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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自 1951年 9月教廷大使黎培理(Antonio Riberi)被驅逐出中國以後，中梵關係便迅速惡化，導致中國

天主教會數十年來均處於不正常的狀態。自教宗比約十二世到教宗方濟各，一直以來，中國天主教

會的問題，都是歷任教宗心中的牽掛。經過多年充滿挑戰性和耐心的談判，羅馬教廷和中國當局在

2018年簽署了一份極具歷史意義的臨時協議，這標誌著中國天主教會朝著教會正常化邁出了一小

步，但卻是至關重要的一步。 

  

中國教會長期以來的這種非正常生存狀態，引發出許多錯綜複雜的間題，例如眾多中國天主教徒的

痛苦經歷有何意義？如何理解政教關係？愛國與對福音的忠誠之間是否可以並存？梵二後的共融教

會學如何理解普世教會與地方教會的關係？許多關於骸協議的討論可能只集中在上述眾多主題之

一，而缺乏對其他相互關聯之問題的整體評價。因此，外界對這一歷史性協議的實效性一直存在擔

憂和質疑，相關各方也出現了許多激烈的爭論。儘管這臨時協議已於 2020年續約兩年，期間按協

議已順利任命了多位中梵雙方認可的主教，但各方對這協議的爭議仍然存在。 

  



孟一仁神父的《中梵關係：從譴責到對話》是一本適時的作品，為讀者提供了有關該臨時協議的全

面報導，相信一定會讓任何關心中國天主教會的人士得到鼓舞和啟發。他精心收集了大量關於幾個

重要主題的文獻作為該協議的背景，並將它們組織成幾個篇章：中國天主教會本土化、中國的宗教

政策、中國天主教會内部的緊張關係、中國天主教會正常化的需要、以及有關主教任命、天主教與

共產主義、中國主教現状的教律問題等。最後，他介貂了有關臨時協議的文件和討論。在每一章

中，他都提供了事件的歷史背景、相關的文獻以及各種立場和觀點。他以客觀、公正和全面的方式

提出這些觀點，同時將相互對立的觀點加以比照，並清晰地介紹來自不同方面的主要論點。事實

上，他將中國天主教會迄今為止所背負的十字架與走過的苦路毫無保留地展現在讀者眼前。他沒有

公開支持一方或另一方；相反，他常將信心放在天主身上，並以此去超越當前的困局。 

 

中國天主教會正在走上「未知的」道路，任何對現状的改變都會引起猜疑和批評。然而，教會必須

繼續前進，克服並超越她的過去，無論是喜樂還是悲傷，榮耀還是羞辱。臨時協議並非沒有缺陷的

完美解决方案，儘管如此，這似乎是目前最佳的方式，不僅可以恢復中國主教們與羅馬教廷之間的

充分交流，而且通過共同任命主教來建立教會與政權之間的互信。孟神父明智而審慎地總結說：

「歸根結底，我們的希望在於主親自給予的保證：『我對你說：你是伯多祿；在這磐石上，我要建

立我的教會，陰間的門决不能戰勝她。（瑪 16：18)」這是我們對中國天主教會未來充滿希望的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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