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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天主教在美国有着不一样的坎坷历程，直到20世纪中期才被美国社会接纳并发展壮大起来，其社会历

史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就当时的美国社会政治等原因剖析时局。以及这种时局下召开的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对

二十世纪中后期美国天主教在美国的演变做一个分析。梵蒂冈第二次6-／st是天主教在美国发展的一个契杌，它从多

方面把天主教中不适合美国社会政治的因素淡去了，因而意义非常重大。

I关键词】梵蒂两第二次会议跋教分离罗新福

一、梵蒂冈第二次会议前的美国天主教

美国是一个全民笃信宗教的围家。其中有94％的人信仰
不同的宗教。新教教徒人数最多，约￡与全美总人口的60％，但

是其在美I司国内派别众多，教徒分属数百个教派，各派教会
相互独立、自成体系。其中十万人以上的教派不足50个，百

万人以上的不足20个．超过千万人的只有1个川，各教派的
人数差异也比较巨大，由于其基本卜都是兴起于宗教改革时

期且目的大都是为了反抗天主教势力．所以统称其为新教。
其次为罗马天主教徒，约占伞美人口的30％．目前拥有6000

多万教徒．天主教以其有序的宗教组织著称，是一个一统且
完整的教会整体．可以说它是美国宗教中按单一教派计算的

最大教会。此外，还有一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教会，譬如五旬
节派．基督复临派等等。犹太教、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与印

第安人的宗教在占一定的比例，但这些教派并不是美国社会
的主流教派．但同样也对美国社会的宗教文化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美国天主教会的历史最早可以上溯到哥伦布发现新大
陆时期。1565年，西班牙人在佛罗里达建立了北美的第一个

永久定居点圣奥古斯丁。随后，来自西班牙的传教士在那里
传教，并建立f第—个教堂。然而，大批英国清教徒的到来使

得天主教处于被敌视的状态，天主教徒经常受到攻击。1634
年，天主教只在马里兰殖民地获得了官方认可。1688年，马里

兰成为英国殖民地，英国同教得以确立，天主教遭禁。另—个
宽容罗马天主教徒的地方是宾夕法尼哑。到独立战争时期，

13个北美殖民地的罗马天主教徒人数就有35 000人，约占
当时人口的l％。1830---1900年间．由于移民人口的迅速增

长，美国天主教徒人口猛增。其中183(卜1880年问，从爱尔
兰、德同和法吲移民美国的天主教徒就有约270万。19世纪

so年代以来．又有来自东欧和南欧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斯
洛伐克等国的天主教徒约125万。

伴随着19世纪天主教移民大批涌人美国．美国的反天
主教情绪也变得更加高涨。尤其是19世纪30年代到20世

纪20年代爆发的几次大规模的反天主教运动。这一系列反
天主教事件严重的危害了美陶和梵蒂冈的关系。1868年3

月，美国驻梵蒂冈使馆完全关闭。由于天主教在欧洲是一个
拥有古老悠久历史的宗教。在中世纪．天主教住欧洲国家的

政治和世俗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罗马天主教教垒凌驾于垒
权之上。在世俗事务中都享有最高权力，它们的教条是不服

从政教分离的，所以美国以清教为主体宗教文化是无法接纳

这样一个顽固信仰体系的。虽然在这一时期．美国天主教内
部人士在不同程度上赞M实行一些美圊化的政策。但是由于

在政教分离这一敏感问题卜梵蒂冈的顽固态度，以及教皇利
奥十j的反对，使得他们的努力成效不大。所以天主教的人

数虽然众多，但不可能得到美国宗教文化的认同，其发展受
到很大限制。

二、美国天主教会新的发展契机

美国天主教的发展在20世纪前半期有了一定的转机。

在1897年至1933年这36年间，只有做了两届总统的威尔
逊属于民主党人。势力弱小的民主党试图利用一些小宗教势

力来壮大自己的竞选阵营。他们不但关心城乡广大下层群众
的利益．而且关注新移民的社会地位问题。在1928年总统竞

选中，该党强烈谴责三K党迫害天主教徒、犹太教徒和黑人
的行为，最后提名天主教徒E史密斯为该党总统候选人．这

在美国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情，虽然史密斯最终惨败给
共和党的提名人胡佛，但是这次选举在美围的意义还是巨大

的。因为在史密斯失败三十多年后的1960年的总统大选上。
天主教徒肯尼迪以微弱的优势击败尼克松当选总统．肯尼迪

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天主教徒。
从某种程度}说，肯尼迪的当选过程中宗教只是一个因

素，但是一个天主教徒在美围当选为总统绝非偶然。这说明

天主教的地位在美国社会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开始逐步融入
主流社会，此时的美国天主教和民主党结成了一定的关系。

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威尔逊的当选都与天主教的支持密不可
分。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期间．天主教和总统的关系尤为亲

密，天主教徒和民主党联合，并成为支持罗斯福“新政联盟”
的中坚力量．该联盟不但帮助罗斯福四次当选为美国总统，

也为罗斯福新政减少了阻力。
此时天主教也开始谋取自身政治地位。美围和梵蒂冈的

关系可以追溯到1784年的商业性接触，当时教皇国宣布愿
向新诞生的美利坚合众国开放契维塔韦基哑和安科纳两个

港口。几年后．美I司派遣一位出生于罗马的约翰·萨尔托里出
任美国驻教皇同的首任领事。自此之后至1895年，教皇国也
向美国派了好几位领事官员，在教皇饵被意大皋j王鼠兼并

后，其驻美闻的最后一位领事路易斯·比内斯仍在纽约保持其

教皇国的领事头衔。在教皇庇护九世掀起的自由主义之风鼓舞
下。美国自1848年至1867年间，一直在教皇国保持一个外交
机构。这个机构先由一名代办坐镇，后相缵由五名公使领导。后

来由于资金没有着落，美国外交机构的活动逐渐减少。在此期
间，双方没有真正试图互相建屯外交机构。l 893年，教廷在华

盛顿建立了一个宗座代表署，但其外交成绩寥寥121。
美国天主教努力的重点是在美国与梵蒂冈关系的正常

化上．因为只有这样美国的天主教才可以和美同社会的其他
群体和谐相处。当时在天主教领导层中力主支持“罗斯福新

政”的著名人士有芝加哥大教区的红衣主教芒德莱恩和波士
顿的辅理主教斯佩尔曼。1936年美周总统大选后的第二天，

斯佩尔曼便安排了梵蒂冈嗣务卿巴采利红农主教在海德帕
克秘密会见罗斯福总统，双方商谈的主要『n】题之一就足如何

再次建立外交关系。但是罗斯福总统并不急于想与梵蒂冈建

交，在法西斯威胁日益严重之际，美围更加关心的是教皇对
德、意法西斯政权的态度是不是和美陶协诵一致。1937年3

月14日，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教皇庇护f一世ff'ius xI)发表
了谴责德圉纳粹主义的通谕。5月芝加哥大教区的红衣主教

芒德莱恩在向教区神职人员讲话时称希特勒为“愚蠢的开空
头支票的骗子”，梵蒂融面对德国提出的强烈抗议，声称芒德

莱恩向手下讲话有言论自由，教廷尤权干涉，德同宣布召回
驻教廷大使。此时，美梵关系有了进一步接触的契机。1939年

巴采利主教当选为新的教皇庇护12世口ius X11)，罗斯福总统
派遣美国驻英大使参加其加冕典礼．绘予颜教皇以美蹙关系

史上最高地礼遇。二战爆发后．美同竭力阻止意大利与德国
结盟．和梵蒂冈反对意大利进一步扩张的立场吻合．利用梵

蒂冈中立国地位收集欧洲的情报，尤其是意大利加入轴心国
参战以后，更加显得有重要的意义。1939年底，罗斯福派梅

隆·泰勒为总统驻教廷的“私人代表”，美梵关系更进一层。整

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梵蒂冈的政策基本上是协调
一致的。1950年泰勒辞职后没有继任者，美国总统杜鲁门从
战后美围的全球战略利益}n发，希单教皇对美阈在冷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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遏制苏联、反对共产主义的外交政策给予更多的支持，提名
新的美国驻梵蒂冈大使，企图实现美梵关系的正常化，但是

遭到了美国国会和宗教界许多人士的反对唧。由此可见，卜述
美国与梵蔷冈在一些问题上的一致行动以及双方关系的缓

和，对美国天主教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并催生了梵蒂冈第
二次会议的召开。

三、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的召开以及美国天主教接受政教
分离

1962年10月至1965年12月，罗马天主教会召开了梵

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它是自公元325年尼西亚大公会议以
来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二十一次大公会议，也是罗马天主教在

现代召开的第一次大公会议。梵二会议是整个基督教历史上
规模最大、参加人数最多、发表文件最多和涉及内容最广泛

的一次会议。它作出许多重大的改变，从而掀起罗马天主教
在当代世界的革新运动。梵二会议的召开，使罗马天主教的

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它的召开有荤要的国际性影响(41。梵二
会议在神学思想方法上以及在伦理神学上都有革新，尤其是

否定天主教宗教专利即规定信仰自由的原则，这一点就解决
了天主教与美国社会立法的最根本的抵触。

在美国没有专门的宗教立法，其宪法中也只有一条涉及
宗教问题，即美国宪法第六条第i段规定。“上述参议员和众

议员、各州议会议员以及合众围政府和各州一切行政、司法
官员均应宣誓或郑重声明拥护本宪法；但不得以宗教信仰作

为担任合众国任何官职或公职的必要资格。”除此之外，美国
宪法第一修正案中有关宗教问题的表述，可以说是美国政教

关系最主要、最根本的法律基石。美国宪法前十个修正案被
称为“权利法案”，其中第一修正案涉及宗教问题，郎1791年

通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一句话(两个分句)。这句话是：
“国会不得制订设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实践的法律”。这就

是著名的“设立分句”和“自由实践分句”。但由于美国的政治
体制，直到1868年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式通过后，这两个分

句才埘各州产生约束力。宪法第一修正案之所以如此蕈要，
就在于它确立了处理政教关系问题的基本原则。这就是政教
分离原则与宗教自由原则阁。所以，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以前教

皇们对于政教关系的认识基本上没有变化。直到1963至
1967年的梵蒂冈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宗教自由宣言》。它的

原则是，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梵蒂冈会议宣布，“人类有宗
教自由的权利。此种自由的意义是，在宗教信念上，无论是在

一“●_’◆¨◆，#◆d¨◆”◆Ⅲ◆'’◆-“●_‘●中◆1R◆d}◆

私下还是公开的场合无论是单独的个人还是和其他人在一
起，在进行合适的限制以后，所有人都不应该受到任何来自·

个人、社会团体和各种人间权力的强迫。会议还宣布，正如上
帝的启示和理性本身所表明的。宗教自由权利的基础是人的

尊严。在社会的组织秩序中必须得到承认。使之成为公民权
的一部分。”吃E理论上，此处的“宗教自由”所涉及的当然不
仅仅是天主教徒，而是包括整个人类，所以这也是一种覆盖
所有教派的宗教自由。也就是说，天主教会应该在法律上和

其他教派平等，不享有任何特权。“官方教会”的概念在第二
次梵蒂冈会议上被从正统教义中除掉了。这一点对于天主教
在美国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美国的很多敌视天主教徒的人

所担心的天主教会有碍美国民主的可能性又降低了。这对美
国天主教融入美国社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标志着天主

教与美国歧治抵触之处消失了。
四、结语

天主教在美国的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其
中还牵涉到美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天主教在—个新教占主流

的社会里发展并成为最大的教派。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
会根源。天主教和美国卒t会的磨合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苦痛的

过程，近现代美国天主教的发展日益呈现出自己的特征。受
到美同自由主义的影响，美国天主教会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美

国式的宗教文化。罗马天主教当局把美国天主教会戏称为
“超级市场式天主教会”。美同社会里各派系依照自己的所好

阐释《圣经》门。天主教开始内化成为美同公民宗教的一部分。
并且在社会生活、道德伦理等各个方面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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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页)老体衰、不得不拖着着病体残肢到处廉价出

售自己的劳动力。黑泽亚·尼尔在1830年时曾写下这么一段

话：“毫尤疑问。奴隶都比这世自由黑人活得长。⋯⋯为了活

命弓里兰州各地释放m来的那些还能够走得动的老弱病残
奴隶都去了巴尔得摩，否则只有等死了。”@巴尔得摩的很多

工场主发现雇佣这样的自由黑人很赚钱而大量雇佣，可即使

这样，也有很多这样的自由黑人找不到工作，四处漂泊，过着
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流浪生活。

2、被释放的自由黑人中女奴比例较高

和男奴比起来，奴隶主更愿意释放女奴。这是因为：首

先。家仆大多由女奴来充当。她们更容易赢得奴隶主的同情
和怜爱，获得自南；其次，在奴隶市场上男奴的价格普遍比女

奴的高，释放男奴给奴隶主带来的损失要比释放女奴的大；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白人普遍认为释放女奴要比释
放男奴给白人社会带来的威胁要小．从而给更愿意释放女

奴；最后，由于姘署关系的存在，黑人姘妇也更可能获得自由。

3、被释放的自由黑人中黑白混血儿较多
正如前面提副的一样。白人父亲更有可能释放自己的混

血子女．从而黑自混血儿在自由黑人中也比较突出。特别是

在西部剐刚开垦出来的地方，男人远远多于女人．这种姘居
现象更为普遍。肯塔基著名的政客理查德M·约翰就公开和

几个黑人女奴姘居，并且供养他的几个混血子女。在理士满

1831年至1860年的释放记录上记录了在此期间释放的奴隶
中有一半都是黑自混血儿。@iil『且当这些混血儿获得自由的

时候，他们常常会从自己有钱的父母那里得到一笔钱开始他
们新的生活。

纵观美国自由黑人的形成，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_。●●●m◆-p●m◆●

所有的奴隶必定都是黑人而未必所有的黑人都是奴隶。从美

国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期间，奴隶主出于种种原因已经释放

了一些黑奴，他们形成了美同自由黑人的一个部分。然而由

于奴隶主的种种考虑以及奴隶在奴隶制下不同的角色和地
位，奴隶在获得自由的机会上也是不一样的，这在一定程度

上也影响了自由黑人的入口结构。

注释：

(!)Benjamin Quarles，The Negro in the Making of America．p．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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