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会史研究!

按!!语!基督教是西欧中世纪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史研究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

热点问题之一#我国的教会史研究起步较晚"宗教改革曾经是国内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世纪’!年

代以来"我国教会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突破#本期刊出的)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

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教宗与地方主教团关系的历史透视&认为"政教关系’教会内部

的关系以及民主对宗教的态度都影响到教宗与地方主教团的关系(%职业功能的转变$从演绎宗教礼

拜仪式到宣讲上帝之言&提出宗教改革使教士的职业功能从演绎宗教礼拜仪式演变为讲经布道’宣讲

上帝之言(%罗马教廷与商人关系的历史考察&指出"中世纪商人与罗马教廷的相互利用为资本主义的

兴起与社会转型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世纪天主教教士与他们的家庭&认为"尽管中世纪天

主教会要求教士独身"但是教士的家庭及其女性伴侣普遍得到认可#

教宗与地方主教团关系的历史透视

)))解读&’,(年%教会法典&第(+"条至第)&&条

彭 小 瑜

!!内容提要!教会法历史作为教会史的一个分支突出地体现了相对稳定的法律条文与不

断变化的历史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教宗与各地主教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

教会法传统"但是具体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的条件也在深刻影响这一关系#本文通过对

&’,(年%教会法典&第(+"条 至 第)&&条 教 规 的 历 史 评 注"追 溯 了 教 宗 与 地 方 主 教 团 的 关

系"分析了与教宗与各地主教关系有关的古代和中世纪传统"并主要以美国的情况为例阐释

了近现代西方国家天主教会与梵蒂冈关系的一些特点#

关键词!教会史!教会法!罗马天主教!教皇制度!主教制度

教宗与各国的关系!或者说"教宗外交#!其实是具备双重性的!一方面是教廷与各国政府的关系!
另一方面是教廷与各国天主教会的关系$所以在国际关系的语境中讨论罗马教廷与各国的关系!就

不能避开教宗与地方主教团的共融关系!本文所侧重的是其中的一个主要方面!即地方主教的铨选和

任命$主教的选任历来是教宗和地方教会关系的一个重大问题!备受教会法学家的关注$他们的思

想反过来也影响了教会制度史演进的过程$&’,(年罗马天主教会颁布的%教会法典&第*卷第*编

第*组"地区教会及其组织#’第(;,条至第)(!条(!尤其是其中的第*章’第(+"条至第)&&条(!讨
论了教区主教的铨选和职权$本文的用意是!通过对上述这些教规的历史解读追溯教会史上的主教

铨选和任命制度!借此探讨教廷与地方教会的关系!并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说明国家政权在这一问

题上所扮演的角色$近现代教廷与地方教会的情况主要参考美国的案例!也涉及一些法国的情况$ 万方数据



一!教规评析及其历史语境

!!解释和应用法律的一大弊病是脱离历史背景抽象地处理法条!将法律条文的权威提升到法律本身的目

的之上!从而违背立法者的初衷!将法律提升到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之上"教会法的精神是宗教的!是为灵

魂的拯救服务"历史地考察教会法规有助于人们注意到法条背后的价值观和历史语境!是理解和贯彻教会

法精神的必要途径"&’,(年的#教会法典$与&’&+年的#教会法典$以及中世纪的#教会法大全$所迥然不同

的是!它对主教职位的界定与对地区教会重要性的肯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对地区主教的权威给予更加充

分的肯定!突出主教职位的宗教性质!认为这样的处理对教徒的宗教生活更为有利!"

&’,(年#法典$第(;,条至第(+)条专门讨论地区教会%6CCD621A65A031CLDA062&及其权力!而&’&+
年#法典$没有以专门的教规就地区教会做出明确的规定!主要突出教宗对普世教会的领导权威!没有

就地区主教的地 位 进 行 充 分 的 阐 释"&’&+年#法 典$的 背 景 是 第 一 次 梵 蒂 冈 会 议%&,;’年 至&,+!
年&!所体现的教会学观念来自该会议于&,+!年+月&,日颁布的教义宪令%TA2340A6360:L2&""该

宪令除了提出教宗’无谬误(这一在教会内外引起极大争议的观点之外!还强调教宗对普世教会直接

的治权!给人造成主教仅仅是教宗在地方上的代理人的印象"俾斯麦当时正与德国天主教会进行一

系列激烈的争执!他指责梵蒂冈会议的这一法令以教宗的统治取代各地区主教对自己教区的管理!将

主教变成教宗的代表"&,+"年!德国主教和教宗庇护九世针对这一批评指出!主教们是使徒的继承

人!主教职位是基督设立的!是和教宗制度一样不可变更的神圣制度!教宗是罗马的主教!不是科隆或

布雷斯劳的主教!不可能也没有意愿取代各地的主教!也不可能剥夺他们的权威"汉斯)昆引用这一

插曲来说明!在理论上!即使在举行第一次梵蒂冈会议的时代!教会也不曾否定地区主教不可替代的

宗教权威和职责#"问题是!第&次梵蒂冈会议因为意大利军队占领罗马而被迫中断!所以在议定了

教宗’无谬误(说之后!会议无法就主教的职权给出详尽说明!仅仅就教宗最高司法权和直接治权%对

教会人事*财产等事务的管理权限&给出了明确和具体的规定!从而为削弱地区主教权力进行了理论

上的铺垫"教宗对涉及教会的所有案件拥有审判权!他的法庭是普世教会的最高上诉法庭"教宗对

普世教会的统治不仅仅局限于监督和督导!而是完整的不可超越的治权"而且他的治权不仅仅涉及

信仰和道德!也包括对纪律和教会事务的管理+不仅仅涉及整个教会和所有的教徒!也可以直接介入

对每一个地区教会和每一个天主教徒个人的管理$"&’&+年#法典$以法律的形式重复和肯定了第&
次梵蒂冈会议对教宗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权威的界定!对地区教会地位和主教职权未给予充分的处

(&!!!!!!!!!!!!!!教宗与地方主教团关系的历史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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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此使用的&’&+年#教会法典$的版本是,8)6#N%5,%(14.).%1%/%%O/).’%*%1%(C4N%&%%5((56%-#(’5(=#.#6%1’%/4M4#OP451’)E
,%’4’#M,)&50-4’5(!威斯敏斯特&’"’年版+&’,(年#教会法典$的版本是,8)6#N%5,%(14.).%1%451’),%’4’#Q)4..%(/450%//RQQM,)E
&50-4’5(梵蒂冈&’,(年版"简写分别为’&’&+年#法典$(和’&’,(年#法典$("
亨利)登青格,#天主教教义集录$%M6:0P%6:U1:O60!!"#J)5,1#()*84’")0%1A)-&4&!新罕布什尔州菲茨威廉&’"+年版!
第&,*&-&,)!段"引用该文献的习惯是标注文中的段落号"
汉斯)昆,#会议*改革和 统 一$%MA:2VW:O!!"#8)5.1%0!>#*),&4.6>#5.%).&!纽 约&’;&年 版!第&;"-&;;*&’(-*!&
页"汉斯在书后的附录<中收入了德国主教反驳 俾 斯 麦 的 声 明 全 文"&,+!年+月&,日 梵 蒂 冈 会 议 的 宪 令 %/4(’),4#’#,E
.5(&除了序言外分)章!其中的第(章论说了教宗和地区主教的权威!也指出教宗的领导权威并不意味着他要干预主教对

自己教区直接的和正常的管理!可参考登青格,#天主教教义集录$!第&,(;段"’使徒(%J5423D6&指’耶稣亲自选召并派遣的

十二门徒(!可参考文庸*乐峰*王继武,#基督教词典$!第))’页+科蒙夏克等,#新神学辞典$!第),-"*页"
亨利)登青格,#天主教教义集录$!第&,(!-&,(&段" 万方数据



理!!这一突出教宗权威的取向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

在宏观的层面上"近代教宗加强对天主教会中央集权统治的原因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后期以来的

一系列冲击教宗权威的重大历史事件"譬如#阿维农之囚$%&(!’年至&(++年&和#大分裂$%&(+,年至

&))’年&"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以及法国大革命和与其相关的文化和

思想运动"!在微观的层面上"主持第&次梵蒂冈会议的教宗庇护九世%&,);年至&,+,年在位&力图

加强自己的权力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其原因是他在西欧’意大利和教宗国所面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危

机以及由此得以强化的保守主义立场#!教宗难以摆脱历史悠久的传统观念"坚持认为只有维持他

对教宗国的世俗统治权才能保证自己拥有独立的宗教领导权!这一情势导致庇护九世对构成意大利

统一运动背景的西欧资产阶级革命及其意识形态采取怀疑和敌视的态度!强化&’世纪教宗保守主

义立场的另一原因是"&’世纪中叶以后的西欧天主教国家和地区的政权开始改变中世纪以来的教会

与国家关系"实行宗教宽容和近代模式的政教分离政策"这在教宗看来也是难以接受的$!有的学者

描述他的心情说"在他看来整个世界都在推崇人类理性的同时忘却了还有上帝%!在与急剧变化和

进步的时代的抗争中"庇护九世将全力加强教廷对整个天主教会的中央集权统治看成是巩固维护正

统信仰的手段!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尽管在神学理论上庇护九世并没有贬抑地区教会的主教"但是

在实际的运作中他显然倾向于独断专行&!

庇护九世以后的两位教宗是利奥十三%&,+,年至&’!(年在位&和庇护十世%&’!(年至&’&)年在

位&"他们开始逐渐地和部分地适应现代西方社会’!但是他们继续强调教廷对地区教会的中央集权

管理"庇护十世所推动的教会法改革也以此为重要宗旨"其结果是&’&+年的(法典)一方面重点维护

教宗特权和突出教宗对地区主教的领导权威"另一方面忽略了对地区教会地位的界定!

)& !!!!!!!!世 界 历 史!!!!!!!!!!!!!*!!+年第(期

!

"

#

$

%

&

’

&’&+年(法典)"第*&,***&段!
对上述形势作出很好概括的著作有+贝尔,麦克斯威尼+(罗马天主教+寻求相关 性)%I1DDXC=Y66:6P">)&4.84’")0%1%(&"

!"#J#4,1"*),>#0#G4.1#&"牛津&’,!年版"第(*’"页-詹 奈,伯 恩 斯+(天 主 教 前 沿+自 由 主 义 背 景 下 的 意 识 形 态 政 治)
%76:6IL0:2"!"#+,).’%#,()*84’")0%1%(&"!"#/)0%’%1()*Q6#)0)-2%.4$%I#,403),06&"伯 克 利&’’*年 版"第***);
页-威康,Q8波尔捷+(教会统 一 与 民 族 国 家 传 统+&;,**&,+!年 间 教 宗 面 临 的 挑 战)%Z1DD1A@Q8T403160"#./L0C/[:13P
A:?BA314:AD90A?1314:2+9/6./ADD6:O6343/6X4?60:TA5ACP"&;,*-&,+!$&"拜尔纳德,库克编+(教宗与美国天主教会)
%I60:A0?.44\6"6?8"!"#/4M4124.6’"#8"5,1"%.’"#S.%’#6J’4’#(&"纽约&’,’年版"第*"*")页!
对庇护九世及其时代 的 最 好 研 究 是+欧 文,查 德 威 克+(&,(!*&’&)年 间 的 教 宗 史)%]Y6:./A?Y1C\"BH%(’),2)*’"#
/)M#(&,(!-&’&)&"牛津&’’,年版-也可参考法兰克,科帕+(&+,’年 以 后 的 教 宗 史)%>0A:\.455A"!"#C)6#,./4M412
(%.1#&+,’&"伦敦&’’,年版"以及该作者众多的其他教宗历史研究著作!
法兰克,科帕+(&+,’年以后的教宗史)"第’!-’(’&&!-&&&’&&"-&&;页-法 伊 斯,伯 吉 斯+(默 里 论 教 会 与 国 家 关 系)
%>A13/K8IL0O622"7110#(%4#’J’4’5("!"#>#04’%).("%MI#’T##.8"5,1"4.6J’4’#411),6%.-’)L)".8)5,’.#2C5,,42"JR
LR&"杜塞尔多夫&’+&年版"第&&*&(页!教宗对近代政教分离的反对并非是要提倡神权 政 治"而 是 希 望 维 持 天 主 教 国 家

中教会的官方地位"指责这些国家政府排斥教会社会影响的世俗化政策"譬如限制教会的教育活动"以及将婚姻列入民法的

管辖范围!但是庇护九世主持的第一次梵蒂冈会议本身也有预示近代政教分离倾向的迹 象+与 中 世 纪 的 传 统 迥 然 不 同"此

次会议没有邀请任何天主教国家的统治者参加!
法兰克,科帕+(庇护九世+反对世俗化的斗士)%>0A:\.455A"/)M#/%5(QO"8,5(46#,%.4J#1504,B-#&"波士顿&’+’年

版"第&’;页!科帕认为"庇护九世对现代教会的贡献在于"在教廷失去对教宗国的罗马的同时加强了在宗教问题上对世界

各地天主教会的集中领导!
詹姆斯,Q8赫夫特+(从 第 一 次 梵 蒂 冈 会 议 到 第 二 次 梵 蒂 冈 会 议 期 间 的 主 教 权 威)%#A@62Q8M6F3"#K512C45ADJL3/4013P
F04@GA31CA:<34GA31CA:<<$&"(教宗与美国天主教会)"第;&-;*页!
麦克斯威尼+(罗马天主教+寻求相关性)"第;&-’&页!应该说"从利奥十三到第*次梵蒂冈会议%&’;*年至&’;"年&期间

的约翰二十三%&’",年至&’;(年在位&和保罗六世%&’;(年至&’+,年在位&"历 任 教 宗 都 根 据 自 己 所 处 的 时 代 条 件 逐 步 引

导罗马天主教会走向现代化! 万方数据



&’,(年!法典"第(;,条至第(+)条集中处理了地区教会的性质和地位问题#&’&+年!法典"没有

对应的部分!$这一不同折射了*!世纪天主教教会学的演变$&’,(年!法典"的序言提到#修订教会

法的必要性来自教会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的变化#教会法必须适应人们新的心态和教会新的需要#但

是修订工作不排除以旧的法律为基础来进行"$由于教宗约翰二十三的倡议#教廷于&’;(年(月成

立了教会法典修订委员会$此后世界各地的主教都积极参与了法典修订工作$&’;+年&!月#教宗

保罗六世召集的世界主教会议议定和颁布了修订法典的&!条原则#其中的第)条说#主教们根据自

己教区特点限制一般法适用范围的权力应该更经常地行使#从而保证最高立法者和主教们之间融洽

和积极的牧民工作关 系$第"条 说#要 更 普 遍 地 应 用 规 范 教 宗 与 地 区 主 教 关 系 的 所 谓%互 补 原 则&

’501:C151L@2LH21?1A0163A312(#在维护普世教会立法权和普通法统一性的同时承认地方教会的特别法

和主教的自主权力#在防止分裂危险的同时适当地分权$第;条则说#教会内部的等级结构与信徒们

之间完全的平等是不矛盾的#教会法应该界定和保护个人的权利#从而避免权威的滥用#并且使得权

威的行使更清楚地显示其服务的性质#$我们先来看一下#在有关地区主教的铨选和职权的教规里#

这些原则多大程度上使得&’,(年!法典"不同于&’&+年的!法典"$

第(+"条至第(,!条教规构成&’,(年!法典"第*卷第*编第*组第*章之第&节$

关于地区主教的地位和作用#&’&+年!法典"承认说#主教职位由上帝设立#主教们是基督使徒的传

人)同时说明他们%在罗马主教的权威之下&行使自己的权力$&’,(年!法典"的对应教规则突出主教职

位的宗教意义#强调他们作为教会的领袖人物要承担起训导教义*主持圣事和治理教会的职责#指出他

们职位的性质本身决定了他们必须%在与世界主教团首脑和成员的共融之中&进行自己的本职工作$$

&’&+年!法典"就主教的选举规定说+%教宗得自由任命主教$&%&’,(年!法典"第(++条第&项

照旧认定%教宗得自由任命主教或批准按照合法程序选出者担任主教$&但是同一条教规的第**(*)*

"项则显示出第*次梵蒂冈会议精神的影响#特别是会议于&’;"年&!月*,日就主教牧民职责发布

的法令’./0123L2%4@1:L2(以及保罗六世&’;;年,月;日为规范该法令和其他法令的施行所颁布的

诏令’X43L5045014KCCD621A6=A:C3A6&(&$第(++条第*项规定#教省的主教们至少每(年要集会

一次#共同议定一份名单#向教宗举荐他们认为合适的主教职位候选人$保罗六世指出#地区主教以

此方式参与主教的铨选并不损害教宗自由任命的权力’$在第(项中还规定#教宗使节就主教和助

理主教的任命向教宗提交(位候选人的名单’360:A(之时#也要报告当地主教们的意愿#并调查所驻

"&!!!!!!!!!!!!!!教宗与地方主教团关系的历史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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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典"#第*&",*&+条$这些教规主要强调的是教宗对地区教会的权力#而不是地区教会和普世教会之间的共融关

系$比较&’&+年!法典"第*&"条与&’,(年!法典"第(;’条$

&’,(年!法典"#第 <̂̂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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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下面两条教规$&’&+!法典"#第(*’条第&项+%K512C4512L:3J54234D40L@2LCC622402A3_L66‘?1S1:A1:2313L314:656CLD1A01HL2
6CCD6211250A6F1C1L:3L0_LA2CL@543623A3640?1:A01A2LHALC34013A36E4@A:1T4:31F1C128&&’,(年!法典"第(+"条第&项和第*项+%a
&8K512C451#_L16‘?1S1:A1:2313L314:61:J54234D40L@D4CL@2LCC6?L:3560=51013L@_L1?A3L2623612#1:KCCD621ATA234062C4:2313LL:b
3L0#L321:3631521?4C301:A6@AO12301#2AC01CLD3L22AC60?436263OLH60:A314:12@1:1230P8a*8K512C451152AC4:26C0A314:66512C45AD106b
C151L:3CL:@L:6062A:C31F1CA:?1@L:60A_L4_L6?4C6:?16306O6:?1#_LA63A@6::A3L0A2LA:4::1211:/160A0C/1CAC4@@L:14:6CL@.4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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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法典"第(*’条第*项$
我所用的这两篇文献的英译文 见 奥 古 斯 汀-弗 兰 纳 里 编+!第 二 次 梵 蒂 冈 会 议 会 后 文 件"’JL231:>DA::60P#6?8#P4’%14.
8)5.1%0QQ+!"#8).1%0%4,4.6/)(’8).1%0%4,A)15&#.’((#纽波特&’+"版#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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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教士和杰出平信徒的意见!!第)项规定"主教为自己的教区设立辅理主教#有别于拥有继承主教

职位特权的助理主教$时向教宗提交(位神父的名单!而&’&+年%法典&只简单规定没有继承权的辅

理主教由教宗设立和任命"!上述三项的共同点在于"在承认最终由教宗任命主教的同时"要求地区

教会主教和教徒参与主教选任的过程!教廷在&’+*年(月*"日就主教铨选的咨询过程发布指令

#K512C4540L@?6D6C3L@$"除了详细规定推举主教候选人的程序之外"还明确指出"教宗肯定会认真

考虑地区主教会议呈递给他的候选人名单"但是这一名单的存在并不削弱教宗自由任命主教的特权"

教宗’始终有权通过别的途径来挑选和任命(他认为合适的人担任主教!他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自己派驻相关地区的使节在当地所进行的调查和咨询#!&’,(年%法典&第(++条第"项基本上是

第*次梵蒂冈会议法 令#./0123L2%4@1:L2$对 应 规 定 的 简 要 重 复)’今 后 不 再 授 予 国 家 政 权 任 何 选

举*任命*推荐或指定主教的权利及特恩(!教会希望"因为历史遗留的协约和习惯得以选举和提名主

教人选的世俗国家"通过与教廷的协商"主动放弃这一不再符合现代政教分离原则的权利$!

第(+,条教规规定了适合担任主教职位者的资格"其中的第*项与&’&+年%法典&第((&条第(
项相同"都指出"对主教职位候选人的资格"教宗有最终的决定权!第(+’条规定"在接到教宗任命诏

书后的(个月内"在就职以前"被提升为主教者必须接受祝圣!第(,!条规定"被提升为主教者在就

职以前必须按照教廷批准的格式宣誓效忠教宗%!

第(,&条至第)!*条教规构成&’,(年%法典&第*卷第*编第*组第*章之第*节"大致对应于

&’&+年%法典&的第(()条至第()’条"讨论教区主教的职权!第(,&条的行文所强调的是"除了为教宗

依法所保留的处理某些案件的权力外"主教在自己的教区内’拥有(一切他的牧民工作所需的直接的正

职权"该权力不是他代理别人行使的"而是属于他所担任的主教职位!主教的权力在此得到充分的肯

定"而&’&+年%法典&以及其他旧的教会法律倾向于认为主教的某些权力是由教宗’让与(的&!

第)!(条至第)&&条教规构成&’,(年%法典&第*卷第*编第*组第*章之第(节"大致对应于

&’&+年%法典&的第("!条 至 第(""条"处 理 助 理 主 教#6512C45L2C4A?1L340$和 辅 理 主 教#6512C45L2

AL‘1D1A012$的任命和职权问题!这两种职位的区别是"助理主教有继承正主教职位的权利"而辅理主

教则无!由于助理主教在正主教不再占据其职位时立即继承主教职"他的任命程序和正主教是相同

的"已经在&’,(年%法典&的别处进行了说明’!

二!教会法传统的积累

!!由&’&+年%法典&到&’,(年%法典&"教会法精神和内容的演进变化意义重大"但只是教会法传统

;& !!!!!!!!世 界 历 史!!!!!!!!!!!!!*!!+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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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卷"&’’*年版"第*"’,*,)页-.8科拉尔)%回应梅斯&#.8.400AD"’E6254:2634E6:cX63U($"%教会法学家&第"*
卷"&’’*年"*,",*’(页!

&’&+%法典&第("!条!
%教会法文摘&#84.).$4TA%-#(’$第+卷"&’+"年"第(+&页!
奥古斯汀+弗兰纳里编)%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会后文件&"第"+"页!
祝圣由其他教区主教主持!教会法规定"如果任何主教未经教宗的许可祝圣他人为主教的 话"他 本 人 以 及 他 所 祝 圣 者 都 立

即受绝罚处分!参见&’,(年%法典&"第&!&(,&!&)条-&’&+年%法典&"第((*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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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A@AI12/45"Z13/R4L<J@A./01231A:/)9/6I12/45A2Q6O12DA340($"%教会法学家&第";卷"&’’;年"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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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中的片断之一!通观教会制度和法律的整个发展过程"我们会发现"在主教选任这一重要问题

上"教会法渐进的改良主义精神以及在更新中注重保留传统的取向是根深蒂固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

保证了变革的稳妥和建设性!

到公元(世纪"在君士坦丁皈依和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官方宗教以前"主教已经成为各地教会首要的

神职人员"负责维护正统教义#监督信徒纪律和主持宗教礼仪"但是他们的选任显然还是有所在教区众多信

徒的参与!北非迦太基的主教西普里安$*&!年至*",年%在他的书信中写道"&根据神圣的权威"主教选举

应该在民众参与的情况下公开地进行"当选者应该是公众判定和证实适合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教徒的集体

参与可以保证品德优秀者当选"也可以防止有恶劣行为的人篡权!!西方拉丁教会长期保持民众参与主教

选举的传统!教宗利奥一世$))!年至);&年在位%曾经说(&凌驾众人之上者必须由众人选出!’"

到了教宗格里高利一世在位时期$"’!年至;!)年%"西欧的主教选举逐渐形成一套制度"有三种力

量在新主教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作用!一是当地的民意!这不仅包括世俗贵族的态度"为广大群众所痛

恨者也很难被推举为主教!二是当地的全体教士和邻近地区的众主教!三是本教省的都主教!当选的

新主教由都主教确认和祝圣#!此时教宗作为罗马教省$意大利及其周围地区%的都主教监督着所属的

各主教区的主教选举"调解选举中发生的纠纷"但是明确承认各地教徒和教士选举自己主教的权利!由

格里高利的书信可以看出"罗马教省的某一教区主教去世以后"选任其继任者的程序包括如下的六要

素(&8教宗委派一位邻近地方的主教前往该教区敦促当地人民及时和公正地选出新主教"并向教宗写信

说明选举合乎教会法的程序"当选者具备担任主教的品德和资格!*8新主教由当地的教士和教徒选举

产生!(8只有本地的教士才能成为候选人)只有在本地没有合适候选人的情况下"外地的教士方可当

选!)8候选人必须满足教会法就担任主教者规定的一系列条件!"8平信徒不得当选主教"否则监督选

举的主教要受绝罚的处分!;8当选的新主教要前往罗马接受教宗的确认"同时要向教宗展示有选举人

签名的证实选举结果的书面证明$!格里高利的书信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参加选举的&教士和人民’是

如何进行选举的"以及所谓&人民’包括哪些阶层%!和古代社会通常的情况一样"贵族对这种民众选举

的操控可能是比较普遍的"有时会因为意见不统一发生骚乱)选举的程式也可能比较粗糙"如果没有众

望所归的一个候选人"选举会陷入僵局!在后一种情况下"格里高利要求教徒们推举三个代表到罗马和

他一起选出新主教&!教宗认为主教应该守贞#有足够的学识#不从事高利贷活动"他否决那些他认为不

适合担任主教的当选者"否决的办法是拒绝给他们祝圣"其实也就是宣布选举无效’!

+&!!!!!!!!!!!!!!教宗与地方主教团关系的历史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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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艾登申克(+格里高利一世书信中的主教选举,"第*+页!
在当时罗马使用的教会法典籍+狄奥尼修斯汇编,$.4DD6C314%14:P21A:A%编定于"世纪末"其中有些教规明确提到主教选任不应

该强加于&教士#民众和贵族’!见#8T8米涅(+教父文献大全,第;+卷"第*+;栏"参见第*,,#*’(栏!奥马拉(+主教选任中民

众参与的兴衰,"巴西特(+选任主教(历史和神学的研究,"第*,页!

#8艾登申克(+格里高利一世书信中的主教选举,"第()-("页!

#8艾登申克(+格里高利一世书信中的主教选举,"第(;-(’#+;页!格里高利同意当时的教会法的规定"认为曾经与寡妇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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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教省以外的一些西欧地区!比如高卢和不列颠!教宗此时已经开始对那里的宗教事务拥有

相当的发言权!特别是在与教义和教会法规纪律有关的问题上!但是他显然还没有直接介入主教的选

任!新当选主教的祝圣由当地的都主教负责"在主教的废黜和选任的问题上!他认为他有责任训导法

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警告他们不要做出违反教会传统的事情!"而在不列颠!教宗向那里

派遣传教士!在那里建立了教会的圣统!但是并没有认为自己有权任免那里的主教"他指出祝圣主教

的权力属于当地的都主教""

地方教会自主选举主教的传统在教宗们的书信和他们所使用的教会法典籍中得到认可"#狄奥

尼修斯汇编$收录了教宗西莱斯廷一世%)**年至)(*年在位&给高卢主教们的一封信!信中说’(担任

主教 者 不 能 强 加 给 不 情 愿 的 教 区!他 必 须 获 得 当 地 教 士)民 众 和 贵 族 的 同 意!是 他 们 所 愿 意 接 受

的"*#但是规范主教选举的教规由教宗来制定这一事实本身已经预示着罗马主教有力量在合适的和

必要的场合改变教会法的规定!扩展教宗干预地方主教选举的权力"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教会有相当

严重的世俗化问题"教宗力图排除和减弱西欧的世俗君主在主教选举中的影响!教会法也就此做出

相应的调整"这一调整过程当然是漫长和曲折的!牵扯复杂的习惯和制度改新和变迁!譬如主教堂教

士会选举主教特权的产生和消亡!教宗(绝顶权威*观念的起源!教宗对新主教的确认权的确立!以及

教宗对在任主教的转移)免职和直接任命权力的逐渐形成"到中世纪后期!教宗直接任命主教已经成

为惯例$"

教宗权威的这一增长是对地方教会教士和地方主教团影响力的一种抑制!而且教廷达成这一形势

的保障之一是与各国君主在主教任命上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给予君主们各种特权!从而使他们对主教

选任有相当大的发言权"随着中世纪后期和近代早期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和王权的强化!国王们对本

国教会事务的关注也日益密切"教宗和国王们都没有支持在(大分裂*时期高涨的公会议主义!也没有

意愿将主教选举权交给低级教士和民众!但是国王们在拒绝公会议主义的同时!向教廷讨价还价!索取

特权"法王查里七世&)(,年在布尔日主持全国宗教会议!颁布#布尔日政令$!提出一系列强化法国民

族教会的措施!向教廷施加压力%"&"&;年法王弗郎西斯一世和教宗利奥十世达成的#波伦尼亚协约$!

废除了#布尔日政令$"该协约透露出此后法国国王和教宗处理主教选举问题的典型方式"由国王提出

的高级圣职候选人名单覆盖法国的&!个大主教区),(个主教区!"!!多个修道院!教宗根据国王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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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某地的一位主教患上精神病之后!王后布伦姬尔德希望罢免他"为此!格里高利写信给她和里昂的主教说!主教可以因为

他的罪过被罢免!但是不可以因为患病被罢免"如果他因病不能理事!可以推举一位他的代理人负责教会的工作!此人没有

主教头衔和主教的完整职权!不得颁授圣秩!但是在现任主教去世后有继 承 其 职 位 的 权 利"#8艾 登 申 克’#格 里 高 利 一 世 书

信中的主教选举$!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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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世纪西欧教宗权威的发展情况!恕不赘述!参见彭小瑜’#教会法研究$!商务印书馆*!!(年版!第&+&+&’*页"晚近

学者对中世纪后期教宗史是有所修正的"在所谓(阿维农之囚*期间%&(!,年+&(++年&!教廷并非是法国控制下的傀儡!也

不能说整个教廷处在无能和腐化人士的操纵下"事实上!此时的教宗们成功地实行了教廷对整个西欧教会管理的制度化和

中央集权化!对各地教会的控制有很大的加强!教廷税收和财政管理的水平有很大的提高"这 些 变 化 也 意 味 着 教 廷 经 济 上

对各国和各地教会索取的增加!所以成为人们对教宗的不满情绪的一个来源"参见威廉,#8拉杜’#教宗史$%Z1DD1A@#8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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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新的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长"公会议主义被击败#教士不再选举主教!"也就是说#在教廷抑制地

方教会选举主教权利的过程中#西方各国政府对主教选任的干预反而得到加强"到&+世纪和&,世纪#

近代西欧国家君权的增长导致国王对本国教会的控制进一步加强#法国!西班牙和奥地利等天主教国家

的政府甚至干预教宗的选举#而且强迫教宗克莱孟十四$&+;’年至&++)年在位%于&++(年+月*&日解

散耶稣会""这一情势提示我们注意到#&,!&年拿破仑与教廷签定的政教协约#在其基本内容上#实际

上是对&;到&,世纪这段时间法国政教关系的一种&复辟’#"然而#无论是在&大革命’前#还是&大革

命’之后#法国政府对本国教会事务的干预都在教士和普通平信徒中间引起强烈反弹#令他们感到必须

依赖远在罗马的教宗来平衡本国政府对教会事务的深度干预"在&大革命’之后#这一现象的结果是导

致传统悠久的&高卢主义’独立倾向的持久弱化#最终起到了加强法国亲教廷势力的作用#也就是学者们

通常所描述的#法国教会由高卢主义向教宗集权主义过渡的历程$"

高卢主义的式微#在很大程度上是普通信徒和低级教士虔信和不满政教协约的结果#但是也与法国

主教的状况有关"布东对&,!*年到&’!"年间#也就是整个&,!&年政教协约执行期间#法国主教状况进

行过系统的研究"他的结论是#主教们的主流倾向是避免极端的立场#既少极端的高卢主义者#也很少

有极端的教宗集权主义者(尽管也有主教质疑第一次梵蒂冈会议&教宗无谬误’的说教#但是总的趋势是

法国主教们在认同教宗至高无上领导权威方面并无分歧"除非是在短暂的政教关系危机时期#法国政

府推举的主教候选人一般都为教廷所接受"在&,*!年到&’!*年间#,(e的候选人被教廷认为是完全

合适的"大约只有&)"的候选人被教廷认为是勉强合格的#甚或是不合格的"高卢主义和自由主义倾

向是教廷拒绝任命法国政府提出的主教候选人的两大理由#另外的理由通常是候选人有不符合教会法

规定的问题#譬如其品行问题%"在&’!"年的政教分离法以后#教宗对法国教会的领导权威在制度上得

到进一步的加强"一方面是国家放弃了推举主教候选人的特权#另一方面是教廷尽力阻止法国教会建

立全国性的组织来指导宗教生活"在&’&’年的法国枢机主教和大主教会议以后#要到&’"&年才举行

下一次类似的会议&"教宗对法国主教的直接领导由此在制度上得到了保障#但是法国主教应有的自主

权力也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教宗的这一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担心敌视教廷的高卢主义死灰复

燃#担心法国主教们与国家力量再度结盟"而实际的情况是#由于法国主教和很多教徒将政教分离法看

’&!!!!!!!!!!!!!!教宗与地方主教团关系的历史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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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国家对教会的打击!他们反而变得更加亲近教廷和支持教宗的领导权威!"&’&+年#教会法典$对

地方主教地位以及教宗与地方主教关系的界定!与&’世纪西欧紧张的政教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

教宗对法国教会高卢主义传统%以及其他国家教会类似倾向&的深重担忧有关"

高卢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对教会事务的深度干预!包括国家之介入主教的选任"其实!国家

对主教候选人的提名特权!譬如法国政府在&’!"年政教分离法以前所拥有的这一特权!如果是在教士

和教徒普遍亲教廷的氛围中执行!政府很难遴选出素质优秀同时又愿意以民族主义立场抗衡教廷影响

的教士作为主教职务候选人"即便这样的人当选并就职!他们也很难在亲教廷的氛围中执行与大多数

教士和教徒意愿相左的政策""正常健康的现代国家政教关系!无论是梵蒂冈与各国政府的关系!还是

各宗教教派与本国政府的关系!似乎都需要相当程度的宗教自由和宽容!需要在和谐与合作前提下清楚

界定的政教分离原则和制度"由此认识!我们就有了考察美国主教团与教廷关系的必要"

三!美国天主教历史的启示

!!美国天主教教会生存和发展于新教长期占主导地位的环境中!地理上远离罗马!在法律上严格地

受到宪法第一修正案这一政教分离现代模式的制约"美国天主教会内部有大量族裔背景不同的欧洲

移民!移民在整个&’世纪有数量惊人的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主教们在处理与梵蒂冈的关系

上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而且!更重要的是!美国天主教会的主教选任模式!和美国一些主教和神

学家所提倡的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信念一样!最终成为整个罗马天主教会所接受的正统原则"

独立以前的美国在属于英国殖民地的地区没有建立主教区!天主教的组织按照教会管理传教地

区的规则建立和运作!治权归属兼任宗座代牧的伦敦主教!耶稣会也依据教宗授予的特权在那里进行

传教和布道"早在&+";年!伦敦主教查洛纳%&;’&年至&+,&年&觉得自己远在大西洋彼岸!难以掌

握北美殖民地的情况!不能为信徒行坚信礼!只能听凭传教士成为实际的教会领导!于是希望罗马教

廷为殖民地的天主教会任命主教!或者让魁北克的主教接收他在这一地区的治权"查洛纳的提议受

到在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等地传教的耶稣会教士的反对"问题不仅仅是主教和耶稣会就教会治权产

生的分歧"&++(年!费城的耶稣会教士法默在回复教廷针对设置主教一事的查询时指出!虽然美国

的天主教会在新教徒的歧视中有了一定的发展!魁北克主教如果得到对美国天主教会的治权!新教徒

的敌视情绪会进一步加强!天主教徒可能会失去已有的权利!地位进一步恶化#"教廷谨慎地推迟了

任命主教的计划"美国独立以后!伦敦的主教更加不便领导美国的教会!加强美国本土教士领导地位

的需要更加迫切!主教区的建立势在必行"教廷在咨询了有关的教会人士和美国政府官员之后采取

的第一个步骤是任命约翰’卡罗尔%&+("年至&,&"年&为美国传教区的主持"&+,)年;月’日!传

教圣部在通知卡罗尔该任命的信中承认!这只是暂时的安排!请他就美国教会的状况提出进一步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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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为教宗委任负责美国天主教事务的主教衔宗座代牧提供依据"教廷还要求卡罗尔选派两名&*到

&"岁的少年前往罗马接受系统的神学教育!他们在完成教育以后回到美国进行传教工作!#

&+,)年&&月!美国圣公会祝圣了自己的第一位主教!而且没有引起负面的社会反响#这一事例

使得天主教教士意识到自己的教会设立主教区的可行性!于&+,,年(月向教宗庇护六世递交了任命

一位美国主教的请求!并且希望能够自己选举产生主教的人选#庇护六世于&+,+年&&月;日批准

了巴尔的摩主教区的建立!确认了由教士们选举出来的约翰$卡罗尔为其主教!伦敦的宗座代牧不再

负责美国天主教会的事务#作为第一任巴尔的摩主教和美国天主教会的领袖!卡罗尔的政策和观点

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美国教会的特点和后来的发展趋势#他清醒地指出!巴尔的摩主教区的设

立结束了外国教士对美国教会的领导!教会各方面的建设只是在起步阶段!一切%都必须从基 础 做

起&"#庇护六世在任命卡罗尔时特别说明!将来的巴尔的摩主教将由教宗在传教圣部的协作下来选

任##卡罗尔是否强调美国教会的独立性呢？在第*次梵蒂冈会议以后!有些美国教会史学者倾向

于认为美国主教团重视地区教会和主教权利的传统始自卡罗尔$#在担任巴尔的摩主教’&+,’年至

&,!,年(和大主教’&,!,年至&,&"年(期间!卡罗尔对教宗始终谦卑服从!与教廷和传教圣部保持和

谐的工作关系#卡罗尔自己的教会学观点是保守的!他对美国民主政治的赞赏没有扩展成他对教会

高度集中权力的怀疑#在他担任大主教以后!他所辖制的波士顿)纽约)费城和肯塔基的巴达斯敦等

教区的主教都由他个人提名!由教宗任命!地区教士并没有参与自己主教的选任#他在教会管理和权

威问题上的保守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美国教会在迅速发展中组织纪律涣散的状况有关系#

卡罗尔以及和他同时代的其他美国主教的权威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挑战#首先!当时美国的教

士成分混杂!素质参差不齐!有些甚至桀骜不逊!同时教会又缺少教士来照看不断到来的教徒#卡罗

尔首要的任务是整顿教士这一群体!派遣品格优秀)能力出众者前往主持各地的教堂!并且从他们中

间选拔适合担任主教者%#

对教会权威的另一个挑战来自美国建国之初流行的平信徒托管制度#卡罗尔在&+,"年给传教

圣部的报告中提到!由于殖民地时期歧视天主教的法律!美国教会的财产权与欧洲的教产情况不同!

&*!!!!!!!!!!!!!!教宗与地方主教团关系的历史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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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教产都在个人的名下!在马里兰传教的耶稣会拥有大量的地产"教士们自己经营"靠地产上的

农牧产品和出售产品的收入生活和维持宗教事业!在其他地区"教会完全靠教徒们的捐赠!!平信

徒建立的教堂及其产业由他们组成的托管人委员会负责管理!这种状况本身就违背了教会法对教产

管理的规定!卡罗尔批评了这些平信徒触犯主教权威的举动!后者的想法是"他们不仅可以选举自

己的神父"而且可以随意撤换他"主教或传教区的主持不能干预他们的决定!卡罗尔指出"他们的意

图实际上是要采纳新教的组织原则"使得各个教堂各自为政"否定天主教会统一的管理!他还说明了

当时美国神父在教会法上的特殊地位!由于美国这时仍然被教廷列为传教区"没有正规的堂区#5A0b

12/62$"神父也没有相应的 教 会 法 权 利"可 以 由 主 教 或 传 教 区 的 主 持 根 据 教 会 的 需 要 任 意 免 职 和 调

遣"!

面临平信徒和教士对教会统一和主教权威的挑战"卡罗尔越发感到教宗作为普世教会最高首脑

的重要性!他在给传教圣部的信中曾经保证"不仅要在美国奠定与圣座共融的牢固持久关系"而且要

将这一关系建立在谐和%服从和爱的基础上!他说"&从我自己的日常经验可知"只有与基督在人间的

代牧紧密地共融"信仰和道德才可能得到完美的保护!任何信仰或道德的毁损都来自对彼得圣座的

轻蔑!’在批评平信徒托管制度的时候"他也指出"他们的错误正是在于不尊重和不服从以教宗为首的

教会圣统的权威#!

教宗庇护七世&,**年,月*)日发布书简#B4:21:6@AO:4$"直接干预费城平信徒托管委员会

自己选举神父所导致的教堂分裂局面"批评了纵容平信徒的神父霍根"强调说神父必须服从和支持主

教的权威"平信徒无权选任神职人员!传教圣部也同时指示美国的主教们清楚界定和限制平信徒的

地位"消除发生分歧和分裂的根源"平信徒必须接受主教所任命的神父"神父不得受平信徒托管人的

牵制"所有的教产必须在主教的名下$!

可见"教宗虽然远在罗马"他的权威对管理地方教会的地方主教并不是虚幻的"而是可以发挥重

大实际功能的"可以成为主教实施其权威的强有力后盾!所以"尽管卡罗尔一度承认教士可以有选举

主教的权利"后来在实际的运作中他并不支持教士们的参与!他个人推荐给罗马的候选人并不总是

得到认可的"教宗直接任命的美国主教甚至包括一些从来没有涉足美国的外国教士"譬如在当时的教

廷有比较大影响的爱尔兰神职人员!卡罗尔和美国主教们对教廷的直接任命权没有异议"不过他们

也试图参与到这一任命过程中去"其方式就是&,&!年巴尔的摩主教会议的第)项决议所提示的!他

们请求教廷在任命新主教的过程中考虑美国主教团的提名权!教廷指定传教圣部控制美国主教职位

的任命权"有时会考虑美国主教提出的人选名单"有时则完全不予考虑%!尽管如此"在美国形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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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设立由神父组成的审查委员会"听取和调查被主教调动的神父的申诉!但是神父们认为这一措施仍然不足以保护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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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由主教向罗马提交候选人名单的制度"后来为&’,(年的#教会法典$所吸收%

近代以来"惟一可能在主教任命上施加影响的天主教平信徒"是一些与教廷有政教协约的国家政

府首脑"其运作形式以拿破仑与教宗庇护九世的协约所提供的操作办法为典型%对新教国家"教廷在

这一问题上至多只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有限的否决权"譬如所谓的&爱尔兰否决权’(政府只能否决候

选人三人次)))譬如三次否决教会推选的同一候选人"或者否决三个不同的候选人各一次"曾经作为

解决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爱尔兰教会问题的一种建议"但是从未在爱尔兰实施*%在&’世纪前半期"教

廷允许普鲁士和其他一些德国新教国家的主教堂教士会选举主教"同时也授予这些国家的政府&爱尔

兰否决权’!%

在近代爱尔兰和英国"主教以下的天主教会教士在主教选任上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即通过所谓的

三人单制度(360:A*%该制度最早出现在爱尔兰%在&’世纪初"教区的神父们提出三位主教候选人"

然后教廷的传教圣部会从中圈选出新主教%&,*’年的改革以后"三人单由教省的主教们进行评议后

呈递教宗"由教宗确定其中一人或另选他人为主教(通常不会在三人单以外任命新主教*%该制度一

直实行到&’世纪中期%英国在&,"!年以后恢复主教区"但是主教的选举只有主教堂教士会成员参

加"由他们提出一个三人名单"经过教省主教会议讨论后提交给教廷"主教们有时忽略选举的结果"而

教宗也有时在三人单以外任命主教"%

与爱尔兰和英国的情况相比较"美国当时的低级神职人员在主教选任上几乎没有任何权利%为

平息他们的不满"传教圣部在&,,(年召集美国重要教区的主教在罗马开会"希望他们注意下级教士

的不满情绪"让后者参与主教的选任%&,,;年的 第(次 巴 尔 的 摩 全 美 主 教 会 议 设 立 教 区 神 父 会 议

(由具备&!年以上任职经验的堂区主神甫组成*"该会议负责提出三人单"由教省的主教会议选定其

中一人上报教宗%此制度在&’&;年被废除%其弊端有二+一是助长移民教徒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二

是三人单上的姓名容易被泄露"后果是一些神父为了竞选诬告他人"从而延误整个选举过程"影响了

新主教的及时任命%在征求多数美国主教的意见后"教廷为美国教会提出类似于&’,(年#教会法典$

中的三人单制度"而且该制度还被推广到加拿大和苏格兰#%在这一种主教选举制度下"地方教会主

教团的权力得 到 比 较 充 分 的 尊 重"但 是 低 级 教 士 的 参 与 仍 然 受 到 极 大 的 限 制%&’&+年#法 典$第

&;!)&+,条讨论教会选举"而&’,(年#法典$没有此内容%目前只有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实行教士会

选举主教制度%

&’,(年#法典$继承了美国教会&三人单’制度的基本内容"使之获得了教会法的效力%新#教会

法典$关于主教选任的主要原则是排除世俗国家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

&’&;年实行的主教选任模式最终成为当代天主教会通过教会法确立的普世的一般规则？这一模式

固然限制了低级教士参与主教选任的权利"但是完全排除世俗国家的介入%即便是在依然保留一些

例外传统的法国和德国的一些教区"&例外’也在向一般规则靠拢+法国政府目前仅在斯特拉斯堡和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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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这两个主教区拥有推举主教候选人的权利!但是共和国总统"愿意向教宗提交圣座认为是最合适的

候选人#$在实行主教选举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教区!只有巴塞尔的选举是完全不受教廷干预的!其

余教区的选举都以不同的形式受到教廷的限制和监督$选举的结果最终是否为教宗所接受!通常也是

后者可以自由决定的!&

现代教宗对地方主教选任的重大权力固然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但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民主国

家实行政教分离政策和提供宗教自由宽松环境的结果&正如我们已经提到!在历史上!这一权力的加

强也与地方主教对教会进行管理的需要有关&另一种情况则是!教廷出于在地方教会加强教宗影响

的考虑!选任亲教廷的教士担任主教&譬如在*!世纪初!教廷曾经借助对主教的任命权强化了美国

主教团的"罗马化#程度!任命与教廷有密切个人关系%通常在罗马接受神学教育的人士担任主教和大

主教!力图保证被认为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美国主教们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教廷保持一致"&又譬如

在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在*!世纪;!年代的西班牙!教宗选择主教的用意是想改变西班牙主

教团的极端保守性质!使他们能够与第*次梵蒂冈会议的精神保持一致&由于&’"(年与佛朗哥的政

教协约限制教廷自由任命西班牙主教!教宗以个人的名义给佛朗哥写信!要求他放弃推举主教候选人

的特权&在遭到佛朗哥拒绝后!教宗采取变通的办法!自己任命大批具有继承权的助理主教!从而达

到改变西班牙主教团倾向的目的#&

历史地考察教宗与各国地方主教团的共融关系!进而比较透彻理解现行教会法对这一关系的界

定!需要有三个方面的考量’&8各国的教士与教徒对教宗和教廷的认同和亲近感是有其复杂历史和社

会原因的!紧张的政教关系是其中的一种重要原因!但是还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情形&*8地方教会内部

主教与低级教士以及平信徒的关系!宗教虔敬的程度和方式都会影响到地方教会处理与教廷关系的

具体情况&(8在历史上曾经严重影响地方教会与教廷关系状况的是国家政权的宗教政策和政治取

向&&’,(年(教会法典)就教宗与地方主教团共融关系所给出的界定!基本上是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

这一语境中进行的&如果对此没有清楚的认识!我们很难理解这些相当抽象的话语!它们实际上是西

方历史和文化长期演变的结果!但是已经成为教会法和天主教正统神学所认同的一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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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917年《法典》

29.奥古斯汀·弗兰纳里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会后文件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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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917《法典》

35.教会法文摘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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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1917年《法典》

39.奥古斯汀·弗兰纳里 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会后文件

40.M 维伦斯 作为立法者的主教 1996

41.1983年《法典》

42.1917年《法典》

43.托马斯·F 奥马拉 主教选任中民众参与的兴衰

44.威廉·W 巴西特 选任主教:历史和神学的研究 1971

45.利奥一世 书信第10篇

46.J P 米涅 教父文献大全

47.利奥一世 书信第14篇

48.J P 米涅 教父文献大全

49.J 艾登申克 格里高利一世书信中的主教选举 1945

50.J 艾登申克 格里高利一世书信中的主教选举

51.J P 米涅 教父文献大全

52.奥马拉 主教选任中民众参与的兴衰

53.巴西特 选任主教:历史和神学的研究

54.J 艾登申克 格里高利一世书信中的主教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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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教父文献大全

59.彭小瑜 教会法研究 2003

60.威廉·J 拉杜 教宗史 1999

61.法兰西斯·奥克利 中世纪后期的西方教会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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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悉尼·埃勒.约翰·B 莫拉尔 教会与国家关系历史文献选编 1967

63.悉尼·埃勒.约翰·B 莫拉尔 教会与国家关系历史文献选编

64.波尔捷 教会统一与民族国家传统:1682-1870年间教宗面临的挑战

65.彭小瑜 缓慢的转弯和前进--罗马天主教会之接受政教分离的美国个案 2004

66.威廉·L 波尔捷 教会统一与民族国家传统:1682-1870年问教宗面临的挑战

67.米切尔·德普朗 基督徒忠诚意识变化的个案研究:1790-1914年间的法国 1984

68.马克·韦纳尔 教宗集权主义还是高卢主义:16世纪末的法国主教团 1992

69.雅克-奥里弗·布东 政教协约时代的法国主教团 1996

70.让-马里·马耶尔 教会与国家之分离 1991

71.威廉·罗伯茨 拿破仑、1802年政教协约及其后果

72.法兰克·科帕 有争议的政教协约:梵蒂冈与拿破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关系 1999

73.雅克-奥里弗·布东 政教协约时代的法国主教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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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约翰·特拉西·埃利斯 美国天主教历史文献

78.约翰·特拉西·埃利斯 美国天主教历史文献

79.詹姆斯·亨尼西 约翰·卡罗尔的远见 1979

80.翟·P 多兰 美国天主教经历 1985

81.詹姆斯·亨尼西 一位18世纪的主教:巴尔的摩的约翰·卡罗尔

82.杰拉德·P 福格蒂 主教领导的模式 1989

83.埃利斯 美国天主教历史文献

84.皮特·吉尔戴 约翰·卡罗尔的生平和时代 1922

85.约翰·特拉西·埃利斯 美国天主教历史文献

86.约翰·特拉西·埃利斯 美国天主教历史文献

87.托马斯·T 麦卡沃伊 美国天主教会历史 1969

88.罗伯特·F 屈斯柯 美国主教和他们的神父们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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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芬尼根 天主教会目前符合教会法规则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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