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于光

一、反帝爱国自立革新

1949年10月1日，毛

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

了。中国天主教徒和全

国人民一起欢呼这一时

刻的到来。但是天主教

会的主要领导权仍然控

制在外国人手里，已经

站立起来的中国天主教

徒发出彻底摆脱外国人

的控制、自办教会的呼

声。

罗马教廷从来没有

放弃过对中国天主教内

部事务的干预，而且对

中国籍的神职人员实行

明显的歧视政策。早在

1870年梵蒂冈第一次大

会上就决定，对待中国

籍神职人员要如同父亲

对儿子一样，不可视为

平辈兄弟。广阔的中华

大地逐渐变为外国教会

势力恣欲妄为的乐土。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成立，意味着外国势力

将永远让出他们的特殊

权柄，这是罗马教廷和

外国修会所不愿意看到

的事情。教廷对中国的

总方针是“死守中国，决

不后撤”，“做抗拒共产

主义的柱石”。为了能够

长期控制中国教会，教

廷和外国修会想尽办

法，千方百计地操纵中

国神职人员和教徒。他

们签署命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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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违背，将以“开除教籍”相威胁。一些

教会内部的敌对分子则充当帝国主义

的间谍，搜集情报，与人民为敌。教会

内部的帝国主义势力看到公开出面已

不可能，在幕后控制操纵，通过在全国

各教区大规模地发展“圣母军”，或以

“教理小组”的名义，加紧在组织上和

思想上去控制青年教徒。

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罗马教

廷在中国的使节黎培理认为形势已变，

配合美国，加紧从事颠覆中华人民共和

国的活动。他们一方面威胁要惩处参加

抗美援朝活动的教徒，另一方面鼓动受

蒙蔽的青年教徒与进步的教徒对立，企

图人为地制造混乱，给政府施压。因

此，反对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中国天主教

会，保障天主教徒能享有爱国的权利，

成为一项历史任务，摆在了中国天主教

界的面前。

最早进行的反帝爱国运动是在教

会学校中展开的。1950年掌握北京辅仁

大学财务的教务长、意大利传教士芮歌

尼宣布不再负担学校经费的津贴，妄图

借朝鲜战争之机向中央人民政府施压，

搞乱人心，引起不屈服于外国势力的广

大爱国人士的义愤。在中央政府的支持

下，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与师生员工

一起与外国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中央

教育部接办了学校，收回了教育主权，

取得了胜利。之后，在北京、上海、天津

等地的教会学校的师生都投入到反帝

爱国，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之中，他们

举行示威游行，支持抗美援朝斗争。到

1951年，原为天主教会在中国办的文化

教育机构全部被收回。

教育界和文化界的胜利，鼓舞了天

主教界，已经开始的自立革新运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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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培理驱逐出境，对那些搞破坏，披着

天主教外衣的间谍逮捕审判，取缔了圣

母军。1955年9月，中国政府破获了以

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龚品梅为首的反

革命集团，清除了中国教会中的帝国主

义势力，教育了广大的天主教徒，提高

了他们的爱国主义觉悟。

二、自办教会自选自圣

新中国的天主教发展，关键在走什

终发展成反帝爱国运动。1950年11月

30日。四川省广元市王良佐神父和500

名教徒在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率先发表

《自立革新宣言》，明确提出了中国天

主教与帝国主义割断关系，建立自治、

自养、自传的新教会的主张，在全国天

主教界引起强烈的反响。此后，包头、

昆明、重庆、南昌、武汉等市教会的中

国神父和教徒也发表了类似的宣言，号

召教徒“站在爱国主义的一边，为实现 么样的道路?早在1951年1月18日，中

天主教的革新而奋斗。”一场反帝爱国 央政务院文教委员会邀请华北天主教

运动在中国天主教界如火如荼地展开， 代表人士举行茶话会，周恩来总理到会

并迅速发展到天津、南京、上海、北京 讲话，支持天主教人士提倡的自治、自

等地。罗马教廷面对中国天主教徒的正 养、自传的三自运动。经过几年的天主

义爱国之举，十分恐慌，连续致函各地 教界的自立革新和反帝爱国运动的洗

主教，散布天主教“超国际”、“超政治” 礼，到1956年中国天主教界已在全国

的论调，同时又给参加爱国运动的神父 各地建立了200多个爱国组织，彻底改

和教徒强加上“分裂宗教”、“违反教义 变了原来中国殖民地教会的状况。1956

教规”的罪名，企图阻止中国天主教徒 年7月19日至25日，中国天主教友爱

的活动。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国会预备会议在北京举行，发起成立中

更加激起了全国天主教徒的愤怒，他们 国天主教教友爱国会筹备委员会。周总

纷纷集会，要求政府驱逐黎培理，控诉 理接见了全体会议代表，鼓励代表们办

一些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好教会修道院，培养德才兼优的神父。

1951年6月中国政府顺应广大爱国教 1957年8月2日，中国天主教友爱国会

徒的强烈要求，封闭了罗马教廷在中国 正式成立，选出委员150人，皮漱石当

设立的传教中心——天主教中央局(又 选为主席。“会议一致认为，爱国是人

名“中国天主教教务协进会”)，同时将 民的神圣职责，也是天主的诫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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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祖国的利益，为了教会的前途，中国

天主教会必须彻底改变旧中国时代帝

国主义带给的半殖民地状态，实行独立

自主，由中国神长教友自己来办。在不

违反祖国利益和独立尊严的前提下同

梵蒂冈教廷保持纯宗教的关系，在当信

当行的教义教规上服从教宗，但必须割

断政治上、经济上和梵蒂冈教廷的关

系，坚决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

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破坏我们的

正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任何阴谋活

动。”中国天主教从此走上了一条新的

道路!

这时中国天主教145个教区尚有

120个教区没有正权主教，引起了天主

教界的关注。1957年四川成都市召开四

川省天主教教友代表会议，自选李熙亭

为主教，这是中国天主教史上第一次自

选主教。第二年武汉市汉口和武昌教区

分别自选主教，并本着“当信

当行”的原则，及时上报梵蒂

冈教廷，却遭到教廷的回绝和

“超级绝罚”。梵蒂冈主动断绝

了与中国天主教的关系，也激

怒了中国天主教人士，他们决

定严格遵循使徒时代以来教

会的传统教义教规自圣主教，

彻底摆脱外国的干预。1958年

4月13日武汉两教区在李道

南主教的主持下，举行了隆重的新主教

祝圣典礼，揭开了中国天主教史上新的

一页。此后，选圣主教全部由中国教界

人士自定自理，全权执掌本教区的教

务。到1958年底全国已有43个教区自

选自圣主教，天主教在中国的殖民地教

会体制不复存在。

1962年1月，已经取得成绩的中国

天主教友爱国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这

次会议去掉了“天主教友”的“友”字，

改名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一字之

差，却反映了教徒的团结紧密。会议还

决定筹办中国神哲学院，办好修女院，

培养神职人员，开展搜集、整理、研究

中国天主教史的研究工作，出版教会刊

物等等，但是所有这一切，受到随之而

来的“左”的形势影响，大多都没有实

现。到了1966年“文革”时，天主教也受

到了冲击，一些地方将天主教与会道门

并论，教堂被毁，神职人员被转业下

放，参加劳动生产，天主教承受了一场

严重的考验。

三、一会一团阔步前进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

会的春风将中国大地吹绿，中国社会再

次呈现勃勃生机。中国天主教在党的宗

教信仰自由政策重新贯彻和落实的东

风下，开始走上了一条新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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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的中国天主教是充满活力

的宗教。 自1980年5月召开中国天主

教爱国会第三届代表会议到20世纪

末，中国天主教又走过了20个年头。这

20年中，爱国会召开了四届会议，主席

也换了好几位。从50年代的皮漱石主

教，到宗怀德主教，再到傅铁山主教，

带领着中国天主教的教友，在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与全国人民一道，积极走

社会主义道路，使其面貌焕然一新1

1980年是当代中国天主教史上具

有历史意义的一年。这一年召开的中国

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代表会议，酝酿成

立了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中国天主教

教务委员会和国天主教主教团三个机

构。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是全国性教务

领导机构，由各地教会通过民主协商选

出的代表组成，具有权威性。中国天主

教教务委员会和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则

是代表会议属机构，负责具体的工作。

1992年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与中国

天主教代表会议合并，将原有的三机构

调整为“一团一会”，即中国主教团和

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模式。主教团是全

国性教务领导机构，以《圣经》为依据，

本着“至一、至圣、至公”的原则，以及

从宗徒传下来的“圣而公教会”的传

统，维护信德宝库，加强教会纪律，奉

行适合中国国情而确立的独立自主自

办教会的方针，宣传基督福音，广拓圣

教。主要任务是，研究和阐明当信当行

的教义和教规，审批教区主教的选圣，

以及教区的划分与调整，设置“牧灵”

职务，制定牧灵章程，开展牧灵工作，

团结全国神长教友遵守国家宪法、法律

和政策，维护社会安定和团结；培养各

种圣职人员，对外代表中国天主教会开

展友好交往。

爱国会为中国天主教神长教友组

成的爱国爱教的群众团体， 宗旨是：

“团结全国神长教友，在中国共产党和

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发扬爱国主义精

神，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国家宪

法、法律和政策，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

设；协助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

协助教会贯彻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

针；帮助神长教友提高爱国主义和社会

主义的觉悟；维护教会的合法权益，开

展社会服务，兴办自养企业和社会公益

事业；发展与国际天主教界的友好交

往，促进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主

教团和爱国会是两个平行的机构，虽有

分工，但又相互联系，遇有大事，共同

商讨决定。在它们下面还设有：教务委

员会、礼仪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经济

开放和社会服务委员会、对外联络友好

委员会和神学中心六个组织。

20年里，中国天主教所取得的成绩

是有目共睹的。在全国115个教区，有

70位主教和900多名神父，4000余名神

职人员，领导了约400万教徒，管理着

4600余所教堂、会所。近年来，每年领洗

入教的人达60，000人。从90年代起，

中文弥撒开始推行，如今已经取得了重

大成果，全国各地普遍实行。北京天主

教南堂每周日有4台弥撒，有2000多

人参加，其中一台是专为在北京的外国

人举行的英文弥撒。位于上海的亚洲最

大的天主教堂余山天主堂，每年五月前

去朝拜圣母的人达五、六万人次，已经

成为上海教区传统群众性的宗教活动。

如今在中国大地，见到教堂和十字

架早不算什么稀奇的事了。在中国众多

的天主堂中，著名的天主教堂有50余

座，除了上述的南堂和余山天主堂外，

还有北京西什库北堂、天津望海楼教堂

和西开总堂，上海徐家汇大堂，广州圣

心大教堂，南京圣母无染原罪始胎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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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平安桥主教堂，甘肃天水市天主堂

等。这些天主堂都座落在繁华的市区，

历史悠久，建筑规模宏大，内部装修富

丽堂皇，它们不仅有西方罗马式建筑，

而且也有中西合璧式的，既是重要的宗

教活动场所，也是旅游参观的好去处，

已成为中国旅游的又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兴办教会教育和文化事业是当代

中国天主教的又一特色。中国人不再依

靠外国传教士，自己完全有能力从事天

主教的教育和文化事业。1982年，中国

天主教爱国会独自创办的第一所神哲

学院在北京建立，开始了培养天主教人

才的行动。此后全国各地又陆续开办了

6所神哲学院，每年在校生600余人。至

今已经培养神父900余名。现在全国共

有修院31所，在校学员1700余名；修

女院40多所，初学修女1000多名。修

女培训班也经常举办。近些年来已经有

相当一批毕业生走上了工作岗位，成为

中国天主教的骨干，正在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中国天主教会还派遣了近百名神

父、执事、修生和修女到国外或香港地

区攻读神学学位或短期学习。

如今对中国人来说，要想学习和了

解天主教的知识，寻找这方面的读物，

已不是难事了。天主教徒学习的中文

《圣经》已经由中国天主教会自己印刷

出版，这是天主教传入中国700年来首

次在中国印行，是中国天主教界的一件

大事。为了配合教徒学习教义与教规，

主教团还印行了《圣经辞典》，编印了

中文《弥撒圣歌》和弥撒经书，与之配

合还举办了二期礼仪培训班。中国天主

教爱国会出版发行会刊《中国天主

教》，一些省市教区则创办了自己的

《教会通讯》或报刊。由中国天主教界

兴办的武汉康复中心、北京相伯外语学

校、上海光启电脑学校以及各地的医疗

诊所、幼儿园、安老院等一大批社会公

益事业，在社会上树立了光辉形象。

中国天主教与世界各地天主教在

信仰上是一致的。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

的中国天主教以全新的姿态走上了历

史的舞台。世界120多个国家和中国香

港、澳门、台湾地区的千余名天主教徒

都曾经来到这片古老的土地参观访问，

其中不乏身为天主教徒的国王、王后、

总统、首相、部长、议员等政要，也有枢

机主教、大主教、主教和神父等教职人

员，例如诺贝尔国际和平奖的获得者特

蕾莎修女，菲律宾红衣主教海梅·辛，

联合国妇女大会秘书长蒙盖拉夫人等，

中国的天主教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与此同时，中国天主教徒的足迹也

踏遍了五大洲四大洋。20年来中国天

主教已经派出了20个代表匝到世界各

国访问，国际宗教和平会议、世界天主

教青年大会、世界天主教圣经大会、亚

洲宗教徒和平会议等各种场合都有中

国天主教人士的身影，他们带去了中国

教友的深深祝福。

当代中国天主教用痛苦经历换来

了深刻的教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

实证明，中国天主教要发展，必须坚持

走中国化的民族道路，奉行独立自主、

自办教会的真谛是不变的，掌握主权的

意志是不变的，自选自圣主教的方式是

不变的，也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

的天主教才能继续保持生机，迈开正确

的脚步一直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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