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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处于屈辱 的地位
,

他无法 施展

自己的抱 负
。

只有新 中国成立 后
,

中国人 民搬掉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

山
,

才使得 中国天主教会摆脱 了外

国教会 势力的控制
,

实现 了他 青年

时代就 向往的 由中国人 自己来办理

教会的愿望
。

吴徒时 剥 的 透钟

—
毅然投身反帝爱

国运动

党
,

借 口 信 仰上差 异
,

颁发 了不少
“

有神无神誓不两立
”

的禁令
,

使我

们站在颠倒的立场上看待新中国的

一切
,

使 中国的神长
、

教友为怕失去

信仰而不敢爱 自己的祖国
,

甚至公

然违反国家法令
,

不惜损害祖国的

利益
。

因此
,

他主 张对神职人员和

教徒进行深人的爱国主义教 育
、

宗

教政策的教育
,

使他们提高认识站

到爱国爱教的立场上来
,

使那些 由

于信仰上 的原因受蒙蔽被利用而犯

错误的人得以 醒悟
,

把颠倒了 的立

场端正过来
。

张家树不仅这样讲而

且也是这样做的
。

他身体力行
,

以

坚强意志和毅力抵制了来 自国外敌

对势力的干涉和破坏
,

使上 海教 区

逐步走上 了独立 自主 自办的道路
。

19 5 6 年 1 月
,

张家树被邀列席

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
,

使他开 阔

了眼界
。

祖 国社 会 主义建 设的成

就
,

国家领导人毛泽东主席
、

周恩来

总理的亲切接见
,

大大激发 了他 的

爱国热情
,

他深深体会 到只有社会

主义能够救中国
。

会议期间他和出

席会议 的主教
、

神父一起探讨 了 中

国天主教 的反帝爱 国运动
,

一致倡

议尽快成立 中国 天 主教爱 国会
,

以

适 应工 作 的需 要
。

19 57 年 8 月 2

日
,

中国 天 主教爱国会第 一届代 表

会议在北京 召 开
,

张家树作为上海

市天 主教 的代表之一 出席
,

当选 为

中国 天主教爱国会第一届 常委
。

会

议针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形式干

涉中国内政的情况作出了具有历史

意义的决议
。

庄严宣告
: “

为了祖国

的利益
,

为 了教会的前途
,

中国天 主

教会必须彻底改变旧 中国时代帝国

主义带给我们教会的殖民地半殖 民

地状态
,

实行独立 自主
,

由中国神长

教友 自己来办
” , “

必须彻底割断政

治上
、

经济上和梵蒂冈教廷的关系
,

坚决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

我国内政
、

侵犯我国主权
,

破坏我们

正义的反帝爱国运动的任何阴谋活

动
” 。

这是 中国天主教历史上首次

由中国神职人员和教 徒当家作 主
,

决定教会命运的大事
。

会后张家树

和上海 天主教神职人员
、

教徒群众

一起坚决贯 彻这一决议
,

实现 上海

天主教会的独立 自主 自办
。

1 9 5 5 年 9 月 8 日
,

原上海教区

主教龚 品梅因反革命叛国罪被依法

逮捕
,

上 海教 区神职人员 面临着两

种选择
,

一是继续 听任外 国敌 对势

力的支配
,

沿着反对新 中国的老路

滑下去 ;二是摆脱外国敌对势力
,

投

身天主教反帝 爱国运动
,

走爱 国道

路
,

使天 主教成为 中国天 主教 徒 自

办的宗教 事业
。

在这关 键时刻
,

张

家树与教 区李思德
、

徐元荣等 老神

父一起选择 了后者
,

他们毅然决然

冲破 了来 自梵蒂 冈教廷 种种禁令
,

投身于 反帝爱 国运动行列
,

团结教

区 7 0 多位 神父 于 19 5 5 年 n 月发

表了《告神长教友书》
,

明确表示
:

拥

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
,

遵 守人 民政

府一切 政策法令
,

拥护人 民 政府依

法对龚 品梅 反革 命叛 国集 团 的处

理
。

声明标志上海教区神职人员决
J

合摆脱 国 外敌对势力支配
,

走反帝

爱国的道路
。

在此转折时期
,

张家

树
、

李思德等起 了 十分 重要的带头

作用
。

当年张家树 曾在各 种场合
,

多次谈 到他经过深思熟虑
,

作 出这

一明智 的抉 择 的过 程和 体会
。

他

说
,

帝国主义势力 为了利用中 国神

长
、

教友反对新中国
,

反对中国共产

面对干 涉 的检脸

—
坚决维护教会主权

龚品梅被 捕后
,

天主教上 海教

区无 人管理
,

迫切 需要 有人 领导
。

经过相 当长时 间的酝 酿
,

教 区谙议

会于 19 56 年 3 月 16 日在教堂圣体

台前依据天主教法典
,

选举 了神父

中最长者张士琅为代理主教
。

代主

教选 出后
,

依照法典宣誓 就职
。

之

后
,

由谙议长向罗马教廷呈报备案
。

说明龚品梅因叛国依法被捕
。

教区

神父们从教务需要出发
,

依照 法典

42 9 号 3 款选举了 张士琅为代 理主

教
。

但 罗 马教 廷 否定 了 他 们的 选

举
。

答复说 : “龚品梅是最称职 的主

教
” ,

被捕 是
“

不合法 的
” ,

教廷 将把

神权分 散给 与之
“

和平通 功
”

的神

父
,

由他们 和教廷联 系
,

报告情 况
。

这个回 电从反面教育了上海教区的

神父们
。

张家树十分气愤
,

认 为这

是罗 马分裂上海教区
,

制造混乱
,

是

要大家走龚 品梅的老路
,

是坚决不

能接受的
。

为了维护教会主权和前

途
,

他带领教区 神职人员坚决地支

持张士 琅代理 主教
,

多次在会 议上

表示 : 坚决拒绝来 自梵蒂冈的一切

用宗教形式达到政治 目的的命令
” ,



中。宗教

—
曰. 回

“

坚决 拥 护 合 法 产 生 的 张 士 琅 主

教
” 。

由于上海教 区神职人员 高举

爱 国旗帜
,

团结一致
,

终于挫败了罗

马教廷的阴谋
。

伺 叮 面磷 的 态众

—
坚决实行 自选自圣主

教

退
,

上海神职人员和教友代表一致

推选他为上海教 区 主教时
,

他 明知

教区面临着种种 困难
,

毅然 以高度

的责任感受命重任
。

他表示 : 办好

教会
,

首先要靠我们的神长教友的

团结和努力
,

要取得国家和各界人

民的理解 和 支持 ; 教会应改变过去

国人眼中的
“

洋教
”

形 象
,

真正做到

爱国爱教一致
。

19 5 8 年 3 月
,

天 主教汉 口
、

武

昌教 区神职人员根据教务需要参照

天主教会初期 由群众民主选举主教

的形式
,

全体神 职人员选 举 了董光

清
、

袁文华 为各 自教 区 的主教
。

但

这一正义行动又遭到 了罗 马教廷的

干涉
。

称他们 违背 了法典
,

以 开除

被选举者和为之祝圣者教籍进行恫

吓
。

为抗议梵 蒂冈的干涉
,

支持汉

口
、

武昌两教 区 自选 自圣主教
,

全国

2 8 省
、

自治区
、

直 辖市 天 主教界 人

士组成代表团前往祝贺
,

表示支持
。

上海教区组成 了以张家树为首的代

表团赴武汉祝 贺
,

并表示 了 坚决的

支持
。

张家树亲身经历和 目睹了罗

马教廷 对上海 教区 选举代理 主教
,

汉 口
、

武 昌两教 区 自选 自圣 主 教的

干涉后
,

深为痛心地说
,

真正糟踏 中

国教会的就是那些嘴上高喊
“

爱护
”

中国教会 的人
,

中国天主教会要办

下去
,

而且要办好
,

不能指望和乞求

外国势力 的
“

恩 赐
” ,

只 有依靠我们

中国神长和教友 自己的努力
。

他深

人研究 了全球天主教 的历 史演变
,

结合 中国教会的历史经验
,

认为 中

国天主教要真正 的独立 自主 自办
,

必须 自选 自圣主教
,

这是天经地义
,

而又符合天主教的历史传统的
。

基

于这 一认识
,

1% 0 年 4 月
,

当天 主

教上海教区代理主教张士琅年高引

重振教套的 决定

—
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

道路

张家树主教在主持 中国天 主教

三机构工作期间
,

其爱国 爱教思想

更趋发展
。

他从新 旧两个中国的对

比中体会到
,

教会必须与祖国
、

与中

华民族的利益紧密结 合
,

没有独立

富强的社会主义祖国就没有天主教

的独立 自主 自办
,

中国教会还可能

处于受支配的地位 ; 每个天 主教徒

必须热爱祖国
,

为祖 国的繁荣作贡

献
。

他认为中国天 主教实行独立 自

主自办是对教会的拯救
,

是绝处逢

生
,

是爱教的具 体表现
。

如果 中国

天主教仍 由外国势力支配
,

和全 国

人民相背
,

那教会就没有前途
。

基

于以上认识
,

他高举爱国旗帜
,

坚定

地走 独立 自主 自办 教会 道路
。

自

198 0 年后
,

他和 中国 天 主教三 机构

其他负责人一起坚决地抵制 了国外

教会势力多次 的干涉
,

维护 了 中国

教会的主权
。

党的十一 届 三中全会后
,

人 民

政府重 申了宗教信仰 自由政策
,

这

就给教会 的恢复提供 了有利条 件
。

为重振教会
,

90 高龄 的张主教不辞

辛劳投人 了争取归还教堂 的工作
。

他运用各种机会向人民政府有关领

导陈述归还教堂
,

落实宗教政策的

意义和影 响
,

争取政府的重视和支

持
。

在张主教的努力下
,

上海教 区

教堂终于得到 了归还
。

广大信徒有

了过宗教生活 的场 所
,

满足 了他们

信仰的需要
。

据统计
,

19 87 年时教

区 已收回教堂 3 7 座
,

19 8 3 年在全国

政协会议期间张主教还和 出席会议

的天主教界 委员联 名提案
,

要求归

还北京西什库 教堂
,

促使北京市人

民政府落实宗教政策
。

为了重振 教会
,

张主教抓 了培

养青年神父的工作
,

19 81 年联合华

东各教 区办起 了佘 山修 院
,

这一 行

动很快为东北
、

中南
、

西南地区 的教

区所响应
,

数所神学院诞生 了
,

一批

一批青年神父培养 出来
,

神职人员

老化问题初步得到解决
。

张主教还

不顾年迈
,

为上海 教区物 色和 安排

接班人
,

一次增设 两位助理 主教 以

适应教务需要
。

开创了我国天 主教

先例
。

期间张主教还委派了教区总

本堂
、

本堂等
,

使上海教区组织略具

规模
。

张主教在 重振教会 的同时
,

十

分关心政府的各项政策的贯彻
。

如

积极参加接待来访 国际天主教界友

好人士 的工作
,

向他们宣传我 国的

宗教政策
,

介绍 中国 天 主教情况等

等
,

以沟通思想
,

增 进了 解
,

建立 友

谊
。

张主教关 心社 会福利事业
,

将

个人数十年生活积蓄
,

捐献给中国

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和幼 儿事业
,

赢

得了社会各界的称誉和嘉奖
。

张主教一生爱 国爱教
,

追求真

理
,

祟尚真理
,

无愧为当代 中国天 主

教界一位爱国爱教的楷模
。

他所留

下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人们学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