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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採取跟共產政權改善關係的政策 

 

普利尼奧．科雷亞．德．奧里維拉 撰 

一九七五年二月十八日(星期四) 

 

本文是已故的普利尼奧．科雷里．德．奧里維拉教授所著，他是「巴

西捍衞傳統、家庭和財產協會」的創辦人。一九七四年四月十日，這篇文

章在南美洲各大主要報章發表，反應甚佳，因為當時在面對梵蒂岡採取跟

共產政權改善關係的政策時，大家往往深感困感，不知道應該抱持甚麼立

場才算正確？本文剛好提供了一個明智的答案，既能權衡輕重，又經過精

闢探究。 

 

這份公開聲明是由全球各地各自獨立的「捍衞傳統、家庭和財產協會」

（TFPs）發布，而「美國捍衞傳統、家庭及財產協會」也樂於重刋，除了

可為順民抗議行動作辯解，也為天主教徒開創了一個新紀元──忤逆的年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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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事實 

 

梵蒂岡公共事務委員會秘書大主教卡薩羅利在一篇訪

問中評論他最近出訪古巴（參見一九七四年四月七日出版的

「巴西聖保羅州日報」），這件事引起大眾關注。大主教閣下

強調：「生活在古巴的天主教徒，在社會主義政權下活得很

快樂。」 大主教閣下所指的是何種社會主義政權已不言而

喻，因為眾所周知，古巴現存的政權，就是共產主義政權。 

 

  在談到卡斯特羅政權時，大主教閣下繼續說：「一般而

言， 天主教徒和古巴人民跟社會主義政府相處，一點問題

都没有。」 

 

  在發表了這些令人吃驚的言論後，大概想營造些不偏不

倚的形象，大主教卡薩羅利其後才慨歎在古巴的神職人員數

目並不足夠，祇有二百人。他更進一步表示曾向卡斯特羅請

求，希望他准許更多公開崇拜的機會。意料不及的是在總結

時，他竟說：「在這島上，天主教徒的信仰備受尊重，跟其

他居民無異。」 

 

  顯而易見，假如你仔細想一下這些言論，馬上會發現大

主教卡薩羅利一方面承認古巴天主教徒的公開崇拜慘遭壓

制，但他同時又說「他們的信仰備受尊重」，這點實在令人

費解。好像在他們享有的自由中，公開崇拜並非最彌足珍貴

的權利。 

  

  在古巴政權下，假如非天主教徒國民跟天主教徒一樣受

到同等尊重，那你可以說在古巴没有人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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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大主教卡薩羅利所說，古巴天主教徒是活得快樂的，

但這種快樂究竟有甚麼特徵？這其實是共黨政權施捨給其

國民的快樂，是殘酷的，而他們還得卑躬屈膝，低頭接受。

所以大主教卡薩羅利聲稱：「古巴天主教會及其精神領袖經

常小心翼翼，不敢為統治該島的社會主義政權添煩添亂。」 

 

  這位地位崇高的梵蒂岡顯要談及古巴之旅的言論，經深

入些分析所得出的結論，層次更高。 

 

  在教宗保羅六世時代，他比以往任何時期更強調衣食足

然後知榮辱。正當在古巴的天主教徒深陷悲慘生活的時候，

很難想象大主教卡薩羅利怎麼會認為他們在卡斯特羅的社

會主義政權下，竟然活得很快樂。因此根據大主教卡薩羅利

所說，我們祇能推斷，他們的經濟狀況應該還是可以接受的。 

 

  但誰都知道，事實並非如此。另外，更有些天主教徒緊

遵教宗利奧十三世、庇護十一世及庇護十二世的教宗通諭，

這些教宗訓示他們，共產政權跟自然規律為敵，在他們統治

下生活又怎麼會快樂。因為在經濟及其他領域破壞自然規

律，祇能帶來悲傪的結果。 

 

  因此，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有些可能因為天真，或對

教會的真正社會教義信息不足，當讀了大主教卡薩羅利關於

古巴的調查報告時，會得出與真相截然相反的結論。換言

之，他們會誤以為把共產主義灌輸到世界各國也没有甚麼可

怕，因為假設他們的宗教權利和物質生活條件都受到尊重，

他們將會生活得非常「快樂」。 

 

  但很明顯事實的真相是：大主教卡薩羅利的古巴之旅，

結果變成為卡斯特羅政權塗脂抹粉，掩飾真相，這說法雖然

會傷害到人，但事實確是如此。 

 

  事實本身很可怖，但也祇是長久以來梵蒂岡採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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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共產政權改善關係的一段小插曲。有幾個這類改善關係行

動是最為人所熟知的。 

 

  其中一個行動是一九七一年最可敬的樞機主教韋利白

蘭士的俄羅斯之旅，他是基督徒團結秘書處主席。他這次官

式訪問的目的是出席皮緬主教的就職典禮。皮緬主教就任為

莫斯科的「正統」牧首。皮緬獲得克里姆林宫那批無神論者

信任，他們都很關注宗教事務。就這次訪問本身來說，樞機

主教韋利白蘭士的到訪，對皮緬這位非正統神長是極高的榮

譽，因為在全球非共產主義的正統人士眼中，他祇被視為「黑

獸」。皮緬堅稱一五九五年烏克蘭人從分裂教會回復過來，

重投天主教會的行動是無效的。這等於宣稱烏克蘭人不應由

教宗來管轄，而應由皮緬及他這類人來管轄。 

 

  韋利白蘭士樞機主教及代表團面對侵犯天主教會權益

及烏克蘭天主教徒良心的叫囂，不但未作反應，反而伴隨皮

緬，不發一語。韋利白蘭士是教授羅馬法的，竟然默然同意

皮緬之言。 

 

改善關係 

 

這樣舉手投降自然對一些天主教徒造成極大傷害，他們一向

密切關注並緊隨羅馬教廷的政策。至於散布加拿大、美國及

其他國家數以百萬計的烏克蘭天主教徒，他們所受的傷害更

大。這跟一九七一年在羅馬舉行的主教會議有關。當年在會

議期間，羅馬教廷跟烏克蘭人的總主教、勇敢和最可敬的約

瑟夫史納賢樞機主教在意見上有巨大分歧。 

 

  梵蒂岡在外交上推動跟共產政權改善關係的政策，另一

段插曲可從智利聖地牙哥主教、最可敬的樞機主教席爾瓦里

克斯一生行藏中看見。 

 

  這位智利神長聲名狼藉，他利用職位上得來的重大影響

大及權力，協助阿連德掌握大權，在歡呼聲中登上總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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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阿連德一直在位，直至悲劇發生，這位支持無神論的領

袖自殺身亡為止。「智利捍衞傳統、家庭及財產協會」曾在

多份報章上刋登立場清晰的宣言，揭露此事。在阿連德政權

結束後，這位最可敬的席爾瓦里克斯樞機主教也嘗試放下身

段，改變自己來適應新情況，即使這樣做與他的聲譽相違。

儘管如此，這位樞機主教同情智利馬克思主義分子的表現一

直不變，也沒有停止過。就在最近，這位可敬的主教還在他

住所的小教堂主持追思彌撒，追悼另一位共產黨員陶克「同

志」，他是阿連德時代的前任部長。順便提一句，他也是不

幸地自殺身亡。他的親朋戚友都出席了這場彌撒。（參見一

九七四年三月十八日出版的巴西日報。） 

 

  這位神長的所作所為，並未聽聞受到絲毫責備，正吻合

他帶領天主教徒更靠近共產主義。假如有人料想他會因此失

去管轄的教區，則至今仍是徒然空等。 

 

  席爾瓦里克斯樞機主教一如以往，安穩地工作，繼續獲

授權管轄這個重要的大主教敎區，帶領眾多靈魂歸向耶穌基

督。 

 

  他靠實施改善關係政策而得以保留職位，相反另一位大

主教却失去他的教區。我們所指的是二十世紀教會其中一位

顯赫人物，所有天主教徒在談到他時，都充滿崇敬與熱情，

尤其那些忠於傳統社會及經濟教導的教徒，而這些教導訓誨

都是源自羅馬教廷。這名神長的美名更備受大部份不同宗教

人士的高度稱頌。即使在不信奉聖母的人眼中，也視他為教

會的榮耀花環。可惜這個花環最近毀碎了。為了促進跟匈牙

利共黨政府的關係，掌管艾斯特根教區的閔真諦樞機主教竟

遭免職。 

 

  至今大主教卡薩羅利在離開古巴後的訪談，仍然常遭引

用，顯然是想把他的古巴之旅加插入這連串事跡中，作為其

中一個環節，而多年來這連串事跡，接踵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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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連串行動何時終結？那些天主教徒還要遭逢什麼傷

痛震驚，多少不同的有違道義之事。他們不管後果如何，持

續信守利奧十三世、庇護十一世及庇護十二世的訓誨，緊遵

有關社會及經濟方面的教義。我們肯定無數天主教徒當再讀

到這些事跡時，字裏行間體會到的都使他們大惑不解，苦惱

不堪和傷心不已。他們感覺到在心靈深處，連自己的一套劇

本都不由自主讓人給寫好了：這是一個最隱私也最令人傷感

的劇本。因為在社會及經濟這些凡塵俗事之外，他們都有篤

信宗教的高貴品德。這些品德最為重視的是作為羅馬及宗座

的天主教徒，他們的靈魂最基本、最關注和最敏感的是心神

要與教宗同在。 

 

 

二. 羅馬及宗座的天主教徒 

 

「捍衞傳統、家庭及財產協會」（TFP）衹是一個民間

組織，並非宗教團體。不過，協會的董事、成員及激進份子

都是羅馬及宗座的天主教徒。因此，協會從事的活動都是為

了國家好，活動的靈感也是來自天主教徒。 

 

反對共產黨是「捍衞傳統、家庭及財產協會」的基本立

場，這是來自組成該會的天主教徒，他們都堅持反共立場。

協會的董事、成員及激進分子都是反共人士，他們也是天主

教徒，並依天主教的原則處事。 

 

梵蒂岡採取跟共產政權改善關係的政策，對反共的天主

教徒影響深遠，不過作為反共分子受影響少得多，但作為天

主教徒則影響極大。因為不管何時，他們都會感覺到抱持異

議極其尷尬，他們反共行動造成的結果，會不會剛好跟教宗

的意願相反？假如他們的行事方針跟教宗南轅北轍，又有誰

會相信他們是始終如一的天主教徒。所有反共天主教徒面對

這個問題，可以考慮選擇：停止抗爭？或是解釋清楚自己的

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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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絕不停止抗爭。作為天主教徒，我們要有良心，我

們不能不反共。每一個天主教徒都有責任去惡揚善，我們的

良心要我們肩負傳承教會傳統教義的責任，反對共產主義信

條。 

 

現今世界，「良心自由」一詞到處傳揚，不但遍佈西方，

甚至連俄羅斯或古巴的窂房也有人談到。由於太常用了，這

個詞語的意義很多時候已遭濫用。但「良心自由」更為正確

及莊嚴的內在含義，却肯定了天主教徒有權利在宗教生活及

俗世生活中，按照良心的支配來行事。 

 

偉大的教宗以他們的教義啟廸全球基督徒，但假如我們

的行為不能與教宗文献所指引的一致，我們會感到在教會內

受到束縛，比起索辛尼津在蘇聯所受到的束縛更甚。 

 

教會不是良心的囚籠，已前從來不是，以後也永遠不

是。我們永遠不會違反服從彼得繼承人的承諾，這是我們靈

魂深處所鍾愛的，我們甘願付出摯愛，直到粉身碎骨那一

刻，我們仍會信守承諾，堅持立場。為表敬意，我們下跪、

凝視着教宗保羅六世聖座的雕像，以表忠貞不二之心。 

 

我們孝敬教宗，並對他說：我們的靈魂是您的，我們的

生命是您的。您想我們怎麼做，衹管下令。但面對來襲的紅

色豺狼時，不能命令我們投閑置散。我們的良心堅決反對。 

 

三. 在使徒聖保羅身上找到答案 

 

我們繼續說：「聖父，聖彼得教導我們：『我們必須服從

上帝，不是服從人。』（使徒行傳五．二九）」您既得到聖神

的輔助，而根據梵蒂岡第一次大公會議清楚界定，您擁有不

會犯錯的特權，這使您更感安慰。但這種種却不能防範您的

弱點，在很多事情及情況下，這些弱點會影響甚至決定您的

行為，這是所有人都不能倖免的。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外交

政策。您跟共產政權改善關係的政策，處境剛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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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此我們應該怎麼做？在這篇宣言中，實在不夠篇幅讓

我們臚列所有教會神父、醫生、倫理學者、精通教會法規人

士的名字，他們都堅稱反抗是正確的。當中很多人都獲得供

奉在聖壇的榮耀。這次反抗並不是要分裂，也不是要革命，

更非冒犯不敬。相反來說，這是忠貞、團結、鍾愛及服從。 

 

  我們故意選用「反抗」一詞，因為這是聖神用於使徒行

傳以描繪聖保羅的態度。首任教宗聖彼得關注到天主教的崇

拜習俗部分是由古老的猶太教會遺留下來，他於是採取措施

懲戒，聖保羅覺得這樣做將要冒極大的風險，既混淆教義，

也對忠實信徒造成傷害。他勇敢地反對聖彼得，並且「公開

指責他。」（加拉太書 2．11）。聖彼得並没有把這個激情而

又震盪人心的行動，視作反叛，反而認為這是和睦兄弟情誼

之舉。在洞悉自己的錯對後，聖彼得接受了聖保羅的論據。

諸聖都是天主教徒的榜樣。因此，按聖保羅反抗的意義來

看，我們現在的情況也是這種反抗之一。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良心才得以安寧！ 

 

四. 反抗 

 

進行反抗表示我們會忠告天主教徒，繼續以所有正當手

段跟共產主義信條抗爭，捍衞受威脅的國家及基督文明。 

 

進行反抗表示我們永不作無謂的口舌之爭，服從及尊敬

羅馬教宗也是我們永不改變的態度。但是，進行反抗也意指

我們將絕對尊重自己的判斷，就像大主教卡薩羅利在訪問中

說古巴天主教徒活得很「快樂」時，我們就要進行反抗。 

 

一九六八年，教宗保羅六世出席了在波哥大舉行的三十

九屆聖體大會。波哥大是哥倫比亞首都，繁榮昌盛。一個月

之後，他在羅馬傳道時，堅稱他認為當地「極需要社會公義，

這樣才可使廣大不同種類的窮人（在拉丁美洲）能夠置身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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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公正、自在和合乎人道環境下生活」。 

 

他所指的是整個拉丁美洲，教會在那裏享有最大的自

由。 

 

相反，大主教卡薩羅利在古巴衹看見快樂，其他事情都

視而不見。 

 

在面對這種情況時，要進行反抗就須坦白嚴肅地說明，

上述兩個聲明互相矛盾，十分危險，而反對共產主義信條的

抗爭必須繼續下去。 

 

這是真正反抗的例子。 

 

五. 普世教會的內部連串變化 

 

對一些讀者來說，這份聲明可能令他們大吃一驚。那是

因為「捍衞傳統、家庭及財產協會」極不願意公開表明我們

現在採取的立場，也從來没有揭露天主教徒不滿和反對的意

見正在很多不同國家中不斷增加，那是梵蒂岡採取跟共產政

權改善關係政策所造成的。由於揭露德國天主教徒間現正發

生的事情，將會大大增加本文篇幅，為避免長篇累牘，我們

衹限於作簡要描述。巴西一份重要報章提供了一篇有關德國

情況的報導，該文作者是赫曼格爾根，他是前德國聯邦國會

議員，也是一位思想和行為都很沉實的天主教徒。 

 

他提到兩本由德國作者撰寫，有關梵蒂岡政治的書：萊

因哈德．拉法爾特所著的《梵蒂岡何去何從？》及以筆名海

歐納莫斯出版的《梵蒂岡本質》。報導的標題是《向教皇說

不！》文章是對保守和不妥協的宗教衞道之士及多位教宗均

作出回應，羅馬甚至認為文章的批評是大不敬的。除此之

外，格爾根先生聲稱有關驅逐閔真諦樞機主教一事，「一股

支持閔真諦樞機主教之風，早已在德國天主教徒之間迅速傳

播。」《法蘭克福滙報》也公開提到教宗保羅六世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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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之理想」。聖保祿會發言人也因為基督徒和馬克

思主義分子展開對話而譴責梵蒂岡的「東方政策」，直斥這

是不擇手段的「馬基雅弗利主義」，強行要世界接受羅馬及

蘇聯和平共處的想法。從這些文章來看，相比之下，「捍衞

傳統、家庭及財產協會」已算是很客氣了。 

 

格爾根先生很沉痛地確證，在波蘭、匈牙利、捷克和南

斯拉夫，當地政府跟教廷雖然有接觸及協議，但這不能阻止

他們繼續進行慘烈的宗教迫害。在結束談論格爾根先生的文

章前，我們不能不重申這一點。閔真諦樞機主教也證實他故

郷同樣發生這種情況。 

 

這使我們進入一個迷惘景況。梵蒂岡採取改善關係政策

的重大論據，是希望減少反宗教的戰鬥，這是熱心支持這政

策的人提出的，但根據我們的觀點，這論據並不充分。實際

行動也顯得這種改善關係政策不能收到預期效果。古巴就是

另一例證。大主教卡薩羅利是改善關係政策的特許推銷員。

在古巴政權的逼害下，他竟聲稱天主教徒在這種環境中生活

得很快樂。那我們不禁要問：改善關係政策是否等於全面投

降？ 

 

假如確是這樣，我們怎麼可以不反對這個改善關係政

策，向公眾揭示這項政策的重大錯失之處。 

 

這是另一例子讓我們更了解反抗行動。 

 

六. 結論 

 

解釋清楚是迫切必需的。這樣做的意義是讓天主教徒的

良心可以合法自衞。面對令他們窒息的外交系統，反共天主

教徒處境堪虞，而他們的立場亦無法向公眾解釋。在這篇聲

明的結論中，我們需要特別重提這一點。 

 

但是，我們必須重申，天主教教義訓令的所有條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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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都會絕對忠誠服從，包括服從教會和教宗，不重申這點，

任何結論都是不完整的。 

 

但願法蒂瑪聖母帶領我們貫徹衪的訓示，忠貞不二，並

以喜悅之心期望衪所答允的終將實現。聖母曾應允我們：「最

終，我無玷之心必將勝利。」 

 

 

本文最後修訂日期是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九日（星期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