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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對他說：「『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這是最大也是第一誡命。
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繫於這兩條誡命。」 

(瑪廿二 37-40)  

 

主曆 2013 年三月十三日，梵蒂岡教廷選出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總教區貝爾格里奧

樞機主教（Cardinal Jorge Mario Bergoglio）為第 266任教宗，取名方濟各（Pope Francis），

這毫無疑問是今年全球最關切的大事之一。全球十二億天主教徒無不歡欣鼓舞，喜迎新牧

人。阿根廷全國人民更紛紛湧上街頭巷尾，載歌載舞，熱烈慶祝。但是也有極少數人，質

疑新教宗在上世紀 70到 80年代初期，阿根廷軍政府時代，與獨裁政府妥協，甚至導致兩

位神職人員犧牲的事件，對於他當選教宗不以為然。 

 

有關新教宗方濟各的生平事跡以及就任教宗後的言行，各種媒體的報導已經成篇累牘，筆

者無意續貂。本文僅簡介阿根廷天主教會——特別是和政府關係的部分歷史，以及近年來

的快速成長，提供讀者們參考並請指教。 

 

阿根廷位於南美洲東南部，東瀕大西洋，南與南極洲隔海相望，西鄰智利，北與玻利維亞、

巴拉圭交界，東北與烏拉圭和巴西接壤，面積 278萬平方公里（不含馬爾維納斯群島和阿

國主張的南極領土，約為台灣的 77 倍），在南美洲僅次於巴西。2012 年底統計的人口為

4,128 萬人（僅比台灣多 80%），堪稱地廣人稀。其中白人（多屬意大利和西班牙後裔）

和印歐混血人種占 95%，餘為原住民印地安人。 

 

阿根廷在十六世紀以前居住著印第安人，1527 年，西班牙探險家塞瓦斯蒂安．卡沃托率

領一支遠征隊到達南美大陸後，從一個寬闊的河口溯流而上，深入到內地，將這條河命名

為拉普拉塔河，把這一地區稱為拉普拉塔區。1535 年西班牙在拉普拉塔建立殖民據點，

1776 年西班牙設立以布宜諾斯艾利斯為首府的拉普拉塔總督區，後來又將拉普拉塔區改

為省。1810 年阿根廷爆發了著名的五月革命。1812 年，阿根廷人民在民族英雄聖馬丁

(Juan De San Martin) 的領導下，開展了反對西班牙殖民軍的大規模武裝鬥爭，終於在

1816 年 7 月 9 日宣告獨立。1853 年制定第一部憲法，建立了聯邦共和國，並將國名正式

定爲阿根廷。 

 

天主教的信仰，隨著西班牙人進入阿根廷，並一如在其他中南美洲地區，主導著當地人的

思維和生活。但在阿根廷獨立之後，教會和政府之間就常鬧彆扭了。主要因為西班牙是歐

洲極少數沒有「宗教革命」的國家之一，對天主教信仰和梵蒂岡教廷都高度忠誠，梵蒂岡

教廷投桃報李，對阿根廷的革命活動嚴詞譴責，因而大大得罪了革命人士，等獨立上台之

後，覺得教會的干擾太多，就嘀咕了。 

 

不過，畢竟天主教是當時幾乎全國民衆的信仰，在阿根廷 1853 年頒佈的第一部憲法裏，

還是獨尊天主教為國定宗教，政府每年撥款給教會財政支持。但是到了 1880 年，雙方又



為了政府要插手任命教會的管理階層（也就是主教）、推動世俗教育，以及放寬對於婚姻

的規定等三大問題，鬧得不可開交，最終竟導致阿根廷與教廷中斷外交關係達二十年之久，

至 1900年政府允許公立學校實施宗教教育後，才恢復關係。 

 

1955 年裴隆總統(Juan Domingo Peron)領導的第一次政變後，軍政府主張離婚和娼妓合法

化，加強宗教教育管理；教會則譴責軍政府枉顧人權，經濟政策不公平，擴大貧富差距，

以及政權不依法更替等，雙方又起衝突。到 1966 年達成協議(Concordat)，教會收回人事

（主教）任命權，政府不再插手教會管理。 

 

1973 年阿根廷曾經恢復民主政權，但為時短暫。1977 年二次政變後，獨裁政權變本加厲，

為清剿左傾份子，持續而更殘酷地侵犯人權，世人稱之爲「髒亂戰爭時期」（Dirty War 

Period）。問題是教會在這段期間，明顯分裂成兩派，一部分主教為清除左傾份子鼓掌喝

彩，其他主教為人權受到嚴重侵犯而痛心疾首嚴詞譴責。而這種分裂後的陰影，竟在教會

內延續二十餘年（也是今日少數人糾纏新教宗方濟各當年的責任的原因）。 

 

到 1983 年，阿方辛(Raul Alfonsin) 民選政府上台，才恢復憲政體制，大力推進民主化進

程，但民主社會特有的問題——離婚、重婚、未婚生子…等等，又讓政府和教會嚴重對立。

Carlos Menem 總統雖然因為支持教會在反墮胎方面的立場，而受到已故教宗若望．保祿

二世的贊揚，但他執政時期的經濟民生一塌糊塗，同樣飽受阿國教會的指責。 

 

2003 年 Nestor Kirchner 總統就任，初期雙方還能和睦相處，沒過多久就為了性教育、避

孕、墮胎等問題爭執不休了。2007年他的夫人 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 贏得選舉，

接替丈夫擔任總統，因為公開支持同性結婚及接納左傾份子的政治主張，以至於和教會關

係更為緊張。 

 

2010 年 9 月，在 Kirchner 夫人總統的催促下，國會立法通過允許同性結婚，更引起天主

教聯合同屬基督宗教（新教）各教派同聲譴責，時任首都總教區總主教的貝爾格里奧樞機

主教——也就是當今教宗方濟各，致函國會議員嚴辭反對；這一次主教團一反過去的分裂，

團結一心，齊聲要求教友反對那些支持上述法案的政治人物。Kirchner 夫人總統則指責教

會的行動是中世紀的思維，拒絕出席已經被視為紀念獨立的傳統活動之一——由貝爾格里

奧樞機主教主持的彌撒，並揚言要嚴懲在 1983 年以前支持獨裁政權的神職人員，威脅要

取消對教會學校的財政支持，雙方關係幾乎降到冰點。（不過，政治人物沒有永遠的敵人，

在貝爾格里奧樞機主教成為教宗方濟各之後，Kirchner 夫人總統已經在 3 月 18 日，專趨

前往梵蒂岡教廷晉見了教宗方濟各，教廷特別發佈新聞說雙方相見甚歡…。） 

 

儘管與政府的關係持續緊張，但阿根廷教會卻持續成長。目前阿根廷全國劃分為 8個教省，

66個教區。據教廷 2012年發佈的統計，在 2011年底，阿根廷全國有神父 5,648人（其中

教區神父 3,577位，修會神父 2,071人），終身執事 626位，修士 3,385位，修女 9,071人；

堂口 2,642 處，教友人數為 3,798 萬人，占全國總人口（4,128 萬人）的 92%；相比 2005

年底的一組數據：教友 3,448 萬人，占總人口（3,863 萬人）的 89.2%，成長確實驚人。

（儘管發佈統計的機構不同，可能沒有相比性） 

 



誠然，自二次戰後以來，世界環境和人性思維的變化太大了，純靠（基督）信仰的力量，

已經無法約束——特別是在性、避孕、離婚、再婚、未婚生育、同性婚姻等方面的變化。

政府（和政治人物）總是迎合民心，而教會為了捍衛道德與信仰，不得不挺身而出與政府

爭議，確實有他們的難處。 

  

筆者個人認為，基督信仰的精髓應該是敬天、愛人、憐憫、寬容。教會在捍衛信仰時，重

點應該是「提醒」政府和民衆有關信仰的精髓，並以寬容的態度，接納那些在婚姻上不

儘符合傳統教會規定的信徒。 

 

新教宗方濟各 1936年生；1958年獲得化學技師學位後進入耶穌會修院；1968年十二月祝

聖為神父；1973 獲選耶稣會阿根廷省會長任期六年；1980 年起在 San Miguel 教區

Patriarca San Jose 堂區擔任本堂，兼任 San Miguel 大修院神學/哲學教授； 1986年去德國

完成博士學位，回國後在 El Salvador 大學教授神學/哲學；1992年獲已故教宗若望．保祿

二世拔擢為 Auca 教區輔理主教；1998 年晉升首都總主教；2001 年再晉升為樞機主教，

堪稱長期在福傳工作的第一線，對於信衆在信仰、婚姻、生活和思維上變化的體認，比起

在梵蒂岡教廷任職的樞機主教，應該更為深刻。由他來出任教宗的職務，應該更能夠貼近

人心，帶領天主教會走更高更遠的路。 

 

祝願上主的恩寵時時引導教宗方濟各，使全球教會持續成長，並眷顧阿根廷，使教會和政

府和諧相處，共同提升全民的幸福。  （美國加州喜瑞都市來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