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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

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成为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亚

非拉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不甘忍受�� 削压迫
,

掀起 了风起云涌的争取独立
、

民主的解放运动新

高潮
。

第三世界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 由于各 自的国情不同而走着不同的道路
,

早现出不同的

特点
。

其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特点
,

即
!

不发达地区人民的解放斗争往往或远或近地与宗
一

教

相联系着
,

一方面
,

革命形势迫使宗教卷入政治旋涡
∀
另一方面

,

宗教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

动员群众的手段
,

群众的革命要求在宗教革新运动中得到 了某些反映
。

#∃ 年代以来
,

拉丁美

洲天主教会的革新运动就是拉美民族民主革命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

我们从其实践活动与理

论思想中
,

可以了解到当代拉丁美洲解放运动的一个侧面
。

%一 &

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与宗教革新运动交织在一起的现象既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

也

有光荣的历史传统
。

社会原因之一是
,

拉美参加解放运动的绝大 多数人民都是天主教徒
。

他们 的革命斗争与

宗教意识必然互相发生影响
,

必然力图革新宗教为革命斗争服务
。

。

正如尼加拉瓜执政委员会

丹尼尔
,

奥尔特所说
! “

个人既可以是教徒
,

又可以是革命者
,

两者之间没有不可克服的矛

盾
。 ”

拉丁美洲信仰天主教的人数之多与殖民统治有关
。

在欧洲殖民主义
一

者侵入美州之前
,

美

州的土著居民主要信奉的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原始宗教
。

∋
一

五世纪末
,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

欧

州殖民主义者纷纷来到美洲
,

他们一手舞剑
,

一手托着 《圣经 》
,

强迫印第安人改变自己的

宗教信仰
,

以宗教作为维护殖民统治的思想保证
。

到目前为止
,

拉丁美洲已成为世界上天主

教徒最集中的地 区
,

在三亿二千万居民中
,

天主教徒 占到百分之九 十以上
,

拉美天主教徒占

世界天主教徒总数的百分之四
一

十三
。

正因为天主教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

因此
,

社会

矛盾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往往会通过教会改革
,

异教运动的折光反映出来
。

社会原因之二是
,

战后拉美的政治斗争形势迫使教会面对社会斗争
,

促使 了教会的内部

分化
。

二十世纪六 卜年代
,

拉丁美洲人民维护民族独立
,

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
,

首先主要是反

对美帝及其代理人的斗争
。

长期以来
,

美帝国主义对拉丁美洲各国除了经济剥削外
,

还常常

利用各种反动势力
夕

策动军事政变
,

扶植傀儡政权
,

建立各种集团
,

在工运中制 造 分 裂
,

运用泛美机构等政治手段进行干涉
。

因此
,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不但要求经济上独立 自主
,

两

且要求在政治
、

军事和外交上摆脱美国的冷制
,

广泛组织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斗争
,

爆发了



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于与武装
一

斗千
。

这 一时期拉美政治形象的另一个特点是
,

各国军事政变频

繁
,

军人政权林立
。

到(∃ 年代
,

南美 )∃ 个国家中 有 ∗ 个
,

中美 # 个国家中育 + 个都是 由军人

道接统治
。

在独裁的军人统治国家
,

人民的民主权利得不到任何保证
。

因而
,

反 对 军 人 独

裁
,

争取民主权利就成了拉美解放运动的另 一个重要方面
。

由于在独裁政府中能够公开出面

甜责政府侵犯人权的机构只剩下 了教会
,

所以天主教会在拉美各国的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
。

近年来
,

拉美天主教会在积极参政的过程中
,

分化为三个派别
,

其激进派的社会

改革主张与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方向是一致的
,

这就形成了拉丁美洲民族民主解放运动
一

与

宗教革新运动并行的特殊历史现象
。

拉丁美洲天主教会参与政治活动
,

也是有着历史传统的
,

它不大象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

作用
。

在殖民统治时期
,

反动的天主教会就与政府
、

大庄园主形成 了三位一体的政治体制
,

统治人民达数百年之久
。

而一些中
、

下层神职人员则曾和人民站在一起
,

反抗殖民统治和专

制制度
,

最著名的是 ) ∗ )∃ 年墨西哥的伊达尔戈神父及莫列罗斯神父领导的起义
,

这一斗争喊

接推动了墨西哥的独立
。

二十世纪以来
,

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开始缓慢发展
。

占有大量土地并享有种种

特权的教会
,

道接妨障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

这种矛盾往往酿成全国规模的政治斗争乃

至国际斗争
。

教会 内部某些较开明的宗教人士开始停止对保守党的支持
。

#∃ 年代后期
,

中产

阶级和上层阶级对教会的支持也大大下降
,

发生了威胁教会生存的宗教危机
。

教会被迫转向

穷苦大众
,

争取他们为支持
。

一部分神职人员和神学家开始对拉美天主教会的社会政策提出

疑问
,

探索造成拉丁美洲经济和社会不发达的原因
,

产生了一系列宗教和社会方 面 的 新 见

解
。

一 般教会人士也都感到有必要以新的态度来进行传教和社会政治活动
。

还有一些神职人

员甚至值接参加 了反对独裁政权的斗争
。

例如
, ), ( ,年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执政以后

,

支持

桑地诺的神职人员创 亿 了
“

人民教会
” ,

其中五名神职人员还参加 了桑地诺政府
。

在 )马( ,年

召开的第三届拉美主教会议上
,

与会者不顾罗马教皇 一再阻止砷职人员参政的 要 求
,

而 指

出
!

拉丁美洲天主教会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
,

为了反对新老殖民主义和军人统治
、

贪污腐化

以及社会不公平
,

进行 了二百多年的英 勇斗争
。

因此
,

神职人员应 当积极参与社会斗争
,

为

反对独裁和争取实现欣会改革而斗争
。

在国际上
,

从五 −
一

年代起
,

社会主义成为最大的社会历史潮流
,

社会主义思潮
、

社公主

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遍及五大洲
。

在拉丁美洲出现 了智利的
“

阿连德社会主义
” ,

圭亚那

的
“

合作社社会主义
”

和秘鲁等国的
“

军事社会主义
”

等
。

这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也影响

到教会
,

天主教会中的激进人士就试图以社会科学中的新成就来剖析社会现实
,

并感到有必

要把社会科学同神学结合起来
,

以便从一种新的神学立曝来回答教徒和世俗群众对拉美社会

现实提出的质疑
。

%二 &

拉丁美洲天主教会的革新运动在实践上包括三方面内容
。

第一
,

在积极参与政治运动中分化出革新派和激进派
。

过去
,

拉丁美洲天主教 会是二个特权的堡垒
,

它一直是为统治阶级利益胡及务的
。

教会所

从事的活动
,

主要限于社会福利和慈善救济事业
。

#∃ 年代以来
,

拉美社会动荡不安
,

反对独

裁统治
,

要求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迫使教会顺应历史进程
,

作出相应的变革
。

在积极参加政



∀
游斗争的过程中

,

拉丁美洲天主教会分化为保守派
、

革新派和徽进派
。

这一分化是以 ) ,#∗ 年

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召开的拉丁芙洲第二届主教会议为标志的
。

拉丁美洲主教含议
,

最天主

欲舍内部讨论重大理论和实践问履的代表大会
。

麦德林大会对十多年来教会从事的社会政抬

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
。

会上
,

进步种学家阐述 了
“

解放神学
”

的思想
。

会议的文件上公然指

出
∀
资本主义本身就是暴力的制度、是金线上的国际帝国主义

。

它号召教会与穷苦人民同甘

共苦
。

保守派主要由教会土层人士组成
,

他们力图维护旧的统治秩序
,

支持独裁统治
.

,

反对寒

现
“

宪法化
” ,

他们还 与政府一道
,

在件多地方成立
“

保卫传统
、

家庭和财产协会
” ,

阻挠

肚会变革
。

保守派至今在多数国家中仍然擦制着夹权
。

革新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中下层僧侣
,

他们赞成社会改革和教会改革
,

但是反对暴力革

命
。

他们既不满军事独裁
,

又怕受到
“

解放种学
”

的影响
,

去搞太多的政治活动降低宗教的

超然地位
。 、

撤进派都是咸情或夹际参加改革斗争的中下层种职人员和教徒
,

他们主张彻底砍革
,

反

帝
、

反独裁的政治态度坚决
,

其左其甚至自称信仰社会主义
,

主张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斗争
。

擞进派的代表人物是哥伦比亚种父卡米洛
/

托雷斯
。

他牺性后
, ) , # ∗年召开了

“

拉美卡米洛
, 托雷斯大会

” ,

会议号召拉丁美洲蒸督徒
“

积极地和紧急地参加拉丁美洲的革命斗争
” ,

“

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
” , “

同马克思主义者和一切革命者团结起来
,

为人民的解放

事业作出我们的一点微小贡献
。 ”

第二
,

支持和参加武装斗争
。

在拉丁美洲
,

由于受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奴役特别深
,

由于长期以来盛行独裁者的恐怖统

治
,

由于人民被刹夺了民主的权利
,

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

二次大战后
,

餐入武装冲

突出的拉美国家有十一国
,

发动成功的军事政变有0, 次
。

难怪英国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

所所长弗兰克
·

巴纳比说
! “

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战争的中心
。 ”

五
、

六十年代以来
,

阶级

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
,

又使拉丁美洲出现了
“

游击中心
”

运动
,

各国人民反独裁统治和

超级大国
、

新老殖民主义者武装干涉的斗争 日舜壮大
。

/

教会 中的欲进派坚决支持水民的武装斗争
。

一些左翼分子还直接参与了人民 的 武装斗

争
。

例如
!

哥伦比亚天主教多明我会的教士 1
·

多列斯
,

当他认识到宗教信仰 必 须体现在改

革非正义社会的行动中之后
,

于 ),# +年)∃ 月参加了反政府的游击队
, 2, # #年在一次遭遇战中

牺性
。

激进派代表人物卡米洛
·

托雷斯自) ∃ # +年认识到合法斗争不能解决根本问短后
,

便幸

起武器参加了游击队
,

于), “年 3 月) +日阵亡
,

被拉美人民誉为
“

革命神父
” 。

他的死促使越

来越多的种父和修女参加了游击队
。

还有一些种职人员因支持正义的武装斗争而渗遭杀害
,

以萨尔互多为例
,

继 )3 ∃名神父被杀之后
,

) ,∗∃ 年 0 月大主教奥斯卡
·

阿 努 尔福
·

罗梅罗也

因同情反政府的游击战而遭到有派恐怖组织的杀害
。

第三
,

加强教会群众 的组织工作
。

近
十年来

‘

,

许多主教抛弃了他们居住的宅邸和庄园
,

到贫苦人民中去女家落户
。

石派势

力都弈常注意组织工作
,

教会丰办的工会
、

农会
、

商会
、

妇女团沐和学生团体
,

是他们按制
和影响社会生活的重要工具

。

例如
∀
荃督教民主党领导的拉美工会组织

“

拉 丁 美 洲 劳工中

心
” ,

是
“

世界劳工联盟
”

在拉丁美洲的分支机构
,

) , # 4年有五百万会员
,

在一些国家势力

很芍 占到全国工人总数的一劣
·

宣力促教会上层改变对待工人革命运动的策略
,

鼓励卉级

种职人员
“

同工人
、

农民一切被压迫者 共 命 运
。 ”

再如
!

哥伦比亚教会主 教 会 议 的
“

社



会与农民事务委员会
”

同耶森会的
“

研究与社会活动中心
”

控制着全国农场工人联合会
、

全

属合作总社和全国工人联合会
。

近年来
,

由于农爆工人反对农堪主
、 ‘

种相园主垄断土地和残
�
一

酷娜郁的斗争日益高涨
,

它经常组织农爆工人进行
“

夺取土地2 的斗争
,

在农民中有一定影
!响

。
/

天主教会中的激进组织更是名目繁多
,

如
!
哥伦比亚的

“

戈尔康达小组
” ,

秘鲁的
“

全

国社会情报中心
” 、

阿根廷的
“

第三世界神父
” 、

智利的
“

青年教会
”

等
。

有一种畔做基督

徒基层社团的组织
,

将宗教活动与民政事务联系在一起
,

成为农民联盟
、

工会
、

母亲会
、

棚

∀户居民会的基层组织
。

过去十年来
,

这种基层社团已经发展到)+ 万个
,

大大鼓舞了群众
,
消

∀脸了失败主义的低沉情绪
,

为未来的发展带来 了希望
。

/ 5

拉丁美洲天主教会革新运动的代表思想是
“

解放神学
” ,

它从理论上反映 了进步宗教人

!士
二

的变革思想
。 “

解放神学
”

在当今拉丁美洲有很大影响
,

被誉为第三世界对神学的重大贡

献
,

它打破了欧洲传统神学在基督教会中的垄断地位
,

激励着第二世界的信徒和神学家去创

立适合各 自情况的神学体系
。

. 一

!所渭
仁
解数神学

” ,

就是将宗教信仰和社会政治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
,

其要点在于有意

识地将对宗教信仰的理解建立在现代拉丁美洲的特殊实践经验之上
。

) ,别年
‘

,

一些革新派神

学家在巴西召开会议
,

提出神学研究的对象和出发点应该是砚实
,

这次会议为
“

解放神学妙

的诞生开辟了道路
。

)∃ # +一 ), “年
,

还举行过多次这样的会议
,

逐步扩大了影响
。

/

26, #∗ 年召

开的麦德林会议标志着
“

解放神学
”

的诞生
,

随后
,

它在拉丁美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 ) , ( 3

年以来是
“

解放神学
”

的发展阶段
,

不仅一批新的神学家加入了这个行列
,

而且它所探讨的

范围和 内容更加广泛 了
。

‘
/

“

解放种学
”

虽然是一个统一的神学运动
,

但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
。

其中
,

从革命团体

的实践出发的神学流派最为激进
,

他 们甚至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拉丁美洲现实
∀

%但不接受无神论的辩证唯物主义 &
,

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服务于阶级斗争的 神 学 思 潮
。

还

有一种从历史实践出发的神学流派
,

他 们强调救赎的历史与世俗的人类压迫及解放的历更的

统一
,

主张建五一种具有自己特点的神学理论
,

以便在信仰的指导下
,

阐明经济
、
政治

、
‘

社

会和教育的解放中出现的神学理论
。

这里
,

我们从掌握的有限几篇译文中
,

择其与解放运动

联系密切的观点作一介绍
,

从中可以了解到拉美宗教革新运动与民族民主解放 运
一

动 的某些

关系
。 · 、

5
一

/

丫 首先
,
一 “

解放神学
”

强调宗教的研究对象是实践
。

‘基督教最首要的东西是仁慈
,

是行

动 “⋯
,

重要的不是接受信仰
,

而是实践
。

为了使神学既包括说教和信仰
,

又包括行为
,

它改

变了种学的研究对象
。 ”

� 教会
“

是具有双重使命的组织
。

实现普世团结的使命和解放被压

迫者的使命
。

要完成这种双重的历史使命
,

必须从现实的分歧
、

冲突和压迫出发
,

站在被压

迫者一边
,

以充当解救人的上帝的见证人
,

来予告来世和解的特征
。

、

”

� 那么
,

教会应当做

些什 么呢  教会的行动表现在哪里呢  “

麦德林会议用一句话作了回答
,

解放人们
。

至于解

放这一概念的内容
,

那是非常广阔的
。

应该在所有的方面和所有的领域中解放人们
!
使他们

从罪恶的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
∀
使他们从精神枷锁

、

恐惧
、

不安
、

陈规
、

#

惰性
、

冲动和偏见

中解放出来 ∀ 从社会压迫 中解放出来 ∀ 从今天压在犬多数人身上
,

而且也压在统治者本人身

上的统治制度中解放出来
∀ 从作为当代世界统治制度的根源的经济制度中解放出来

。

这就是

拉丁美州基督教思想的思考
、

思维和研究的对象
。 ”

∃ 由此可见
, “

解放神学
”

研究的不是

空洞的理论
,

而是现实的社会斗争 ∀ 它把教会改革和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
,

吏着眼于社会改

革 ∀ 它不仅主张人们获得精神上的解放
,

而且主张把人们从当代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



度中解放出来
。 ·

’

一
、

、

!
一7 、

一 7 几 、

一
7

, !
飞 飞文

戈褪其次矛
“

解放神学胜 阐述了革命的基本观点示概括地说
,

它主要包合三个内容示
“ )

/

从

政指为度讲
,

/

就是要使被压迫人民摆脱压迫阶级的统治 ∀ 3 ,

从历史发展的冉度潇
,

就是要

建立
‘

符合人性
,

的
‘

新型社会
’ ∀ 0 ,

从基督教
‘

救世论
’

的角度讲
�

,

就是要使大类在向

耶稼基督相对峙的过程中
‘

改造
’

自己
” 。

%
《阶级斗争和福音》 的作者则从基督教信仰出发

,

进行 了政治分析
,

这个政治分析道接

逻辑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结论
! “

据 《圣经 》 规定
,

实行正义
,

有效地帮助穷人和解赦被压迫

者
,

是爱人的基本要求和鬓正宗教的试金石 &大前提 ∋
。

、

在我们所生存的社
人的大多数遭受贫困和压迫

,

这不仅是人们的无知和自私造成的
,

而且鸡减

,
‘

我们同类

的建立在 刹

削劳动人民基础上的社会经济制度 & 资本主义制度 ∋ 造成的 &小前提 ∋
。

因
一

此 ,!∀ 在我们具体
的社会环境中

,

爱人本身就是要求我们为取代现行的 & 资本主义 ∋ 制 度 而雾力戈第一个结

论 ∋ 。
,

另外
,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犷为了真正改变生产关系
,

消灭集体条()宵材口阶 级 社 会
,

将

是社会主义的模式 & 第二个结论 ∋ 。

最后
,

由于现行秩 序 的 牢 固性和特权 阶 层 的 极力反

抗
,

要取代现行制度
,

只 有加强被压迫者的力量以对抗统治阶级政权 &阶级斗争 ∋ 并战胜这

这种政权
,

除此以外
,

没有别的道路 &第三个小前提 ∋
,

因此
,

在我们今天的具体哪境甲 厂

墓督教的仁爱驱使我们沿着动员人民和进行阶级斗争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 &第三个结论 ∋ ” ,

文章进一步指出了革命的 目标
,

是
“

用一种平等和团结的社会制度代替当前的刹削制度
” ,

并且
,

在确立了新的制度之后
,

继续进行彻底的洗涤和新的创造
。

当然
,

对基督徒米说 ”这

一点
,

我们只能指望从上帝那里得到
。

只有在基督王国普及全球之 日
,

我们才能指望达到这

一点
。 ”

�
#

「

、
·

、
·

“

解放种学
”

的代言人很坦率地承认它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
,

承认二者有近似之

处
。

他 们认为
,

这种近似的基础在于
,

二者都不是僵死的教条
,

都是立足
一

于现实的经验进行

批钊的分析
,

对历史的发展持探索的态度
。

具体地说
,

这种近似首先表现在
、

些马克思主义的

人道主义同基督教的传统是一致的
。

因为
,

由教会的社会学说培育的这种传统
,

强调二切人

的价值和他们的墓本的平等权利
。 # 。

⋯# 实行仁爱
,

就是要共享福利和使人们共同向玉
。

·

户讨

人们把集体贫困看成是国内和国际上 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必然结果
。

在这种结构中
,

富有者

通过对大多数人的∗+) 削和压迫获得了财富和权力
。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分析资本主此制

度的生产关系时
,

就把贫困解释为这样的依附关系
。

这种解释已经为各国的 技 术机构所证

实
,

同时
,

大体上也被教会的社会学说所接受
。

按这种解释
,

就应该这择来理解基督教的之

爱
!

它也应该体现为一种旨在使现行社会经济制度进行革命性变革的政 治责任 ‘
”

� 其次如

这种近似还表现在二者的革命 目标具有变通性
, “

基督徒所希望的来世王国
‘

,

不仅企范圃和

内容方面涉及到马克思主义来世说的共产主义大同
,

而且对我们的生活和革命斗争也具有不

同的作用
。

· ·

⋯ 虽然基督教的来世 说和马克思主义的来世说各有 不 同 的 作用
,

但这并不是

说
,

我们必须把两者看成是对立的或不可并存的
。

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的
‘

鸟托邦
’

总可

以被引向未来上帝的最高王国
。 ”

� 再次
,

它承认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 斗 争 途 径的基本观

点
,

但又进行了两点补充
!

第一点
, “

现实的人超越任何现在或未来的
,

宗教和政治的组织

和纲领
。 ” ,

因为上帝的思想首先体现在具体人身上
,

而不是首先 沐现在任何东西
、

组织和

制度上面
,

也不是首先体现任何宗教的
、

社会的
、

政治的分野上
。

第二点
, “

真理和正义比任

何阶级的或时代 的利盆 都 更 加 紧迫
” ,

它指出
! “

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阶级斗争规定 的 两 个 阶段
。

对 于这两个阶段
,

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上述两点保留
。

然而必



轰指出
,

这些要求至今一直为社会主义的和教会的运动和组织所忽视
”

,
。

毅们从拉丁美洲天主教革新运动的实际活动和代表思想中
,

可以得出它是现代拉袭解放

幸助翻流的组成部分的结论
。

这种结合还有继续发展的趋势
,

它将成为拉丁美洲民族民丰解

段运动
,

, 个不可忽轻的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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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召开理事扩大会议

讨论和布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研究问题
“

亥”3
‘

年 ; 月底
,

湖北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召开理事扩大会议
,

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

设约琴
,

讨论了我国对外开放
、

对内搞活经济的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种文明建设问通
,

对发

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关系
,

实行按劳分配的经济政策与加强思想

政治工作的关系
,

改革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思想教育

与制度建设的关系作了深入探讨
,

特别强调落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

针的熏大意义
。

这次理事扩大会议还确定明年学会的工作将以砒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研究

为再枣
,

要求全体会员在认其学习党中央有关文件的同时
,

积极参加建 没社会主义精种文明

的理诊和实践活动
,

多举办小型 9,9 论会
、

研究会
,

提高召开学会年会的质
#

量
。

01 − < 年 学 会

年会将编印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论文集
,

并评选出 − .一 −3 年 度的优秀论文
。

& 省科社学会秘书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