天主教在“维护祖国尊严和中

国教会主权的前提”下，可以“保持和罗马教廷的纯宗

教联系”。1957年、1958年，中国天主教先后将选出的

一名代理主教和两名主教报送梵蒂冈，竟然遭到其

“超级绝罚”的制裁，充分暴露出他们反对新中国、反

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真面目和政治目的。1962年1月，

第二届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代表会议提出了“坚决摆脱

罗马教廷的控制，彻底实现独立自主办教的任务”。中

国天主教从此坚定地走上了自选自圣主教、独立自主

自办教会的道路。

中国天主教广大爱国神职人员和教徒群众掀起

的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不仅清除了天主教内的

帝国主义影响，摆脱了帝国主义势力的控制，从根本

上改变了中国天主教依附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势

力的状况，进而成为我国天主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神

圣事业；而且，它还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反

帝斗争和中国人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斗争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这场斗争中，我国天主教广大爱国神

·职人员和教徒表现出可贵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正义感，

为中国天主教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反帝爱国运

动已经走过了50年不平凡的道路。历史证明，中国天

主教开展反帝爱国运动，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是

我国天主教界爱国神职人员和教徒根据我国的历史

和国情所选择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天主教健康发展

的唯一正确之路。(执笔人：中央统战部研究窒郭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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