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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菲里奥时代墨西哥的天主教会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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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墨西哥迪亚斯政府和解政策的实施缓和了政府与天

主教会之间的紧张关系ꎬ 初期双方都从中取得了良好的收益ꎮ 但

是ꎬ 这种和解政策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及缺陷ꎬ 它本身意味着自独立

以来墨西哥自由派反教权斗争的停滞ꎮ 在后续的实践中ꎬ 相关问题

随着波菲里奥时期现代性的增长和现代化危机的出现而不断暴露并

加深ꎬ 造成墨西哥的教会问题在这一时期以一种隐秘的方式继续存

在并扩大ꎮ 一方面ꎬ 和解政策的实施与 ２０ 世纪初期墨西哥社会问

题的出现ꎬ 极大地刺激了墨西哥天主教会的复兴和天主教社会运动

的兴起ꎬ 后者体现了波菲里奥现代化危机形成过程中墨西哥天主教

会试图领导社会变革的决心和愿望ꎻ 另一方面ꎬ 这一时期现代性的

增长壮大了世俗的力量ꎬ 强化了墨西哥社会既有的反教权主义意识

形态ꎮ 上述两个方面的不协调对迪亚斯政府时期的宗教政策及相对

和谐的政教关系逐渐构成了潜在威胁ꎬ 并最终导致墨西哥天主教会

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复杂化和重构的实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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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重点基地重大课题 “独立以来拉美主要国家的社会转型研究” (编
号: １９ＪＪＤ７７０００７) 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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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西哥的教会问题由来已久ꎬ 它肇始于西班牙殖民时期形成的王权与教

权特殊共生关系模式ꎬ 后来教会制度作为旧制度的重要遗产被较为完整地保

留了下来ꎮ 自独立以来ꎬ 教会问题始终困扰着墨西哥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ꎬ
政教之间的冲突异常激烈ꎬ 并长期占据着政治舞台ꎮ 不过ꎬ 在 １９ 世纪最后 １ / ４
个世纪里ꎬ 墨西哥的教会问题似乎突然缓和了下来ꎬ 这种相对的平静使之成

为独立以来墨西哥持续激烈政教冲突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插曲ꎮ 墨西哥的自由

派几乎实现了长久以来追寻的政教分离理想ꎬ 而天主教会也似乎开始被纳入

到现代政治体制与世俗化社会之中ꎮ 不过ꎬ １９１０ 年革命爆发后ꎬ 墨西哥的政

教关系再度走向破裂ꎮ 如何认识和理解这段插曲ꎬ 成为一个相对重要且复杂

的问题ꎮ 从国外学术界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成果来看ꎬ 宗教问题在革命时期的

复现与复杂化并不能解释为一个断裂的历史现象ꎬ 而是需要更深入地考察 １９
世纪后半期墨西哥天主教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ꎬ 从而探究这种冲突形成

的内在历史连续性ꎬ 即发现修正派史学家和新文化史学派倡导的现代墨西哥

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隐秘连续性 (ｈｉｄｄ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ｉｅｓ)ꎮ①

目前ꎬ 国内学术界对波菲里奥迪亚斯 (Ｐｏｒｆｉｒｉｏ Ｄíａｚ) 时期的教会问题

尚无专门的论述ꎬ 一般是将其纳入对迪亚斯政府②时期各项政策的整体分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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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对墨西哥近代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探讨ꎬ 参见 Ｇｉｌｂｅｒｔ Ｍ Ｊｏｓｅｐｈ ａｎｄ Ｄａｎｉｅｌ Ｎｕｇｅｎｔ
( ｅｄｓ)ꎬ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Ｆｏｒｍｓ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ｌ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ｘｉｃｏꎬ Ｄｕｒｈａ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４ꎮ 关于波菲里奥时代墨西哥天主教会与国家关系探讨的主要路

径包括传统政教关系领域的探讨ꎬ 尤其是注重分析迪亚斯政府教会政策本身ꎬ 以及教阶领导层与迪亚

斯政权之间的关系ꎻ 作为墨西哥革命时期政教冲突形成的历史背景而展开ꎻ 集中研究天主教会的社会

和政治活动ꎬ 重点考察天主教社会运动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影响ꎮ 参见 Ｅｍｉｌｏ Ｐｏｒｔｅｓ Ｇｉｌ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ｅｒｇ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Ｅｓｓａｙꎬ Ｍéｘｉｃｏ Ｄ Ｆ :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１９３５ꎻ Ｋａｒｌ Ｍ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 “Ｔｈｅ Ｄíａｚ 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 Ｌｅｖｅｌｓ １８７６－１９１１”ꎬ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ｐａｎｉｃ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４０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６０ꎬ ｐｐ ５１３ －５３２ꎻ Ｋａｒｌ Ｍ Ｓｃｈｍｉｔｔꎬ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Ａｄｊｕｓｔ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Ｍｅｘｉｃｏꎬ １８６７－１９１１”ꎬ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４８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６２ꎬ ｐｐ １８２ －２０４ꎻ Ａｌｉｃｉａ Ｏｌｉｖｅｒａ Ｓｅｄａｎｏꎬ Ａｓｐｅｃｔｏｓ ｄｅ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 Ｒｅｌｉｇｉｏｓｏ ｄｅ １９２６ ａ １９２９: Ｓｕｓ
Ａｎｔ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ｓ ｙ Ｃｏｎｓｅｃｕｅｎｃｉａｓꎬ Ｍｅｘｉｃｏ: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Ａｎｔｒｏｐｏｌｏｇｉá 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ꎬ １９６６ꎻ Ｒｏｂｅｒｔ Ｄ Ｃｏｎｇｅｒꎬ
Ｐｏｒｆｉｒｉｏ Ｄíａｚ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 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ꎬ １８７６－１９１１ꎬ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Ａｌｂｕｑｕｅｒｑｕｅ: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ｘｉｃｏꎬ １９８５ꎻ Ｒａｎｄａｌｌ Ｓｃｏｔｔ Ｈａｎ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Ｄａｙ ｏｆ Ｉｄｅａｌｓ: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１８６７ －１９２９ꎬ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１９９４ꎻ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ｕｓｔｉｎ Ｎｅｓｖｉｇ
(ｅｄ)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ｅｘｉｃｏꎬ Ｌａｎｈａｍ: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Ｉｎｃ ꎬ ２００７ꎻ Ｅｄｗａｒｄ
Ｗｒｉｇｈｔ－Ｒｉｏｓꎬ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ａｘａｃａꎬ １８８７ －１９３４ꎬ Ｄｕｒｈａｍ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ꎻ Ｍａｒｔａ Ｅｕｇｅｎｉａ Ｇａｒｃíａ Ｕｇａｒｔｅꎬ “ Ｌａ Ｉｇｌｅｓｉａ ｙ ｌａ Ｆｏｒｍａｃｉóｎ ｄｅｌ
Ｐａｒｔｉｄｏ Ｃａｔóｌｉｃｏ Ｎａｃｉｏｎａｌ ｅｎ Ｍéｘｉｃｏ: Ｄｉｓｔｉｎｃｉóｎ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ｙ Ｐｒáｃｔｉｃａ ｅｎｔｒｅ Ｃａｔóｌｉｃｏ ｙ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ｄｏｒ １９０２ －
１９１４”ꎬ ｅｎ Ｌｕｓｉｔａｎｉａ Ｓａｃｒａꎬ Ｎｏ ３０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１５－５２

目前学术界以 “波菲里奥时代 / 时期” 表示 １８７６—１９１０ 年这一历史阶段ꎻ 如果涉及具体的政

府或政权ꎬ 则一般用 “迪亚斯政府 / 政权” 来表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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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ꎬ 或者是作为墨西哥历史上反教权主义运动的背景来展开ꎮ① 这些文章对

波菲里奥时代教会问题的诸多方面并没有展开较为具体的论述ꎬ 导致对这

一历史时期墨西哥现代性增长与天主教会变迁历史的认识有简单化的倾向ꎮ
研究这一时期墨西哥现代性急速增长与日渐陷入危机的情况下天主教会与

国家之间的关系ꎬ 不仅有助于认识和把握波菲里奥时期墨西哥政教关系本

身的一些基本特征ꎬ 也有助于分析和理解大革命之后墨西哥政教关系的历

史走向ꎮ
本文尝试在回顾迪亚斯政府宗教政策转向的基础之上ꎬ 分析这一时期墨

西哥天主教会的革新与成长ꎬ 以及墨西哥社会问题加剧背景下天主教社会运

动兴起与发展的历程ꎬ 重点考察现代性增长之下各种相关力量或意识形态与

和解政策背后的冲突ꎬ 以期较为完整地呈现这一时期墨西哥教会与国家关系

的历史演变ꎬ 归纳这一时期墨西哥教会问题的主要历史特征ꎬ 并揭示迪亚斯

政府宗教政策背后存在的一些潜在问题及其历史影响ꎮ

一　 迪亚斯政府宗教政策的转向

１９ 世纪后半期ꎬ 墨西哥政府的教会政策出现较大的转变ꎮ 重建的共和国

时期ꎬ 墨西哥政府的教会政策经历了先放松后收紧的过程ꎬ 迪亚斯政权则选

择与天主教会媾和ꎬ 以妥协求团结ꎮ
(一) 重建的共和国时期政府教会政策的反复

１８６７ 年ꎬ 以华雷斯 (Ｂｅｎｉｔｏ Ｊｕáｒｅｚ) 为代表的墨西哥自由派彻底击败了国

内的保守势力以及法国侵略者ꎬ 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了国家ꎬ 自由派的激进

反教权主义事业告一段落ꎮ 为缓和社会矛盾ꎬ 尽快恢复生产和重建社会秩序ꎬ
华雷斯政府不得不改变先前对天主教会的激进立场ꎬ 在社会改革问题上也开

始趋向保守ꎮ 在教会问题上ꎬ 华雷斯政府除了继续坚持推行社会世俗化、 教

会财产国有化等措施之外ꎬ 也开始尝试采取相对温和的态度与务实的策略ꎬ
将部分反教权主义的法律条款交由地方政府实施ꎬ 对神职人员的部分违法行

—８９—

① 参见金计初: «论波菲利奥迪亚斯»ꎬ 载 «世界历史»ꎬ １９８３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６３ － ７２ 页ꎻ 张家

唐: «论波菲里奥迪亚斯政权的兴亡»ꎬ 载 «湘潭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ꎬ １９９６ 第 ４ 期ꎬ
第 ５１ － ５３ 页、 第 ６４ 页ꎻ 顾蓓: «论反教权运动与墨西哥的现代化»ꎬ 载韩琦、 张鹏、 董国辉主编:
«拉丁美洲文化与现代化»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ꎬ 第 １５０ －１５９ 页ꎻ 韩琦、 李超: «墨西哥革

命中的反教权主义运动及其评价»ꎬ 载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ꎬ ２０１６ 年第３ 期ꎬ 第２３ －３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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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也不予追究ꎮ① 华雷斯的转变ꎬ 一方面是出于争取教会保守势力的需要ꎬ 另

一方面ꎬ 在他看来ꎬ 墨西哥的教会问题已经无足轻重ꎬ 它已经由先前的 “改
革战争”② 而得到较为 “满意的解决”ꎮ③

但是ꎬ 华雷斯的继任者莱尔多 (Ｓｅｂａｓｔｉáｎ Ｌｅｒｄｏ ｄｅ Ｔｅｊａｄａ) 并没有继承他

的这部分主张ꎬ 反而对天主教会采取了强硬的立场ꎮ 莱尔多政府严格实施各

项法律ꎬ 强烈反对教团活动ꎬ 驱逐修会的教士ꎬ 没收教会的财产ꎬ 并支持新

教的传播ꎮ 此外ꎬ 政府还将所有 “改革法”④ 编入 １８７３ 年新宪法之中ꎬ １８７４
年年底制定的 «机构改革法» 重申了对政教分离、 宗教宽容、 民事事务管辖

权、 教会财产、 教育、 教士服以及教堂以外宗教活动场所等问题的规定ꎮ⑤ 莱

尔多在宗教问题上的激进倾向造成严重的后果ꎬ 部分自由派担忧联邦政府权

力过大而忧心忡忡ꎬ 教会则不断抗议并试图寻求反对派的政治支持ꎬ 结果是

反对莱尔多政权的各方势力开始集结ꎮ 在这之中ꎬ 墨西哥天主教会选择支持

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的叛乱ꎮ⑥

(二) 迪亚斯政府教会和解政策的确立

莱尔多政府的强势中央集权损害了地方实力派的利益ꎬ １８７６ 年他的政

权被来自瓦哈卡 (Ｏａｘａｃａ) 的波菲里奥迪亚斯将军推翻ꎬ 从此开始了墨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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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 Ｊａｍｅｓ Ｋｎｏｗｌｔｏｎꎬ Ｔｈｅ Ｄｉｓａｍｏｒ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ｉｎ Ｍｅｘｉｃｏꎬ
１８５６－１９１０ꎬ Ｐｈ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Ｉｏｗａ: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ｏｗａꎬ １９６３ꎬ ｐｐ ５１６ － ５８８

改革战争 (１８５８—１９６１ 年) 指 １９ 世纪中期以华雷斯为代表的墨西哥自由派掌权后ꎬ 为解

构教会和军队等保守势力特权而引发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战争ꎮ １８５５ 年 １１ 月开始ꎬ 自由派政

府颁布了一系列旨在剥夺教会和军队特权的改革法令ꎬ 如关于诉讼程序的 «华雷斯法» «关于禁止

世俗和教会团体占有不动产的法令» (又称 “莱尔多法”)ꎬ «１８５７ 年宪法»ꎬ 旨在限制教区费的

«伊格莱西亚斯法» (Ｌｅｙ Ｉｇｌｅｓｉａｓ) 等ꎬ 上述法令引发了教会等保守势力的叛乱ꎬ 最终导致了三年改

革战争ꎮ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 Ｓｉｎｋｉｎꎬ Ｔｈｅ Ｍｅｘｉｃａｎ Ｒｅｆｏｒｍꎬ １８５５－１８７６: 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ꎬ Ａｕｓｔ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ｘａｓ ａｔ Ａｕｓｔｉｎꎬ １９７９ꎬ ｐ １４４
改革战争期间华雷斯自由派政府于 １８５９ 年颁布的一系列激进反教权主义的改革法案ꎬ 统称

“改革法”ꎮ “改革法” 规定: 政教之间彻底分离ꎬ 对教会的一切财产收归国有ꎬ 禁止公务人员出席宗

教活动ꎬ 查禁一切修道院并废除女修道院的见习制度ꎬ 教区费实行自愿缴纳ꎬ 婚礼世俗化ꎬ 实行出生、
婚姻、 死亡等民事事务登记制度ꎬ 离婚合法化ꎬ 禁止教士经营墓地ꎬ 等等ꎮ 参见 [英] 莱斯利贝瑟

尔主编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三卷)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ꎬ 第 ４６６ － ４６７ 页ꎮ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ｉｏ ｄｅ Ｇｏｂｅｒｎａｃｉóｎꎬ Ｅｌ Ｓｉｇｌｏ Ｄｉｅｚ ｙ Ｎｕｅｖｅꎬ １４ ｄｅ ｄｉｃｉｅｍｂｒｅ ｄｅ １８７４
部分学者认为教会对迪亚斯的叛乱给予了财政支援ꎬ 参见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Ｂｕｌｎｅｓꎬ Ｅｌ Ｖｅｒｄａｄｅｒｏ Ｄíａｚ ｙ

ｌａ Ｒｅｖｏｌｕｃｉóｎꎬ Ｍéｘｉｃｏ Ｄ Ｆ: Ｅｕｓｅｂｉｏ Ｇóｍｅｚ ｄｅ ｌａ Ｐｕｅｎｔｅꎬ Ｅｄｉｔｏｒꎬ １９２０ꎬ ｐｐ ９０－９１ꎻ Ｅｍｉｌｏ Ｐｏｒｔｅｓ Ｇｉｌ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ｅｒｇｙ: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Ｅｓｓａｙꎬ Ｍéｘｉｃｏ Ｄ Ｆ: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１９３５ꎬ ｐ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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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历史上著名的波菲里奥时代 (１８７６—１９１０ 年)ꎮ 这一时期ꎬ 墨西哥在

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较为长久的和平与稳定ꎬ 早期现代化正式启动ꎬ 并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ꎮ 伴随着墨西哥现代化进程的是世俗化向经济政治和社会

生活领域的持续扩展ꎬ 以及墨西哥天主教会适应性变革与复兴的出现ꎮ 一

个较为明显的悖论是: 墨西哥现代化的增长与天主教会的复兴同时出现ꎬ
而其结果是墨西哥的政教关系逐渐从相对和谐稳定走向了下一阶段的全面

对抗ꎮ
迪亚斯新政权成立之初便面临着如何处理教会问题的难题ꎮ 迪亚斯上

台之初ꎬ 便调整了包括教会政策在内的许多内政方针ꎮ 为寻求政治稳定ꎬ
迪亚斯继承了华雷斯后期对天主教会的态度ꎬ 对教会的态度大为缓和ꎮ 一

方面ꎬ 政府在法律上继续限制教会的活动ꎬ 在教会财产国有化、 社会生活

世俗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ꎬ 反教权主义条款成为悬挂在墨西哥天主教会头

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ꎻ 另一方面ꎬ 迪亚斯对天主教会开始采取 “和解政

策”ꎬ 在大部分时期中搁置或者忽视关于教会问题的部分法律条款ꎬ 对许多

神职人员的违法活动也不加限制ꎬ 以此来调和自由派和教会势力之间的矛

盾ꎬ 扩大其 政 权 合 法 性 的 基 础ꎮ １８８１ 年ꎬ 迪 亚 斯 与 天 主 教 徒 罗 梅 罗

(Ｃａｒｍｅｎ Ｒｏｍｅｒｏ Ｒｕｂｉｏ) 完婚ꎬ 随后ꎬ 在其妻子宗教顾问的安排下ꎬ 迪亚斯与

天主教会领导层达成秘密交换协议: 教职的任免须先经过迪亚斯同意ꎬ 条件

是默许不再实施之前反教权主义的法律条款ꎮ① 这表明迪亚斯政府获得了教

职人员的推荐权ꎬ 实际上确立了迪亚斯政权与墨西哥天主教会的非正式和

解ꎬ 以及墨西哥天主教会接受并拥护迪亚斯世俗政权的安排ꎮ 法律上的限

制与具体政策实施上的和解对墨西哥天主教会产生了双重影响ꎬ 教会领导

层接受了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和解方案ꎬ 不再激进地抗拒世俗政权ꎬ 教士开

始不断释放善意ꎬ 普通的信徒也获得了喘息的机会ꎮ 三年之后ꎬ 普埃布拉

(Ｐｕｅｂｌａ) 主教甚至开始呼吁辖区内的信徒庆祝墨西哥独立日ꎬ 充分表现了

教会对和解政策的认可ꎮ②

除了上述和解政策之外ꎬ 对这一时期教会与国家关系起到决定性影响的

—００１—

①

②

[美] 亨利派克斯著ꎬ 瞿菊农译: «墨西哥史»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ꎬ １９５７
年ꎬ 第 ２３６ － ２３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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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因素便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ꎮ 迪亚斯政府①在 “科学家派”② 的主导

之下ꎬ 鼓吹 “秩序与进步”ꎬ 其施行的治国策略主要包括: 照顾外国资本尤其

是维护美国资本的利益ꎬ 以推动经济的发展ꎻ 加强墨欧联系ꎬ 以平衡美国的

影响ꎻ 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社会和政治稳定ꎬ 为国家现代化进程创造必要的条

件ꎮ③ 迪亚斯的上述每条治国方略都对墨西哥政教关系的演进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 伴随美国资本而来的是新教势力在墨西哥的扩展ꎬ 天主教会的反美意识

逐渐增强ꎬ 教派问题日益复杂化ꎻ 伴随欧洲势力的进入ꎬ 实证主义等反教权

主义思想开始向整个中产阶级扩散ꎬ 反教权主义意识形态日渐激进化ꎻ 伴随

现代性增长而来的则是墨西哥世俗化的不断推进ꎬ 天主教会在整个社会尤其

是城市中开始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ꎮ 上述因素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这一时期

教会与国家关系复杂化ꎬ 并加剧了政教冲突的可能性ꎮ
与 １９ 世纪中期墨西哥自由派推行的激进反教权主义政策引发的冲突和战

争相比ꎬ 这一时期的宗教和解政策具有实用主义的倾向ꎬ 这种政策的实施取

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ꎮ 在一种和解与宽容的氛围下ꎬ 墨西哥天主教会不再激

烈地对抗世俗政权ꎬ 而是主动选择转向推动自身的革新ꎬ 参与教派竞争ꎮ 在

这种背景下ꎬ 墨西哥天主教会内部的温和势力开始崛起ꎻ 迪亚斯政权则获得

了来自天主教会领导层的政治支持ꎬ 从而提升了其政权在民众中的威望ꎬ 有

效地维护了政治统一和国内稳定ꎬ 为墨西哥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创造了

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ꎮ 墨西哥天主教会似乎与波菲里奥时代特殊的政治体制

形成了一种比较和谐融洽的关系ꎬ 政教关系也从前期的异常脆弱和敏感走向

相对稳定和正常化ꎮ 然而ꎬ 这一切都建立在迪亚斯能够持续有效地维系威权

统治的基础之上ꎮ 随着迪亚斯政权中后期现代化危机的出现和加剧、 天主教

会的强势复兴以及天主教社会运动的蓬勃发展ꎬ 对这种威权统治基础的维系

变得愈发艰难ꎮ

—１０１—

①

②

③

包括曼努埃尔冈萨雷斯过渡政府ꎮ １８８０ 年ꎬ 迪亚斯第一届总统任期结束之后ꎬ 将总统位置

交予冈萨雷斯ꎮ １８８４ 年ꎬ 冈萨雷斯任期满后ꎬ 迪亚斯再次出任总统ꎬ 后多次连任ꎮ 大革命爆发后ꎬ 迪

亚斯于 １９１１ 年 ５ 月被迫辞职ꎮ
“科学家派” 为波菲里奥时代形成的统治集团ꎬ 该集团主要由内阁官员和知识分子组成ꎬ 奉

行实证主义的施政纲领ꎮ
[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

五卷)ꎬ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ꎬ 第 ２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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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和解政策下墨西哥天主教会的革新与复兴

１９ 世纪中期的改革战争、 墨美战争以及反法战争等引发的混乱与冲突ꎬ
严重冲击了墨西哥天主教会的特权和实力ꎮ 不过ꎬ 这种局面很快得到改观ꎮ
墨西哥天主教会领导层在和解政策的刺激之下ꎬ 开始将主要精力转向教会内

部和精神事务ꎬ 在此基础之上ꎬ 天主教会势力开始复兴ꎬ 它首先开始于宗教、
经济和社会领域ꎬ 最后逐渐扩展到政治事务领域ꎮ

(一) 墨西哥天主教会革新与复兴的具体表现

墨西哥天主教会的复兴表现在多个领域ꎮ 这种复兴首先表现在天主教会

的内部革新和成长之上ꎬ 主要包括神职人员的培训、 教堂的修缮与新建、 教

团和修会活动的增多、 教区制度的完善等ꎮ 这一时期ꎬ 墨西哥教士数量有了

较大的增长ꎬ 教士素质出现明显的提升ꎬ 教士的宗教感情和对世俗社会的敌

意不断强化ꎬ 神职人员与民众的联系尤其是与乡民的联系更加紧密ꎮ 为解决

教士培养问题ꎬ 教会新建了众多的神学院ꎬ 改善了培训的课程ꎮ 另外ꎬ 为解

决神职人员相对不足的问题ꎬ 天主教会还大量引进国外尤其是西班牙、 比利

时、 法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教士ꎮ 教士数量由 １８９５ 年的 ３５７６ 名增长到

１９１０ 年的 ４５３３ 名ꎮ 随着政府归还部分教会财产和新教堂的修建ꎬ 教堂数量有

了显著的增长ꎬ 由 １８７８ 年的 ４８９３ 座增加到 １９１０ 年的 １２４１３ 座ꎬ 增幅达

１５３％ ꎮ① 修道院、 修女院、 修会重新开放ꎬ 教团活动复兴ꎬ 尤其是耶稣会的

复兴最为明显ꎮ 此外ꎬ 在教宗和罗马教廷的指导之下ꎬ 墨西哥天主教会还调

整了国内各地的教区结构ꎬ 恢复和完善了受战争冲击的教会体制ꎬ 并频繁召

开教区会议ꎮ②

在天主教会与社会关系方面ꎬ 教会重建了慈善机构ꎬ 其经营的医院、 孤

儿院、 收容所及其他慈善机构大有起色ꎮ 教会的教育事业不断壮大ꎬ 并且通

过教团和修会保持了其在教育领域中的地位ꎮ 教会同时还掌控了部分舆论媒

介ꎬ 尤其是新闻出版行业ꎮ 当时天主教会支持创办的综合性和地方性报刊如

«墨西哥之音» (１８７０—１９０９ 年)、 «时代报» (１８８３—１９０２ 年)、 «国家报»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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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莱斯利贝瑟尔主编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组译: «剑桥拉丁美洲史»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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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９—１９１４ 年) 等刊物异常活跃ꎬ 读者群体庞大ꎮ 这些报刊矛头经常指向

政府的社会政策或教会认定 “不合理” 的法律法规ꎮ① 在与教民的关系上ꎬ
尤其注重吸纳农民和女性群体ꎮ 由于政府土地政策的不合理性ꎬ 大部分农村

地区普遍处于乡村凋敝、 乡民困苦的状态ꎮ 许多教士选择扎根农村传播福音ꎬ
巩固和加强教会在乡村地区的领导地位ꎮ 天主教士还特别注重对女性的传教

活动和教育ꎬ 并希望借此影响他们的家庭和子女ꎮ② 这一时期ꎬ 墨西哥女性与

教会的联系日趋紧密ꎮ 另外ꎬ 墨西哥的修女院尤为兴盛ꎬ 在吸引了大批本国

女性的同时还收留了不少外来人员ꎬ 当时甚至成了欧洲流亡神职人员的避难

所和天堂ꎮ③

在教会财产方面ꎬ 迪亚斯政府对于教会获得财产不再严加禁止ꎬ 包括对

铁路、 矿山、 电报系统、 制造业的财产所有权ꎮ④ 教会还通过教士之间的土地

赠予、 教士或信徒上交土地产品、 将土地赠予教会指定之人、 委托经营等途

径占据土地ꎬ 但其呈现形式却是私有形式ꎬ 从而规避法律ꎮ⑤ 据统计ꎬ 这一时

期ꎬ 墨西哥天主教会通过各种途径累积的财富总值高达 ８ 亿比索ꎬ 仅普埃布

拉一地ꎬ 教士就拥有 ２００ 处不动产ꎮ⑥ 这样ꎬ 在财产权问题上ꎬ 墨西哥天主教

会绕开了法律的限制ꎬ 它不但恢复了部分被剥夺的财产ꎬ 而且不断扩展其

势力ꎮ
此外ꎬ 一些违背法律规定的宗教户外活动也不再受到严格的限制ꎮ 部分

教士开始身着教士服公开活动ꎬ 组织教徒游行和参加庆典活动ꎬ 教堂钟声不

受严格管制ꎬ 人们也可以举行宗教婚礼ꎮ⑦ 教会高层与政府保持了良好的个人

关系ꎬ 如瓦哈卡大主教吉洛—萨瓦拉 (Ｅｕｌｏｇｉｏ Ｇｉｌｌｏｗ ｙ Ｚａｖａｌａ) 成为迪亚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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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友和重要的智囊团成员ꎬ 甚至作为政府代表出席 １８８４ 年新奥尔良国际博览

会ꎮ① 为了加强天主教会领导层与迪亚斯政权的联系ꎬ 墨西哥大主教德拉巴斯

蒂达—达瓦洛斯 (Ｐｅｌａｇｉｏ Ａｎｔｏｎｉｏ ｄｅ Ｌａｂａｓｔｉｄａ ｙ Ｄáｖａｌｏｓ) 流亡归来后ꎬ 还在吉

洛—萨瓦拉的引荐之下担任迪亚斯一家的告解神父ꎮ② 在部分宗教活动或者准

宗教活动 (宗教会议、 宗教庆典、 主教葬礼等) 中也不乏政治家的身影ꎮ 上

述部分公开的宗教活动实际上打破了法律对教会问题的相关规定ꎮ
(二) 墨西哥天主教会革新与复兴的后果及影响

在迪亚斯政府的相对宽容与天主教会内部革新势力的努力之下ꎬ 墨西哥

天主教会在经历了自由派反教权主义运动的严重打击之后ꎬ 实现了自身的成

长和更新ꎬ 并且以一种隐蔽或公开的方式恢复了它的部分世俗权利ꎬ 重建了

部分财产ꎬ 恢复甚至提升了教会在民众和社会中的威望和影响力ꎮ 与其在政

治领域中受到一定的压制相比ꎬ 教会在其他领域取得了巨大的进展ꎬ 甚至是

呈现出 “再征服” 的现象ꎮ 虽然有些不合时宜ꎬ 墨西哥天主教会的复兴表现

出坚实的群众基础和对世俗社会的强大适应能力ꎮ 这样一来ꎬ １９ 世纪中期自

由派反教权斗争取得的部分胜利果实被天主教会经济社会势力的复兴所取代ꎬ
再加上墨西哥天主教会长期干预国内政治和社会事务的历史传统ꎬ 一个显著

的后果是: 墨西哥天主教会随着自身实力的快速恢复和增长ꎬ 其试图突破法

律限制的欲望以及参与社会和政治事务的兴趣也日益增强ꎮ
但是ꎬ 波菲里奥时代墨西哥天主教会复兴是一种相对有限的复兴ꎬ 它并

未能达到与世俗政权分庭抗礼的高度ꎬ 也不能确保教会顺利地参与或领导社

会改革事务ꎮ 这种有限的复兴使其在牢牢掌控农民阶层和女性群体的同时ꎬ
也加速失去城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支持ꎮ 墨西哥的男性尤其是男性精英

的天主教信仰并未能变得十分牢靠ꎬ 相反他们的反天主教思想在新思潮的影

响之下ꎬ 显得异常强烈ꎮ 从影响力的区域分布来看ꎬ 天主教会牢牢掌控了墨

西哥中西部广袤地区ꎬ 但北部由于美国资本和新教文化的扩张ꎬ 南部由于土

著人口信仰复杂等缘故ꎬ 天主教在这两地的影响力相对较弱ꎬ 例如在尤卡坦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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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来都没有像样的宗教服务ꎮ① 这种局面的形成与土著人口的地理分

布、 天主教会领导层的策略选择以及现代性的增长等因素关系较为密切ꎮ 农

民、 城市中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教会的不同态度影响到即将开展的反教权主

义运动ꎮ 总体来看ꎬ 在迪亚斯统治下ꎬ 教会权势和地位较之改革战争之前一

落千丈ꎬ 而且基本没有直接和有组织地干预国家政治事务ꎬ 而是成了 “专制

政治的工具”ꎮ②

不过ꎬ 这并未能妨碍墨西哥天主教会对改革战争之前美好过去的怀念以

及对世俗权力的觊觎ꎮ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局势越来越向着有利于教会的方向

发展ꎬ 教会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关注开始明显增多ꎮ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教会通过

关注社会事务顺利进入国家政治生活之中ꎮ 尤其是墨西哥革命爆发前后ꎬ 这

一趋势不断加强ꎬ 天主教会中的活跃人士更加积极活跃地参与政治活动ꎮ

三　 现代化危机的形成与墨西哥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兴起

墨西哥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兴起与发展建立在迪亚斯政府和解政策及天主

教会自身革新与复兴的基础之上ꎬ 在很大程度上受罗马教廷的指导和欧美各

国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启发ꎬ 并随着墨西哥现代化危机的出现和加剧而不断发

展和壮大ꎮ 这一运动的最终结果是墨西哥天主教会突破了法律上规定的政教

分离等基本原则ꎬ 最终瓦解了和解政策与相对和谐的政教关系ꎮ
(一) 教宗利奥十三世 «新事物» 通谕

工业革命的兴起与自由主义时代到来对天主教会的冲击可谓前所未有ꎮ
１９ 世纪中后期ꎬ 随着西方工业化的展开和城市化的推进ꎬ 一方面ꎬ 天主教会

面临着在世俗化进程中被边缘化的困境ꎬ 各种进步思潮对天主教价值体系形

成了巨大的冲击ꎻ 另一方面ꎬ 自由放任的政策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日益

凸显ꎬ 社会问题逐渐增多ꎬ 阶级对立开始加剧ꎮ 欧美各国越来越多的信徒开

始行动起来ꎬ 开启了声势浩大的基督教社会运动以改善劳工群体的工作和生

活环境ꎮ 他们基本上遵循四条行动路线: 用基督教原则挑战自由放任主义哲

学ꎬ 建立基督教社会机构以缓解穷人和弱势群体的痛苦ꎬ 支持组建工会ꎬ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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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国家出台旨在改善工作条件的法律ꎮ① 在英国、 美国、 德国以及部分南欧国

家ꎬ 信徒的这种尝试和努力尤为显著ꎮ
面对近代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思潮与新问题ꎬ 天主教会知识分子和罗马

教廷一方面极力捍卫基督教原理及其价值体系ꎬ 尤其是注重对新近流行的自

由主义、 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 个人主义等与天主教价值体系相背离的 “谬
误” 进行理论上的批驳ꎻ 另一方面ꎬ 强调教会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应该发挥

积极和更大的作用ꎬ 呼吁改良ꎬ 倡导合作ꎮ １８６４ 年ꎬ 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和社

会改革家威廉伊曼纽尔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ｖｏｎ Ｋｅｔｔｅｌｅｒ) 出版了 «劳工问

题与基督教» 一书ꎬ 他在该书中倡导用基督教原理解决社会危机ꎬ 这部著作

对教宗劳工思想的形成影响重大ꎮ
为应对危机和适应现代社会变化的需求ꎬ 历任教宗在不同的通谕中对上

述新思潮和新问题均有所回应ꎬ 但侧重点不尽相同ꎬ 其中较为重要的有教宗

庇护九世 １８６４ 年的 «谬说要录» (Ｓｙｌｌａｂｕｓ Ｅｒｒｏｒｕｍ)、 教宗利奥十三世 １８７８
年的 «宗座职务» (Ｑｕｏｄ Ａｐｏｓｔｏｌｉｃｉ Ｍｕｎｅｒｉｓ) 以及 １８９１ 年的 «新事物» 通谕

(Ｒｅｒｕｍ Ｎｏｖａｒｕｍ)② 等ꎬ 尤以 «新事物» 通谕的影响最为深远ꎮ 在 «新事物»
通谕中ꎬ 教宗利奥十三世在极力批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同时ꎬ 倡导阶级

合作ꎬ 呼吁各地教会关注劳工问题ꎬ 建立天主教劳工组织ꎬ 以改善工人群体

的生活和劳动条件ꎮ １９０１ 年ꎬ 教宗在关注基督教民主的通谕 ( Ｇｒａｖｅｓ ｄ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Ｒｅ) 中进一步强调教会在民众社会中的作用ꎮ③ 罗马教廷希望世界

各地天主教会能够积极行动起来ꎬ 以缓和自由主义时代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ꎬ
防范社会冲突的爆发ꎮ

威廉伊曼纽尔的思想和教宗的呼吁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普遍响应ꎬ 在

墨西哥尤其受到教会活跃人士的欢迎ꎮ １８９５ 年 ３ 月 ７ 日ꎬ 墨西哥记者桑切

斯桑托斯 (Ｔｒｉｎｉｄａｄ Ｓáｎｃｈｅｚ Ｓａｎｔｏｓ) 公开颂赞教宗的主张: “在一个动荡不

安、 多灾多难、 缺乏活力和改革精神的年代ꎬ «新事物» 通谕引领着摩西教徒

在沙漠中的朝圣之路ꎬ 是拯救人类的唯一希望ꎮ” 自此之后ꎬ 教宗的主张在墨

西哥开始得到广泛响应ꎮ 同年ꎬ 瓜达拉哈拉的一部宗教档案汇编中还收录了

一封教宗写给西班牙塔拉戈纳大主教的一封信ꎬ 呼吁立即召开宗教会议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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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宗教和社会问题ꎮ① 教宗的呼吁加上大批海外深造回国神职人员的亲历观

感ꎬ 使得 «新事物» 通谕的思想在墨西哥教士群体中广泛流传开来ꎬ 其中的

部分主张和观点对墨西哥的天主教社会运动形成了较强的指导意义ꎮ
(二) 墨西哥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兴起及后果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ꎬ 墨西哥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严峻的危机ꎬ 迪亚斯政

府采取的发展战略尽管取得了物质上的繁荣与进步ꎬ 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ꎬ
其负面效应日渐凸显ꎬ 最终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ꎬ 尤其是农村失地农民和

城市劳工的处境日趋艰难ꎮ 迪亚斯政府推行的现代化措施并未能改变大多数

债役农和工人的悲惨处境ꎬ 相反ꎬ 土地的集中与资本的贪婪无序酿成的恶果

进一步加深了劳工群体的苦难ꎮ 对于所谓的繁荣与进步ꎬ 墨西哥教会人士多

持批判的态度ꎬ 尤其是教会内部的不妥协派和激进人士ꎮ 面对国内日趋尖锐

的社会矛盾ꎬ 部分活跃信徒从教宗的呼吁以及德法等国天主教社会运动实践

中汲取灵感ꎬ 他们一方面关注民间疾苦和社会问题ꎬ 批评迪亚斯政府的各项

社会政策ꎻ 另一方面ꎬ 着力组织宗教会议ꎬ 广泛动员信徒和民众ꎬ 并着手领

导社会改革ꎮ 他们广开舆论ꎬ 频繁造势ꎬ 在广泛宣传和使用威廉伊曼纽尔

和教宗利奥十三世 «新事物» 通谕思想的同时ꎬ 极力批评政府的自由放任经

济政策ꎬ 尤其是其导致的恶果———大庄园制的扩大和低工资制的盛行ꎮ 在部

分信徒看来ꎬ 迪亚斯和 “科学家派” 的经济政策导致市场和国内经济的极端

恶化ꎬ 社会弊病丛生ꎬ 以至于到了 “如地狱般令人毛骨悚然的境地ꎬ 它是贫

穷、 不平等、 劳资冲突、 激进主义和家庭破裂等社会问题的根源ꎬ 是一个亟

待被清除的怪兽和恶魔”ꎮ② 这种政策危害国家主权ꎬ 导致 “墨西哥的基础设

施被外国资本所控制ꎬ 铁路、 工业和贸易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ꎮ③ 在严重的

社会危机中ꎬ 债役农的处境更是可怜ꎬ 大庄园里债役农的待遇 “甚至都比不

上庄园里的牲口”ꎮ④ 教会的这些指责是有依据的ꎬ ２０ 世纪初墨西哥普通民众的

经济状况极端恶化ꎬ 农村失地人口骤增ꎬ 产业工人工资与物价水平极不协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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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天主教会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无处不在ꎬ 为了统一思想和整合各地

的行动ꎬ 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ꎬ 尤其是劳工问题ꎬ 召集宗教会议便提上了日

程ꎮ 从 １９０３ 年开始ꎬ 天主教会分别在普埃布拉 (１９０３ 年)、 莫雷利亚 (１９０４
年)、 瓜达拉哈拉 (１９０８ 年) 以及瓦哈卡 (１９０９ 年) 召开了四次宗教大会ꎬ
这些会议的内容包括: 谴责各类与天主教价值体系相背离的 “谬误”ꎬ 探讨这

一时期墨西哥社会问题形成的根源与解决方案ꎬ 寻求发挥教会作用的具体方

式ꎬ 形成处理劳工问题的具体方案ꎬ 讨论改善教会教育的具体措施ꎬ 关注印

第安人、 女性、 儿童教育和童工问题等ꎮ 会议号召成立工人组织、 同业公会、
建立信贷合作社ꎻ 关注工人阶级及其子女教育问题ꎬ 提倡设立农业、 艺术与

贸易学校及技术学校ꎻ 呼吁雇主善待工人ꎬ 保证休息日ꎬ 付给工资而不是物

品券ꎬ 反对合同欺诈ꎻ 关注印第安人问题ꎻ 呼吁改善公共卫生ꎬ 反对酗酒、
非法同居等问题ꎮ １９０４—１９０６ 年ꎬ 为解决农业问题ꎬ 墨西哥天主教会又连续

召开了三次全国农业大会ꎬ 关注农业生产、 农民的道德和物质状况以及农业

劳工等问题ꎮ①

这些所谓的宗教会议虽然大部分针对的是具体问题ꎬ 但其隐含的政治色

彩相当浓厚ꎮ 在上述会议中ꎬ 天主教会中的活跃人士通过对劳工和土地等具

体社会问题的关注ꎬ 以改善工作条件和劳工待遇为由ꎬ 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社

会改革纲领ꎮ 这一社会改革纲领虽然缺乏理论性和系统性ꎬ 但却内容丰富、
包罗万象ꎬ 仿佛成为治愈 ２０ 世纪初期墨西哥社会问题的一剂良药ꎮ 它形成于

墨西哥革命爆发之前ꎬ 既不认可自由派或迪亚斯政权的部分社会政策ꎬ 也不

赞同激进派的主张ꎻ 既要解决迪亚斯政权后期的社会问题ꎬ 又要防患革命和

阶级冲突的来临ꎮ 这样看来ꎬ 天主教会版本的社会改革计划充满了调和与理

想化的色彩ꎬ 反映了波菲里奥时代天主教会势力的复兴ꎬ 以及现代化危机形

成过程中天主教会试图领导社会变革的决心和愿望ꎮ 虽然这一时期墨西哥天

主教社会运动倡导的社会变革计划并不针对迪亚斯政权本身ꎬ 在策略上也采

取小心谨慎的态度ꎬ 并不涉及夺取政权的问题ꎬ 但这种关注还是引起了 “科
学家派” 和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警觉ꎮ

１９１０ 年墨西哥革命爆发前后的混乱局面和权力真空为上述愿望的实现创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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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了条件ꎮ 天主教会中的活跃人士一方面加强了对工人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工

作ꎬ 另一方面则抓住契机成立政党ꎬ 进一步向政治领域渗透ꎮ 其中较为重要

的组织包括 １９１１ 年成立的天主教工人联合会 (ＣＣＣＯ) 以及国家天主教党

(ＰＣＮ)ꎮ 天主教工人联合会以组织和协调已有的各地天主教工人团体为己任ꎬ
势力迅速发展壮大ꎬ 在 １９１３ 年于萨莫拉 (Ｚａｍｏｒａ) 举办第二届会议时已联合

了 ５０ 个地方支部的 １５５３９ 名会员ꎮ① 在这次大会上ꎬ 门德斯  梅迪那

(Ａｌｆｒｅｄｏ Ｍéｎｄｅｚ Ｍｅｄｉｎａ) 神父热情洋溢地发表了题为 “墨西哥社会问题” 的

演讲ꎬ 决定组织独立的天主教工人运动ꎬ 并形成了改善劳工状况的具体纲

领ꎮ② 国家天主教党则以 “上帝、 国家和自由” 为口号ꎬ 以全面实现天主教

社会运动的基本纲领为目标ꎬ 顺利成为革命初期墨西哥天主教会的核心政治

组织ꎮ③ 墨西哥天主教社会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兴盛起来ꎮ
波菲里奥时代后期和革命初期ꎬ 墨西哥天主教会的政治和社会活动显著

增多并不断加强ꎬ 这种趋势彻底打破了法律所确立的政教分离原则ꎬ 也实际

上瓦解了迪亚斯政府既定的宗教政策ꎮ 墨西哥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兴起对教会

的发展以及政教关系的演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ꎮ 从其价值取向上分析ꎬ 这场

运动存在着内在矛盾性ꎬ 它一方面要求以基督教价值理念推动社会变革ꎬ 另

一方面又激烈地抗拒着世俗政权ꎬ 意图借由天主教社会运动重建墨西哥社会ꎬ
防止世俗化进程中宗教被边缘化ꎮ 这种对世俗社会欲迎还拒的态度使得墨西

哥天主教社会运动既具有大众性ꎬ 又具有反现代性ꎮ④

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兴起ꎬ 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由派和迪亚斯政府推行

的现代化方案在解决社会问题上的相对无力ꎬ 教会则主动担负起世俗的责任ꎮ
这场运动的兴起表明革命到来前夕的墨西哥天主教会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因循

守旧、 顽固维护自己特权的组织ꎬ 而是成为一个新兴的、 富有斗志的、 在民

众中颇具威望和号召力的改革派教会ꎮ 改良后的墨西哥天主教会在复兴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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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积极参与社会事务ꎬ 在劳工、 土地改革和教育等社会问题上形成了自己

的学说ꎬ 并且在政府行动之前建立了自己的工会、 农会和教育组织ꎬ 使得天

主教会可能成为推动墨西哥社会变革运动的一支重要竞争力量ꎮ 然而ꎬ 天主

教会的社会改革计划同自由派或革命精英试图推行的社会改革方案似乎并不

兼容ꎮ 在基督教原理指导之下的社会变革计划的原则、 策略、 行动路线与革

命者的国家重建计划极为不同ꎬ 天主教社会运动的这种理念和实践使其成为

１９１０ 年革命和国家重建的一个替代性选择ꎬ 天主教会则成为革命政权潜在的

竞争对手和敌人ꎬ 甚至是唯一的竞争力量ꎮ① 而且ꎬ 政教双方之间的这种竞争

具有排他性ꎮ 美国学者奎克 (Ｒｏｂｅｒｔ Ｅ Ｑｕｉｒｋ) 在分析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后期

墨西哥政教之间发生激烈冲突的原因时鲜明地指出ꎬ １９２６ 年政教冲突的发生

不是因为教会干政ꎬ 也不是像一些天主教人士所想象的 “革命者是布尔什维

克分子”ꎬ 而是由于政教双方都想控制墨西哥民众ꎬ 并且都不肯分享这种控制

权ꎮ② 换言之ꎬ 这一时期的天主教社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政教关系

的历史走向ꎮ

四　 现代性增长下反教权主义意识和活动的加剧

迪亚斯统治时期ꎬ 墨西哥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ꎬ 物质文明的

进步带动了部分阶层民众观念的更新与社会世俗化的进一步深化ꎬ 现代性文

化逐步形成ꎮ 现代性的增长通常意味着宗教的衰落ꎮ③ 尽管这一时期墨西哥天

主教会在一个相对友善的政治环境中实现了自我更新ꎬ 但在失去官方宗教的

地位之后ꎬ 世俗化的扩展不可避免地冲击了教会以及固有的政教关系ꎮ 从意

识形态来看ꎬ 波菲里奥时期墨西哥社会的反教权主义思想并没有因为和解政

策的实施而削弱ꎬ 相反却不断得到强化ꎬ 传统自由主义的复兴、 新教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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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衰落ꎬ 后世俗化理论对上述观点进行了部分修正ꎮ 关于宗教社会学理论的演变可参阅 [美] 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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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实证主义的盛行ꎬ 导致社会观念领域的新思潮与天主教在观念和价值层

面上的冲突日渐加剧ꎮ 不过ꎬ 迪亚斯的政治专制主义以及对各种宗教势力的

和解政策使得这一时期墨西哥教会问题变得隐秘起来ꎮ
(一) 传统自由主义的坚守与复兴

墨西哥传统自由主义与天主教教权及价值体系是根本对立的ꎮ 在墨西哥

自由主义者看来ꎬ 天主教教权和价值体系始终是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和世俗社

会的巨大障碍ꎬ 国家应该在清除这种障碍中发挥关键作用ꎮ① 从迪亚斯统治时

期墨西哥传统自由主义的流变来看ꎬ 尽管这一时期墨西哥的自由主义呈现出

保守和实用主义的特征ꎬ 但在基本理念上并没有抛弃反教权和建立世俗现代

国家的立场ꎬ 而且这种立场随着现代化危机的形成以及和解政策下天主教会

公开社会活动的增加而不断强化ꎮ
墨西哥的自由派虽然在政治上接受了迪亚斯的独裁ꎬ 但他们并不完全认

可迪亚斯对教会的和解政策ꎮ 其中的大部分人依旧坚持反教权主义的基本立

场ꎬ 时常批评教会和教士公开违反有关反教权主义法律条款的活动和越来越

受罗马教廷的影响ꎬ 强烈谴责教权的复兴ꎮ 在联邦政府ꎬ 被自由派和 “科学

家派” 控制的议会和政府各部门继承了华雷斯反教权主义的历史遗产ꎬ 坚持

法理上的反教权主义不退让ꎬ 继续制定和推行关于教会财产国有化、 公民民

事生活世俗化、 教育世俗化的各项反教权政策和法律ꎮ 天主教会本来寄希望

于籍支持迪亚斯政变ꎬ 彻底取消或修订华雷斯和莱尔多当政时期制定的反教

权主义法律ꎬ 但这种尝试并未取得成功ꎬ 他们将其归咎于政府内部自由派官

员的阻挠ꎮ② 来自教会的责难不无道理: 迪亚斯政府内阁成员、 老自由派人士

拉米雷斯 (Ｉｇｎａｃｉｏ Ｒａｍíｒｅｚ) 继续公开抨击天主教会和教权③ꎻ 在地方上ꎬ 激

进人士挑战了迪亚斯政府对部分神职人员公开违反法律规定的宽容态度ꎬ 如

在杜兰戈、 科阿韦拉、 瓜纳华托、 圣路易斯波托西、 萨卡特卡斯等地ꎬ 违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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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规定的一些户外宗教活动参与者遭到地方政府的严肃处理ꎮ① 天主教会领

导层一方面接受并忽视这些法律和冲突ꎬ 专注于宗教和教育事务ꎻ 另一方面

对上述损害教权的行为提出了持续的抗议ꎮ 上述抗议和冲突的存在反映了迪

亚斯的宗教政策在地方上的部分失效ꎬ 也表明和解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面临来

自统治集团内部的诸多阻力ꎬ 这种阻力的强大与自由主义的影响密不可分ꎮ
但由于传统自由主义者并不是迪亚斯政权的核心政治力量ꎬ 这种抗议在早期

并没有对和解政策构成实质性的威胁ꎮ
不过ꎬ 迪亚斯统治后期墨西哥传统自由主义运动复兴之后ꎬ 这种威胁逐

渐加大ꎮ １９００ 年之后ꎬ 受教会活动的刺激以及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传播的

影响ꎬ 自由主义呈现出反教权主义激进化的倾向ꎬ 由激进自由派组成的墨西

哥自由党 (ＰＬＭ) 重新发起了以反教权主义为纲领的政治活动ꎮ② １９０６ 年ꎬ
重组后的自由党在其公布的纲领中激烈地抨击当时墨西哥天主教会的政治和

社会活动ꎬ 将其斥为 “冥顽不化的叛徒、 罗马教廷的附庸、 自由国家不可调

和的敌人”ꎬ 并明确提出了限制教会活动的具体主张ꎮ③ 传统自由主义的复兴

以及自由党活动的激进化ꎬ 一方面威胁并削弱了和解政策的倡导者及决策者

的权威和能力ꎬ 另一方面重构了两大和解对象———传统自由主义和教会保守

势力之间的关系ꎬ 最后使得迪亚斯政府的教会政策失去了原有的意义ꎬ 自由

党人和天主教社会运动拥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扩大化ꎮ
(二) 新教的扩展与教派问题

新教的传播和新教思想的扩展同样强化了这一时期民间的反教权主义意

识ꎬ 威胁到墨西哥天主教会ꎬ 冲击了迪亚斯政府的教会政策ꎮ 新教在墨西哥

的传播与自由派政府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密切相关ꎬ 新教徒一开始就与自由

主义者之间形成了天然的政治联盟ꎬ 而墨西哥民间社会则弥漫着一种反新教

的情绪ꎮ 这一时期ꎬ 得益于墨西哥宗教宽容政策的确立、 墨美关系改善以及

铁路建设的加快ꎬ 新教在墨西哥传播较快ꎬ 并实现了制度化的存在ꎮ 尽管新

教徒在墨西哥人口中并不占多数ꎬ 但其对激进思想的形成和传播贡献较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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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宗教信仰和实践的差异外ꎬ 新教传播在意识形态和教育两个层面威胁到

墨西哥天主教会: 墨西哥的新教教徒在思想上倾向于自由主义ꎬ 致力于培育

一种自由和平等的文化ꎬ 反对天主教和宗教狂热ꎻ 在实践上ꎬ 则同实证主义

者一道对教会教育形成冲击ꎮ 这一时期ꎬ 新教徒掌控了政府教育系统中的许

多重要职位ꎬ 并且受到迪亚斯和 “科学家派” 的青睐ꎮ 迪亚斯甚至亲自主持

了墨西哥城基督教青年联合会 (ＹＭＣＡ) 大楼的揭幕典礼ꎮ①

新教在墨西哥的传播以及政府在对待教派问题上的偏颇ꎬ 导致 １９ 世纪墨

西哥教派冲突不断ꎮ １９ 世纪中后期以来ꎬ 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冲突已经十分

明显ꎮ 新教徒认为天主教信仰助长狂热愚昧ꎬ 天主教徒则呈现出强烈的反美

和反新教情绪ꎬ 对新教的扩张深表忧虑ꎮ 在墨西哥天主教徒眼里ꎬ 新教思想

就等于世俗化和亵渎上帝ꎬ 威胁国家统一和独立ꎻ 政府同扬基佬②使团的密切

合作ꎬ 目的在于去基督化以及为美国政府吞并墨西哥作前期准备ꎮ③ 萨卡特卡

斯的主教一度公开呼吁辖区内的天主教徒反对新教ꎮ④ 波菲里奥时期ꎬ 墨西哥

的教派冲突异常激烈ꎬ 在克雷塔罗和墨西哥城等地甚至发生了反新教徒的暴

力和流血冲突ꎮ⑤

除了教派冲突之外ꎬ 新教徒对迪亚斯政府的态度到后期也出现较大的变

化ꎮ 尽管这一时期迪亚斯和 “科学家派” 在处理教派矛盾问题上明显偏袒新

教ꎬ 但他们还是会经常抗议政府对新教徒保护不力ꎬ 尤其是 １９０５ 年之后随着

墨西哥社会危机的加深和天主教会社会活动的增多ꎬ 新教徒对迪亚斯政权的

总体态度开始出现巨大的转变ꎮ⑥ 另外ꎬ 这种偏颇的态度也招致了天主教会和

部分地方官员的诸多不满ꎮ 墨西哥的民间社会ꎬ 尤其是在忠实的天主教信徒

中ꎬ 反新教的情绪更加强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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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证主义的盛行与世俗教育的扩大

较之新教ꎬ 实证主义对天主教会意识形态构成了更为严重的威胁ꎮ 实证

主义主张秩序与进步ꎬ 强调经验和理性ꎬ 蔑视宗教和迷信ꎬ 其在意识形态上

与宗教格格不入ꎮ 同大多数拉美国家一样ꎬ 在波菲里奥时期ꎬ 实证主义成为

墨西哥的主流政治思潮ꎬ 墨西哥的实证主义继承了部分自由主义思想ꎮ 以巴

雷达 (Ｇａｂｉｎｏ Ｂａｒｒｅｄａ)、 谢拉 ( Ｊｕｓｔｏ Ｓｉｅｒｒａ)、 布尔内斯 ( 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Ｂｕｌｎｅｓ)
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想家抨击天主教会的社会作用ꎬ 否定教会教育ꎬ 提倡

科学教育ꎮ 布尔内斯还批评迪亚斯政府的宗教和解政策ꎬ 反对天主教会的经

济和社会主张ꎮ① 部分实证主义信徒则实践孔德 “人性宗教” 的理想ꎬ 成为

世俗宗教的信仰者ꎮ② 这一时期ꎬ 实证主义强化了反教权和建立世俗国家的立

场ꎬ 同教会展开了激烈的竞争ꎬ 尤其是在教育理念和实践领域ꎮ
在教育问题上ꎬ 由 “科学家派” 和实证主义者倡导推行的世俗教育与天

主教会主导的教会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竞争ꎮ 墨西哥的实证主义者

将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看作是改善公民道德、 构建民族性以及实现国家进步

的主要途径之一ꎬ 因此教育问题备受重视ꎮ “科学家派” 执政之后ꎬ 墨西哥政

府加强了对教会长期统治的教育领域的干预力度ꎬ 在组织领导、 资金支持、
师资培养等方面加强了投入ꎬ 强制推行世俗的公共教育ꎮ 为推动教育改革ꎬ
１８８８ 年议会通过立法将免费义务教育推向全国ꎮ 此外ꎬ 在教育领域ꎬ 实证主

义者还联合新教势力ꎬ 试图彻底改变天主教会长期掌控墨西哥教育体系的局

面ꎮ 墨西哥政府的世俗化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大的进展ꎬ 甚至成为这一时期

“墨西哥所有行业中增长率最快的”ꎮ③ 得益于迪亚斯的和解政策以及墨西哥

天主教会的自我革新ꎬ 天主教教育也不甘落后ꎮ 随着私立教育活动空间的扩

大ꎬ 天主教会试图构建全国性的天主教教育体系ꎬ 尤以墨西哥城、 瓜达拉哈

拉与莫雷利亚三地的教会教育发展最为典型ꎬ 后两地天主教学校的入学人数

据说超过了公立学校ꎮ 此外ꎬ 尽管公立学校中宗教教育受到严格限制ꎬ 教会

还是绕开了法律的规定ꎬ 渗透到公立教育之中ꎬ 部分来源于天主教师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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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师留住学生在课外时间教授宗教知识ꎮ① 教育领域的充分竞争引发了双方

的相互攻击ꎬ 公立学校贬低教会教育导致愚昧落后ꎬ 教会学校则谴责世俗教

育的反宗教性ꎮ 教会还试图通过改进教学内容和形式ꎬ 例如增加艺术和体育

类课程ꎬ 开设礼拜日学校等途径来争夺儿童和劳工ꎮ 教会还操控舆论ꎬ 攻击

世俗教育会导致 “墨西哥民族性丧失”ꎮ② 这种论调反映了教会和实证主义者

对民族性内涵认识的不同ꎬ 双方的冲突则体现了两种发展道路的差异ꎮ
实证主义的盛行导致墨西哥天主教会中的反实证主义情绪异常强烈ꎮ 为

应对实证主义在意识领域带来的威胁ꎬ 墨西哥天主教会一方面强化对私立学

校的控制ꎬ 另一方面ꎬ 还通过各种途径公开谴责实证主义ꎮ 在他们看来ꎬ 实

证主义使国家背离天主教精神ꎬ 诱发物质主义、 无神论、 社会主义、 醉酒和

色情等 “邪恶” 的社会问题ꎬ 是教会的敌人ꎮ③ 这一时期实证主义通过推广

新式教育ꎬ 强化了墨西哥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反教权主义思想ꎬ 而在新式

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年轻人大都成为反教权主义的坚定拥护者ꎬ 如普鲁

塔科埃利亚斯卡列斯 (Ｐｌｕｔａｒｃｏ Ｅｌíａｓ Ｃａｌｌｅｓ)ꎮ 从一定程度上讲ꎬ 实证主

义指导下的世俗教育强化了墨西哥社会既有的反教权主义意识形态ꎬ 成为 ２０
世纪上半期墨西哥激烈政教冲突的根源之一ꎮ

上述问题反映了波菲里奥时期社会和观念领域出现的新变化ꎬ 也体现了

迪亚斯政府教会政策下被掩盖的问题以及和解政策的内在矛盾性ꎬ 这种矛盾

既体现在联邦和地方政府对具体教会事宜的不同处理方式之中ꎬ 也体现在各

种进步思潮与天主教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或不协调ꎮ 保守派、 自由派、 新教

徒、 科学家派、 天主教教士之间相互攻击ꎬ 并且在不同程度上都对和解政策

表现出一定的不满ꎮ 另外ꎬ 社会主义者或者无政府主义者也加入了相关的争

论或冲突之中ꎮ 这些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虽然未能

对波菲里奥时期政教关系形成根本性的冲击ꎬ 但是这种隐秘的冲突却构成了

对政府现有教会政策的一种潜在威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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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语

伴随着波菲里奥时代政治、 经济的变迁ꎬ 墨西哥天主教会与国家的关系

出现了几个较为明显的变化ꎮ 其一ꎬ 政教双方实力的此消彼长ꎮ 迪亚斯掌权

之初ꎬ 墨西哥天主教会和新政权刚刚迈出战争和混乱的泥潭ꎬ 双方都寻求依

靠彼此ꎬ 公开对抗让位于和解与妥协ꎮ 后来政府掌握了处理宗教问题的主动

权ꎬ 能够较好地实施和推进和解政策ꎮ 但到 ２０ 世纪初期ꎬ 随着迪亚斯政权合

法性的不断削弱以及动荡混乱局面的到来ꎬ 政教双方的力量对比开始出现失

衡的危险ꎬ 而双方内部不妥协派的增长导致墨西哥的政教关系几乎处于破裂

的边缘ꎮ 其二ꎬ 新教在墨西哥的加速传播与扩展使教派关系更加复杂化ꎬ 墨

西哥天主教会不仅要面临同国家政权的竞争ꎬ 同时还要应对来自其他宗教团

体的压力ꎻ 对迪亚斯政权和政教关系而言ꎬ 如何处理日趋严峻的教派矛盾和

冲突也逐渐提上日程ꎮ 其三ꎬ 这一时期物质文明的繁荣、 现代化的极速增长

导致部分民众的生活方式有了较大的改善ꎬ 他们的信仰也趋向于多样和复杂

化ꎬ 墨西哥广袤乡村和城市民众的信仰出现了明显的对比ꎬ 尤其是实证主义

在教育领域的盛行ꎬ 城市资产阶级群体中宗教信仰与政治信仰之间的冲突逐

渐加剧ꎮ 其四ꎬ 这一时期ꎬ 墨西哥天主教会改变了以往联合保守派上层干预

国家政治生活的策略ꎬ 转而更倾向于广泛地动员民众和信徒来干预政治和社

会事务ꎬ 这种方法和策略上的转变导致墨西哥国家、 教会和民众之间的关系

更加复杂化ꎬ 也使得墨西哥天主教会的政治和社会活动具备了有限的合理性ꎮ
其五ꎬ 较之于 １９ 世纪中期政教之间的公开对抗和斗争ꎬ 墨西哥的教会问题在

波菲里奥时代呈现出新的历史特征ꎬ 它在一个更深入的领域以一种更加隐秘

的方式展开ꎮ 迪亚斯政权看似解决了教会问题ꎬ 实际上却借由和解政策使之

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ꎮ 从这一时期天主教会在世界和拉美各国的境遇来

看ꎬ 上述变化中有的具有普遍意义ꎬ 有的则受制于波菲里奥现代化模式的影

响而呈现出较强的独特性ꎮ
上述教会和国家关系变化的出现和形成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迪亚斯政权的

和解政策与现代性的增长ꎮ 从宗教和解政策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历史影响来看ꎬ
其内在矛盾性必然导致教会和国家关系的恶化ꎮ 和解政策实际上表明 １９ 世纪

自由派反教权主义运动的停滞ꎬ 它并未能在这一历史时期深入到天主教价值

体系当中ꎬ 甚至呈现出部分的倒退ꎮ 迪亚斯以自由主义的拥护者和改革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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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攫取了国家政权ꎬ 而后却出于务实政治的需要ꎬ 实际上取消了部分自由

派反教权主义运动的成果ꎮ 墨西哥天主教会在和解政策的刺激之下ꎬ 逐渐恢

复了实力和信心ꎬ 并形成了独特的现代化观念ꎬ 教会问题以另一种形式继续

存在ꎬ 而且随着墨西哥民族国家的构建而日趋严重ꎮ 与波菲里奥时期其他的

政策相似ꎬ 和解政策掩盖了墨西哥现代化及世俗化进程中的许多问题ꎬ 部分

亟待变革的社会问题由于影响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而被搁置起来ꎮ 这种忽视

社会结构变革的、 政治专制统治下经济自由化的现代化模式既带来了现代性

的增长ꎬ 推动了世俗力量的成长和天主教会的复兴ꎬ 同时也引发了现代化危

机ꎮ 现代化危机则重新唤起天主教会以及墨西哥各阶层的政治热情ꎬ 由危机

而来的是墨西哥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兴起以及迪亚斯政权的垮塌ꎮ 换言之ꎬ 迪

亚斯的和解政策虽然实施效果良好ꎬ 却暗含弊端ꎻ 天主教会的复兴和社会运

动虽然野心勃勃ꎬ 却也显得那么不合时宜ꎻ 现代性的增长和现代化危机的形

成则提供了重构教会和国家关系的动力ꎮ
总体而言ꎬ 迪亚斯政府的宗教政策自始至终并未能充分满足政教双方内

部不妥协派的要求和愿望ꎬ 双方的这种不满很少表现在直接的冲突和对抗上ꎬ
而是体现在对民众的争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冲突之中ꎮ 随着政教双方实

力对比的变化以及激进派的崛起ꎬ 和解政策下隐秘的冲突持续地存在且不断

加速生长ꎬ 最终瓦解了这项政策本身ꎮ 迪亚斯将更为严峻的教会问题抛给了

２０ 世纪上半期的革命政府ꎬ 而这一时期墨西哥教会与国家的潜在冲突对革命

政府的教会政策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ꎮ
(责任编辑　 黄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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