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息检索：  关键字  -选择类别-  【 】 

 

   首页 | 两社简介 | 杂志天地 | 出版天地 | 电子音像 | 政策法规 | 走近宗教 | 购书指南| 投稿须知| 两社动态| 新闻快览| 联系我们

 您目前的位置是：中国宗教网 --> 杂志专题 --> 文化 --> 正文

天主教在云南 本地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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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是天主教在云南发端和发展最重要的历史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云南天主教走上了与

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本文以17世纪中后叶至20世纪末天主教在云南的传播轨迹为基本

线索，对天主教在云南的本地化及其启示做些探讨。  

     

一、天主教在云南的传播路径 

     （一）天主教在云南传播的初始  

     明末清初，天主教徒只零星分布在云南的盐津、昆明、永胜、巧家、大理等地。清代中后
叶，天主教才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云南，并扎根于这片红土地。云南的天主教，最早是从四川传
入的。1730年，云南的教务由四川教区管理。这一时期，由于罗马教廷不尊重中国的文化传
统，来华传教士破坏了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和平的传教方式，引发了清代的“礼仪之争”，导
致了“百年禁教”。清廷的这一政策也影响到天主教在边陲云南的传播，入教者少。  

     （二）天主教在云南的第二次传播  

     鸦片战争至20世纪上半叶，是天主教在云南传播最重要的历史时期，它奠定了云南天主教
的发展格局。天主教在云南的活动逐渐形成了四个重点地区：一是以云南教区主教座堂为中心
的昆明地区，负责滇中地区及全省性的教务；二是以云南副主教座堂为中心的大理教区，负责
滇西的教务；三是以部分留守盐津、大关原主教公署所管辖教堂的力量为基础，以昭通教堂为
中心的滇北地区，负责滇东北地区的教务；四是地处滇西北地区，又与云南教区无隶属关系，
传教修会同属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西藏辖区的云南铎区，辖德钦茨菇教堂为中心的德钦、维
西和贡山三县。这就形成了天主教在云南“南上北下，西进东联”的格局。从1881年法国司铎
古若望将主教座堂由盐津县龙启迁至昆明始，天主教传教重心由偏僻农村和边地移往中心城
市，标志着天主教在云南的扩张。这一阶段，云南教区初步形成，教徒发展较快。从1840年至
1929年，在西方列强的大力扶持下，不平等条约中的保教权打破了清廷的禁教政策，全面开启
了在中国传教的大门，这是云南天主教发展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从“五四”运动到建国初期  

     20世纪初，中国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兴起，1919年的五四运动，1922年的非宗教运动，对基
督宗教的宣教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基督宗教内部，一批富有民族意识的中国基督教徒开始
探索自办教会、自行传教的可能性，呼吁使教会本地化，成立独立自主的中国教会。  

     这一时期，云南全省教徒和教堂数有所上升，中国天主教文化协进会云南分会于1945年成
立，昭示着云南天主教本地化的进一步发展。  

     （四）天主教在云南本地化的完成和发展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统治的结
束，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天主教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为天主教的
中国化奠定了政治基础。新中国的成立和国家社会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为中国教会摆脱帝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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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控制创造了条件。以1950年11月四川省广元县王良佐神父联合500多名爱国教友签名发表《天
主教自立革新宣言》为发端，最终促成天主教在中国和云南的本地化。  

     天主教在云南本地化的主要标志：一、政治上，云南天主教不再为外国势力所左右，坚定
地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二、组织上，建立了天主教爱国组织。1950年11月，昆明天主教内发
起“三自”革新运动。1951年9月9日，“昆明市天主教三自革新促进会筹备委员会”成立。
1957年11月，筹备、组织召开了昆明市天主教代表会议，正式更名成立了“昆明市天主教友爱
国会”。1956年，“昭通天主教爱国会”成立。三、办教方针上，做出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自选自圣主教的正义选择，完成了自选自圣主教。1958年2月，云南省天主教神职人员座谈会在
昆明召开，孔令忠当选为天主教昆明教区主教，孙和平当选为天主教昆明教区副主教；刘翰臣
当选为大理教区代主教；陈慕舜当选为昭通教区代主教。1962年1月21日，昆明教区孔令忠主教
在北京南堂接受皮漱石总主教的祝圣，成为云南天主教第一位中国籍的正权主教。1988年3月20
日，时年83岁的陈慕舜主教在重庆若瑟堂接受祝圣，成为昭通教区的首位中国籍的正权主教。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天主教活动开始恢复。1979
年12月，昭通毛货街天主堂重新开放，标志着云南天主教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1985
年10月，云南省天主教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昆明召开，成立了“云南省天主教爱国会”、“云南
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自此，云南天主教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b>二、天主教在云南本地化的启示 

     （一）天主教在云南一百多年来的历史充分说明，独立自主自办教会不仅是中国天主教会
的正确选择，也是推进天主教完成中国化的巨大动力。中国天主教必须适应中国传统文化和社
会主义制度，才能在中国大文化环境中协调和健康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看，独立自主自办教会
是天主教适应中国文化的必然选择，是天主教在中国本地化运动的必然结果。本地化既要体现
天主教的传统和标识，又要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当代的主流文化。力求进步和与时俱进是中
国天主教适应现代化中国的主线。  

     （二）天主教在云南的传播史表明，外来文化只有被当地人民选择时，才能得到生存和发
展。由于云南原住民文化是千百年来累积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天主教文化与之背道
而驰的时候，就会引起强烈的对抗，导致教案不断。利玛窦传教士采取和平的传教方式和接受
中国人的祭祖祀孔的态度，使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了成功；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国初，面对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近代传教士的态度是惟我独尊、排斥异己，必然遭到中国人
民包括广大神长教友的抵抗，也危及到天主教在中国的命运。以武力为后盾的近代天主教在云
南的传教，实际上是一种粗暴的文化殖民方式，终将不会长久。因此，天主教在云南的生存和
发展，必须积极走与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和云南本地文化相适应的道路，独立自主地开展教务工
作。  

     （三）天主教传入云南100多年，从外来宗教演进为具有云南特点的宗教，经历了冲突、
交融的曲折过程。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云南的天主教会才初步完成了本地化，但从内容上看，
真正意义上的本地化还要经历漫长的演变过程。因为天主教文化与云南本地文化毕竟是两种不
同的文化体系，需要不断地调整才能融合和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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