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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梵临时协议：中国教会微妙又明显的改变 

张光来（独立学者） 

 

摘要：本文对中梵临时协议及其成果作出评论。作者认为中中梵临时协议及其

成果，不仅为当地教会的修和打下了基础，也为其他教区及整个中国教会的共

融合一带来了希望，又为中梵关系、国际关系、国内政教关系及中国地方教会

的意义势必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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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引言 

 

据一位闽东教区神父回忆，2018 年 12 月 12 日，作为教宗特使和梵方首席

谈判代表，切利总主教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接见了福建省闽东教区郭希锦主教

等，并分别向其转达了教宗和国务卿及传信部长的问候与意向…… 

次日，郭牧自京返回闽东，连夜通知其团体的司铎参议会，表示自己愿意

服从教宗，接受转任辅理主教。至此困扰闽东教区多年棘手的牧人难题终于得

到了初步解决。 

中梵临时协议为包括数个当事教区在内的中国教会带来什么改变？我们不

妨从基层教会到全国教会的修和共融、数位主教的就职及新牧晋牧等方面细数

两年来微妙又明显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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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修和成果之一：喜见基层教会出现共融团结现象 

 

中梵签署协议之后，中国教会初步实现了共融。虽然深受创伤的基层教会

还没有实现全面合一，但因共融障碍被清除了，完全的共融合一也有了希望。

协议的首批受益者马英林主教和岳福生主教为其教区修生授予铎职就是例子。 

2018 年 10 月 18 日，岳福生主教在哈尔滨为当地 5 位执事隆重授予铎职。

五位执事心无芥蒂欣然从其手中领受铎职。省内外 53 位神父轻松地参加了当日

的共祭弥撒。这是岳牧于 2012 年 7 月６日晋牧后，首次有这么多司铎参加其主

礼的共祭弥撒。 

同年 11 月 30 日，马英林主教为昆明教区 3 位少数民族执事隆重授予铎职。

两位彝族执事和一位景颇族执事高兴地从马英林主教手中领受了铎职。省内外

70 多位神父应邀共祭。这是云南教会史上首次有这么多司铎共祭。 

在 2000 至 2012 年间，因缺少相互了解、理解和信任，导致中梵关系降温。

期间十多起主教选圣事件更让双方关系雪上加霜。事件引起的相互误解伤害曾

引发国际关注，致使地方教会上下团体的分裂加剧，一些当事教区的部分修士

经历了晋铎困难。这些修士有的选择推迟晋铎，有的选择转教区或加入修会，

个别人放弃了修道圣召。直到协议签署，晋铎及共祭才不再是地方教会的难题

了。 

 

III. 修和成果之二：中国教会初步实现了共融 

 

2018 年 12 月 18 日，来自全国的 200 多位神长教友在南京参加一个全国天

主教会议（「纪念中国天主教自选自圣主教 60 周年座谈会」和中国天主教「一

会一团」九届二次全委会）。当日早上与会全体神长均参加了马英林主教主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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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祭弥撒。这是多年来在全国会议上，首次与会全体神长主动、自愿参加共

祭。 

在以往的全国会议上，无论各地提前要求，还是宾馆电话叫醒，抑或敲门

提醒，总有与会神长缺席这样的共祭弥撒。 

协议签署后，中梵关系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昔日的共祭障碍不存在了。如

今无需谁再做思想工作，神长们也不必再有心理纠结，大家都可以放心地共祭

了。 

与此同时，上下团体的关系也因协议有了改变，例如，两个团体停止了相

互攻击，双方在一些场合还有了共祭；个别教区或堂区也有了合作合一。这说

明，即使上下团体之间的完全共融及合一尚需时日，但其基础修和实现了。 

 

IV. 修和成果之三：六位秘密祝圣的主教先后就职 

 

早日解决一些秘密晋牧者的身份问题，构建和谐的政教关系，应该是中梵

双方均希望看到的，也是地方政教双方希望尽早实现的目标。 

协议签署以来，已有六位秘密祝圣的主教陆续公开就职。其在教区内的身份及与当地

其他牧者的关系等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 

2019 年 1 月 22 日，广东省汕头教区为庄建坚主教举行荣休仪式。 

2019 年 1 月 30 日，河南省南阳教区为靳禄岗助理主教举行就职仪式。 

2019 年 4 月 18 日圣周四，福建省闽东教区郭希锦辅理主教参与了闽东教

区詹思禄主教主礼的祝圣圣油共祭弥撒。 

2020 年 6 月 9 日，福建福州教区为 84 岁的林家善主教举行就任仪式。 

2020 年 6 月 22 日，陕西凤翔教区为李会元主教举行就职仪式。 

2020 年 7 月 9 日，山西省朔州教区为马存国主教举行就职仪式。 

在以上的六位牧者中，秘密晋牧的庄建坚主教和马存国主教分别毕业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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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佘山修院和山西太原修院，原本属于地上团体。其他四位主教秘密接受了培

育和铎职及牧职，属于原地下团体。 

早期秘密祝圣的牧者公开身份要经过“有条件的祝圣”（如邯郸陈柏庐主教

1989）。后来是通过与“一会一团”的牧者共祭（如保定安树新主教 2010，温州

朱维方主教 2011，周至吴钦敬主教 2015，兰州韩志海主教 2017、邯郸孙继根

主教 2017）。每当有教宗未承认的牧者共祭时，就会气氛紧张或起风波。 

协议签署后，老方法被叫停，改为直接宣布荣休（汕头）或就职（南阳、

福州、凤翔、朔州），或只通过共祭（闽东）而默认其牧者身份的多种形式。 

鉴于其思想工作的难度及其教区情况复杂，对于个别教区，中方还协助梵

方在华约见当事牧人，当面协调牧职分工。协议签署后，汕头教区和闽东教区

最棘手的双牧人身份和分工问题立即摆上双方的议事日程，成为了中梵工作的

首选。 

这样在中方的协助下，就有了梵方切利总主教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在京分

别会见汕头教区庄建坚主教及闽东教区郭希锦主教，及其面对面的交谈、讨论。 

一个多月后，在庄建坚主教的荣休仪式，庄牧发表感言，黄炳章主教致辞

并主持了一台（庄牧缺席的）感恩祭。汕头荣休牧者和继任牧者的身份同时得

到中梵承认，教区的修和与共融有了希望。 

为调整一区两牧的分工和体谅当事牧者及其团体的感情，中方对这样的教

区采取了相当灵活的方式，如只通过共祭来承认其（地下牧者）身份。 

自 2018 年 12 月在北京和切利总主教会面后，郭希锦主教在当月就开始参

加詹思禄主教主持的弥撒，如当月参加一位闽东教区老神父的葬礼弥撒。次年

圣周四，郭主教再次带领一些神父参加了詹牧的祝圣圣油弥撒。闽东两位主教

的共祭及合作为教区的修和、共融、合一奠定了基础。 

其他（南阳、福州、凤翔、朔州）四地牧者是经当地省教务委员会同意报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批准，教区分别为其举行了就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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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六位牧者的问题一度成为了中梵及当地政教的一块心病。虽然

为解决其问题而耗时多年，但如今终于平安解决，隐忧去除。 

值得一提的是，有的当事神长顾大局、识大体，以慷慨牺牲自己地位，配

合落实协议。愿上苍丰厚地降福这些神长及当地教会！ 

可以说，协议在以上六个教区的成功落实，不仅为当地教会的修和打下了

基础，也为其他教区及整个中国教会的共融合一带来了希望。这为中梵关系、

国际关系、国内政教关系及中国地方教会的意义势必影响深远。 

 

V. 修和成果之四：协议的重要果实，两位新牧平安祝圣 

 

过去各方都曾尝试以众所周知的不同方式来解决一些教区的牧人问题。无

论多么秘密还是多么隆重，凡是单方尝试的都曾付出相应的代价。 

协议签署后，双方经过协商及地方政教方面的配合落实，新牧候选人终于

在中梵双认可的前提下得以平安顺利晋牧。 

2019 年 8 月 26 日，内蒙古乌兰察布教区姚顺主教晋牧典礼在其主教座堂

平安举行。省内外 4 位主教、约百位神父共祭参与。 

2019 年 8 月 28 日，陕西省汉中教区胥红伟助理主教晋牧典礼在其主教座

堂平安举行。省内外 8 位主教和 80 余名神父共祭参与。 

在两次祝圣典礼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的批准书”均明确声明“此人选已经

教宗同意。”环球时报网英文版在报道姚顺主教的晋牧时也曾藉主礼孟青禄主教

证实：祝圣典礼中提及了教宗的任命。 

这在海外看似相当平常的现象，但为中国教会来说，实在来之不易。显然

这有赖于协议的签署和中梵双方的对话协商。一如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所言：

这样的祝圣“是在在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临时性协议的框架中实现的”。

圣座新闻网中文版在同年 8 月 28 日也指出：“这是圣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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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9 月 22 日在北京签署的临时性协议在共融与和谐的标记下所结果实”。 

 

VI. 结语 

 

两年前，教宗和国务卿及梵方工作团队顶着巨大压力，不怕误解批评，坚

定地与中方签署了协议。当时因教宗优先承认了七位“一会一团”的牧者和没有

公布协议内容（双方也没来得及关注及解决地下牧者问题等）而饱受质疑，甚

至反对及冷嘲热讽。 

过去两年，中梵耐心通过协议成功地解决了多个历史遗留的棘手难题。回

顾进程，协议的成果令人欣慰，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虽然还不够完美，但足

以鼓舞人心，终将载入史册。 

今日我们愿从中国教会的角度，与普世教会分享协议带给中国神长教友的

可喜又微妙的变化，并邀请普世神长教友以基督之爱，为我们中国教会祈祷；

扮演桥梁角色，助力中国与各国的友好交流；充当和平使者，推动地区与世界

和平。我们也衷心希望中梵能站在 14 亿中国人民和普世 13 亿公教信友的角度，

继续致力于消除误解，克服困难，通过续签协议等举措，协助中国教会妥善处

理好余下的历史遗留难题，为地区和世界和平及人类福祉做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