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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近期中梵關係觀察 
文藻外語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客座教授梁潔芬主稿 

 

 中方未遵守「中梵主教任命臨時協議」，教宗方濟各藉訪問蒙古對

中方釋出善意，逐漸從「談判」轉向「交談」。 

 中方在內外交迫的情勢下，面對梵方釋出的善意，將在內部維穩需

求和獲得抗美的道德強援之間左右為難。 

 

（一）教宗訪蒙醉翁之意不在酒，意在對中喊話 

  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於 2023 年 9 月 1-4 日對蒙古進行歷史性

的訪問。他這次訪問因就宗教自由，對中國表達善意而具有國際影

響。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被問及時回應表示，中方對改善中梵關

係始終持積極態度，同梵方保持接觸和溝通。 

  教宗方濟各 9月 3日在烏蘭巴托的一次彌撒結束時向中國致以問

候，稱其公民是「高尚的」人民，並要求中國的天主教徒成為「好基

督徒和好公民」。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周守仁參加了教宗主持的彌撒。路透社指

出，教宗方濟各利用此次訪問向北京傳遞資訊，政府無需擔心天主教

會，因為它沒有政治議程。 

  這次訪問中國的鄰邦蒙古共和國，相信主要目的是向中國喊話，

從宗教的角度而言，蒙古主要宗教是藏傳佛教，天主教徒只有 1,450

名，不值得教宗以 86 高齡以輪椅代步而飛行千里去訪問。教宗方濟

各抵達蒙古首都烏蘭巴托時，當地民眾對他的到來不太重視。9 月 1

日，只有大約 100人聚集在烏蘭巴托的主教官邸外迎接教宗。許多來

見教宗的人是蒙古各地天主教堂的代表。 

  教宗 9月 3日還為這個小型天主教社群舉行彌撒。在彌撒結束之

時，這位 86高齡的教宗又發表了「即興」講話，並明確提到了中國，

他呼籲中國的天主教徒要做「好教徒和好公民」。他還請香港教區榮

休主教湯漢和現任主教周守仁站在他的身邊緊握和高舉他們的手時

他用義大利語說：「這兩位主教，香港的榮休主教和現任主教。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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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此機會向高貴的中國人民致以熱烈的問候」。他說：「我祝願所有

中國人民一切順利，不斷前進，不斷進步。對中國的天主教徒，我希

望他們成為好教徒和好公民」。 

 

（二）教宗此行如同 1981 年對中釋出善意 

  教宗蒙古此行與 1981 年 2 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遠東之行作一

比較，其講話內容極為近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當時在中國之鄰國菲

律賓，藉著向旅菲華僑講話，向中國放出善意，希望恢復中斷的中梵

關係。其中講話的內容，表示尊重中國豐盛的文化，他強調說：「我

堅信在國境內的天主教信友，會盡己所能為建設中國而努力，因為一

個真正虔誠的基督徒，同時也是個真正的好公民」。結束演詞時，他

強調教會的使命並非政治性或經濟性，就而希望各國為天國來臨做臨

時開路先鋒1。 

  在菲律賓之行後，同行的國務卿加沙羅里樞機馬上去香港，公開

接見被囚 22 年獲釋的鄧以明主教，召見在香港的中國研究專家商討

和中國大陸交談的可行途徑；然後召開記者會公布教廷欲與中國大陸

修和之意願。中方藉北京主教傳鐵山表示，梵蒂岡應與臺灣切割外交

關係，以示有誠意和談2。 

  事隔 40 多年，兩位教宗在中國鄰邦向中方喊話其內容都是同一

老調，這反映出中梵談判於 1987年開始，36年過去，現今中梵邦交

未有恢復的跡象。 

  幾十年來，中國的天主教徒們在中共允許的宗教活動和梵蒂岡支

持的地下教會之間左右為難。今次亞洲連同港澳主教在內十多名主教

到蒙古，參與宗座訪問行程。美聯社的報導指出，方濟各此次到訪蒙

古的消息，在中國被大規模遮罩，中國大陸教會禁止神職及教友到蒙

古見教宗。因中國共產黨多年來將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視為「外部勢

力」，對其政權構成挑戰，因此當局針對民眾的宗教信仰自由進行全

                                                      
1 梁潔芬著，民 85年再版【中共與梵蒂岡關係 1976-1994】，臺北：輔仁大學，民 85

年再版，頁 282-284。 
2 同上。頁 286。 



3 
 

面的控制和鎮壓，但仍有少部分教徒到場一睹教宗的風采。 

  蒙古只有 1,450名天主教徒，而這個小小的教會與政府保持著良

好的關係，政府對教會在社會、健康和慈善方面的活動表示讚賞。雖

然中國憲法保證宗教自由，實際上北京當局卻對宗教活動嚴加限制。

教宗週日還為這個小型天主教社群舉行彌撒。與之相比，蒙古的鄰國

中國有著龐大的天主教徒社群，大約有 1,200萬天主教徒。 

  雖然中梵在 2018年簽訂有關指派主教的「臨時協議」，並於 2000

及 2022 年續簽，但中國當局 2022 年 11 月單方面任命江西教區輔理

主教的舉動引發梵蒂岡批評，並且導致中梵之間有關主教任命協議的

爭議再次升級。而方濟各訪問蒙古之行中，公開提及中國，也是希望

藉此向北京發出善意的信號。 

  教宗來訪期間，接見教宗的蒙古信友寥寥可數，反而是來自亞洲

各地和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為多，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大多是來自中

國大陸的朝聖者。在教宗會見蒙古領導人時，約有 20 名來自中國的

天主教徒揮舞著五星紅旗。一名上海的天主教徒說：「我非常高興，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這種機會實在不多。我很高興」。 

  當教宗方濟各進入政府大廈時，一些中國訪客，其中有些人戴著

口罩、墨鏡和圍巾，似乎要掩蓋自己的身份。當教宗向人群揮手時，

他們揮舞著中國國旗。當教宗進入國家宮後，人們就把中國國旗收了

起來。 

  許多中國訪客似乎對廣場上的記者感到懷疑。一些來見教宗方濟

各的中國天主教徒告訴法新社，中國天主教徒面臨很大的壓力（他們

只在法新社記者面前說了這些，美國之音記者當時就在一旁）。 

 

（三） 結語 

  從兩次（1981 年和 2023 年）教宗藉訪問中國鄰邦向中國講差不多

同樣的話，這就是說從 1987 起到今日斷斷續續的中梵接觸和談判，

就算在 2018 年簽訂了有關指派主教的臨時協議，雙方互不信任和疏

離的程度，一如毛澤東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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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梵蒂岡方面雖然諸多忍讓，在選派主教上，教宗將獨有的權利分

一半給中國，即由中方指派並由教宗審定的派遣方法。但從 2022 年

開始，中方不照協議規定獨斷獨行，梵方官員表示協議效果未符理

想，中梵關係進展乏力，所以教宗此行有改善關係的意思。 

  教宗方濟各以他拉丁美洲的社會背景，對近代的資本主義在南美

的剝削現象深惡痛絕，轉而對社會主義有無限的憧憬，這使他對共產

主義下的北京政府百般忍讓。對教會而言，負面多於正面的 2018 年

中梵協議無效後，教會漸轉向「交談」（dialogue），而非「談判」（negotiation）

的強硬路線。擢升主張「交談」、「溝通」和「善意交流」的香港周守

主教為樞機，以表達此意願。在蒙古公開談中國問題時，他握著香港

的湯漢樞機和周守仁主教的手向中國問候，這手勢也是一個訊息。 

  中方接到梵蒂岡請求，在現階段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在內外交煎

的國情下（國內的經濟問題嚴峻，在國外站隊普丁，是獨裁的覇權主義與整個

西方自由主義為敵），今後中國如何接受教宗的邀請進行「交談」、「溝

通」和「善意交流」是國際政治上重要的重要走勢。 

  中方接到教宗的善意溝通的邀請，左右為難，若接受，那麼習政

府為了意識型態上的維穩，如何繼續實施加強控制宗教以至令它滅亡

的長遠政策？但中國在四面楚歌的國際舞臺上與教廷交好，是現在美

中對壘陣型中增加一員道德猛將，對其非常有利。習近平的選擇至關

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