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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自1905年建
市以来，陆续建有各种
风格的教堂建筑 70 多
座，包括基督教、天主
教、东正教、犹太教
等。这些外来宗教在哈
尔滨扎根繁衍，成为哈
尔滨独特的文化景观。

而坐落在哈尔滨的天主教黑龙江教区主教座堂，在国内
众多的天主教堂中具有特殊的地位。

记者在哈尔滨火车站下车，向当地人打听主教座堂怎么
走。“就在东大直街上，很好找。这条街上，相隔不到200
米的距离内，有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教堂各一座。那座
天主教堂就是主教座堂了，当地人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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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主教的一天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东大直街，哈
尔滨苏醒过来，新的一天开始了。

6时30分，在进堂咏声中，主教座堂的
弥撒准时举行。弥撒通常包括两至三篇读
经，分别选自旧约和新约，持续大约 40 分
钟。

岳福生主教告诉记者，每天来到主教
座堂参加弥撒的教友有 50 人左右，周末能
达到 300 人。“教友的年龄多数在 60 岁以
上，周末会有一些年轻人过来。”每天的弥
撒由本堂神父主持，有时岳主教也会亲自
主持。

岳主教领着我往 3 楼圣堂走去，走廊
里，几位看起来 60 岁上下的阿姨正在低声
聊天。见我们走过来，其中一位对着岳主
教说：“忙着呢？”随意的语气听起来彼此
十分熟络。“她们都是我们的教友，经常会
来堂里帮助打扫卫生，做做后勤，都是热
心人！”岳主教说。

主教座堂是座哥特式建筑，从外面
看，高耸挺拔的尖拱形屋顶是它的一大特
征。从室内观察，有着圆形的穹窿堂顶，
窗子较小，门窗上有半圆形拱环。窗玻璃
上绘着色彩斑斓的宗教图画。站在圣堂门
口向里看，堂内祭台左侧，设有主教宝
座，主教牧徽挂于靠背高处，而这正是主
教座堂的标志。一排排深色的座椅排列整
齐，可同时容纳300人左右，在圣堂的后端
还设有两间告解亭。

岳主教介绍，1959年7月，黑龙江省境
内的几个教区合并，成立天主教哈尔滨教
区，1983 年改称为天主教黑龙江教区。原
先的主教府规模非常小，2004 年，在政府
支持下对它进行了重建，面积有 5535 平方
米。“但是，圣堂的面积只有 400 多平方
米，目前看来，还是不够用。”岳主教说，
碰到大的节日或是举行典礼，圣堂里的座
位就显得很紧张了，许多教友只能站在过
道上。由于主教座堂地处哈尔滨商业中
心，周边土地紧张，想在原址扩建已不太
可能。“未来会另选地址新建一处大的教
堂，目前正进行前期准备工作。”

“目前，黑龙江全省共有神职人员 31
名，包括1位主教、30位神父。而主教座堂
里，连我在内一共只有 3 名神职人员。”岳
主教介绍，黑龙江全省是一个教区，教友
有 8万人左右，全省共有教堂、公所 110个
左右，其中26个教堂有神父常驻。“因为人
手紧张，主教座堂没有办法留更多的神父
在这儿工作，大部分神父要派到下面去给
教友行圣事、进行宗教活动等。”

绥芬河一带的神父来哈尔滨一次，需
要坐一夜的火车。因而，全教区的神父聚
集在一起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因为交通等
方面的因素，许多神父只有在开会、年终
总结等时候才会赶来，大部分时间都留在
自己的堂所工作。“坦白地说，黑龙江的神
父还是比较辛苦的。”岳主教说。

时间已近中午，岳主教留我在圣堂继
续参观，自己则回到办公室处理事务。“最
近，我们正忙着对一处北京的房产进行产

权确认，并同时推进自养房产的改造工
作，事情比较多。”岳主教抱歉地说。主持
弥撒、与教友交流、处理公务等，构成了
岳主教每一天的工作内容。

“福传牧灵有我们中国的特点”

据岳主教介绍，主教座堂之所以如此
重视自养房产的相关工作，是有原因的。

“黑龙江省天主教爱国会、天主教教务委员
会 （以下简称天主教‘两会’） 高度重视
教会的自养问题，想方设法增加收入。而
教会经济是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物
质保障，也是福传牧灵的必要基础。”

“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通过多
方的努力，教区经济困难的情况有了一定
程度的改善。黑龙江教区有一处位于中山
路的自养房产，它几乎是我们教区唯一的
经济来源。”岳主教介绍，由于这处房产已
有百年历史，房屋和设施都已老旧，2010
年被有关部门鉴定为危房，已停止使用和
出租。目前，教区正在积极寻求改造，如
果进展顺利，将能大大缓解教
区的自养困难。

为了推进民主办教，教区
坚持把联席会议制度作为民主
办教的组成部分，在大事情
上，始终坚持“集体领导、民
主管理、互相协商、共同决
策”的原则。在会议中，也注
意发挥班子成员的主动性，倡
导大家畅所欲言、群策群力。

岳主教说，自黑龙江省天
主教第六次代表会议以来，黑
龙江省天主教“两会”共举行了
24 次联席会议，就修生晋升神
父、任免神父职务、堂区调整、

举行避静、自养房产改造及教区主教府综合
楼工程等重大事项进行研究。并在每年年终
召开一次黑龙江省全省神父和教友代表参
加的工作总结和新一年工作计划大会。

谈及对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
原则的认识，岳主教说：“在我看来，二者是
相辅相成、相互统一的。对我们中国的教会
来说，在天主教基本的信仰基础上，应当根
据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国情和法律，适应
中国的历史、现实，进而实现生存和发展。我
们必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为我们的福传牧
灵拓展更广阔的空间。”

“天主教教友的构成比较稳定。”岳主
教介绍，每年新增的教友大部分来自于传
统的教友家庭，也有一部分是经由邻居、
朋友等介绍而来。有时也会接待新人来主
教座堂举行婚礼，教友非教友都有。“神父

和教友骨干对广大教友有引导和榜样作
用，我们通过会议和日常交谈，向他们讲
解，在中国进行福传牧灵，要不断地对照
历史和现实，并且要具有我们中国人的特
点，并不是改变信仰，而是更好地落实耶
稣基督给我们福传的命令，这也是符合梵
二大公会会议精神的。”

践行爱的福音

“爱是教会信仰的宗旨，也是社会和谐
的基础。”在采访中，岳主教多次强调这一
点。事实上，主教座堂也将爱的福音践行
在实际生活中，把爱的行动融入到构建和
谐社会活动中。尽管主教座堂本身的财力
有限，但是慈善活动中时常能看到其身影。

在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地震和甘肃舟曲
泥石流等灾害发生后，黑龙江省天主教“两
会”积极响应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和中国天主
教主教团（以下简称天主教“一会一团”）号
召，为灾区献爱心，捐款近40万元，其中为四
川乐山直接汇款近 10 万元。“他们是我们的
骨肉同胞，也是我们的兄弟姊妹和近人。”岳
主教这样转述神父和教友们的话。

2012 年至 2014 年，教区共举办 8 次慈
善义诊活动，组织哈尔滨医科大学等单位
的著名专家组成医疗队，先后到贫困堂
区，为近 2000 人义诊，发放药品价值近 2
万元；2014年4月，赴齐齐哈尔碾子山区公
所义诊，6月8日，为主教座堂教友义诊，9
月 12 日，为鸡西密山承紫河乡前进村教友
义诊。

每年春节，教区都会给社区贫困户提
供一些帮助，让他们喜度春节，受到了街
道办事处的好评。2009年8月，哈尔滨市荣
市街道办事处与教区签订“民族宗教工作
进社区共建和谐社会协议书”。几年间，教
区共组织扶贫、助残及慰问活动多次，捐
献人民币3万余元。

“培养神职人员始终是我们关注的重
点。”岳主教强调，近几年，黑龙江教区以
不同的方式对 30 位神职人员进行培养。截
至目前，有3位神父到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
进修，4 位神父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2 位
神父到北京进修英语，4 位神父到国外进
修。通过学习，神父们的神学、管理等方
面的知识得到巩固和提高，有益于福传牧
灵工作。去年，黑龙江省天主教“两会”
还选派神父参加天主教“一会一团”组织
的赴香港公教教研中心进行牧灵、灵修方
面的学习交流。

岳主教说，在进修机会上，应当适当
地向偏远、艰苦地区的神父倾斜，“他们常
年工作在条件艰苦的地方，尤其是黑龙江
北部属于高寒地区，神父坚守在那里工
作，奉献很大，有出去走走看看、学习提
高的机会，我们都会尽量提供给他们。”

此外，教区每年还会邀请国内外著名的
灵修专家给神父们讲避静，帮助神父提高灵
修素养。同时，也会支持一些神父到外教区
朝圣和个人避静。每年教区都会组织全省神
父在省内外学习考察，与兄弟教区交流灵修
和牧灵经验。通过这些活动，神父们放松了
身心，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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