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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讀天主教社會自11 導

中文版序言

輔大神學叢書能出版卡里耶神父的這本「愛講天主教的社會吉lil

導 J '深以為榮。雖然本書的英文版只 190 頁，譯成中文也只不過

12 蕊字，但本書的內容是不可用字數來衡量的。正因為本書寫得精

筒，又清晰，確實達到了它欲為一部「研究指南」的目標。誰願知

道近百年來，天主教會對今日的社會問題說了些什麼，或根據哪些

原則指導其信徒的生活和行動，不難在這本'J、書裡找到初步的答案。

所以如此，不外乎本書作者卡里耶神父於 1990 年寫這本書時，

已屆孔子所說的「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齡。作者出生於

法語加拿大 (1921) ，進耶穌會後次請一般哲學和神學課程，並在美

國華盛頓取得社會學碩士，續在法國巴黎大學考得社會學博士。

1959 年始在羅烏額我略大學教授社會學， 1966 至 1978 擔任該大學校

長， 1970 至 1980 任天主教大學國際聯盟 (F.I. U.C)主席。他是加拿大

人文學科皇家學社的成員，關於宗教社會學、大學問題，及文化問

題寫過很多著作。目前他是宗座文化委員會的秘書，這是教宗若望

係祿二世於 1982 年所創立的一個聖座機構。

至於本書的譯者李燕鵬是一位大陸青年，曾在聯合國擔任翻譯

工作。他在羅馬時，受到施省三神父的委託，將本書由英文譯成中

文。去年 (1991) 十月施神父來台灣問舍，將譯完的文稿交給筆者，

請我校對出版。我仔細閱請一遍，發現不由于懂的地方，便與英文原

文對照，結果做了不少修改。譯者的翻譯能力是應說加以肯定的，

但因不是基督徒，大概也是首次接觸教會書刊，對教會的用詞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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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陌生，使得譯文的精確度頗受影響。

下面舉出一些例子，讓讀者看出這是一本有用的書，但其翻譯

和出版的過程是曲折的，再推完美的程度尚遠。譬如「為福奇舖路」

譯成「給福音作證 J ' r 宗教使命」與『傳教使命」具'1互相混淆，

clergy 大多譯成「神父 J '教廷的教義部則又譯為「信仰大會」等等。

英文方面，角色 (role) 常譯為「作用 J '意識形態 (ideology) 譯成

「思想 J '摔縱 (manipulate) 譯成「管理」等等。以上這些謬誤，筆

者均已一一予以修正。

最後須吉青請者注意的是，英文的 Christians '意指「基督徒」

並不僅指「基督教徒 J ; Christianity 意指「基督宗教 J '而非「基

督教_J ，原譯稿中混淆之處，筆者亦已改正。至於第二部分有關

「百年過，令」的文件介紹，是施神父回羅馬後加譯而於今年 (1992)

年初寄來的，這一介紹是卡里耶神父親自作的補充，譯成中文約有

七千多字，使中文譯本趕土原著的新版或增訂版。

1992 年 1 月 5 日房志榮謹誌於輔大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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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在過去的十五年中，天主教的社會思想及其所承擔的義務取得

了驚人的發展。教會被人們看作是最受敬仰的機構之一，因為它在

支持和平、正義、人權、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方面發表過具有權威性

的言論。梵三大公會議和現代歷任教宗都成功地將福音的啟示轉變

為一系列指引現代社會的道德原則和精神方向。為了基督宗教信仰

和今日文化的共同利益，教會與現代杜會之間已開始了一種新形式

的對話。

這種新的經驗，使教會在呼籲發揮人道精神、促進社會正義時，

顯得更中肯，並且更具權威。此外，它還包括 f一個偉大而賦有教

會意義上的事件，即:教會越來越把全人類的解放與發展看作是自

己的事業。

這就是教會與文化所普遍存在的實際情況。在此，我們必須對

教會社會副11導的意義重新做出評價。教會的社會副11導;還不僅僅是一

種輔助性的活動，它是教會為了拯救世界而活躍在人類社會之中的

一種具有說服力的形式。

確切地說，本書旨在以新的眼光去看待教會的社會訓導及其在

現時代所開始發揮的作用。我們定會看到，天主教社會思想的實際

影響就是 種長期經驗積累的結果，這一結果是在教會與各種歷史

杜會的關係中產生的。

在試圖重新評價教會的社會訓導的過程中，我們願提出幾個主

要的問題:這一訓導的起源是什麼?它是怎樣與教會和社會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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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繫在一起的?其對今日社會所產生的意義是什麼?我們將從兩種

現代的探討方式中來思考這些問題。

首先，我們將討論教會的社會訓導在曆史 I二的發展成熟過程和

當前的表達)j式(見第一輯)

然後，我們將對自教宗良十三世到教宗若望. f呆祿二二世的「文

件選集」做出分析並發表評說。這部選集闡明了教會的社會訓導的

意義(見第三輯)

我們願獻上這部選集，作為讀者深入研究的指南。同時也希望，

此處所J采取的兩種探討方式一一歷史的調查和文件分析，將有助

於理解教會的社會訓導如何形成，如何能實際應用於當前這個時

代。



第一輯

天主教社會訓導:

其源起及其現代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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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富於經驗的教會所持的觀點

理解教會之社會訓導的途徑，目前正逐漸形成中。這主要是針

對教會自成立以來整個訓導的使命，並顧及教會世世代代以來社會

經驗的累積，重新予以考量的結果。因此，像教會這樣富有經驗的

機構所提出的社會思想，在社會輿論和專家學者之間，刻正引起新

的興趣。目前，每當教會論及社會問題，其具體觀點常受到更密切

的關注。

社會訓導是什麼?不是什麼?

目前，教會的社會訓導其確切實質，已有了恰如其份的澄清，

其所發揮的作用，也較獲理解了。我們可以說，在本質上它是倫理

神學，一種針對社會問題的倫理神學。 這樣的澄清是極為重要的:

首先，它說明了哪些是不屬於教會的社會訓導，此外，它還大大消

除了人們對教會處理社會問題時其真正意圓的曲解和錯誤觀念。

今天，掌握相當資訊的社會輿論業已明臼'無論如何不能再像

過去缺乏客觀批判能力的觀察家那樣，把教會的社會訓導看作是一

種意識形態，並將之與其他的意識形態相提並論。今天，從客觀上

講，教會的社會訓導既不是一種思想，也不是」種社會理論。它不

是一種特定的社會或經濟制度的藍圖;不是幕後操控的權力或使既

得的利益合法化，也不是一種理想化的烏托邦或一種為人類社會擬

設的抽象倫理議題。它別具 A格，自成一體。它為我們的時代闡述

教會對社會現實的見解，根據基督福音來評判現實，並提供人在社

會生活中的行為準貝iJ 0 基本上說，它是 種神學， ---{重倫理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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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來探索人類社會所提出的各種道德問題。

教會的杜會訓導既具有神學識照，也具有社會的現實意義，因

為在社會訓導中，教會是借重理性的反省干fJ人類科學，為生活在今

日社會中的人們提出合乎基督信仰的具體人生觀。這正是教會為社

會的建設者們提供的服務。正如教宗在望. (~~祿二|些在其《社會事

務關懷〉通論中所言: r 教會借助於理性反省與人類科學，設法促

請人們負起身為人頡社會領袖的犬職。 J 1 

所以，我們不可誤1I等教會的社會議11導視同介乎共產主義與資本

主義之間的第三種途徑，仿佛教會正鼓吹另一種意識形態以建立一

個新的社會制度似的。教會並不提出某種思想、某種社會、經濟或

政治制度。這並~r.教會的活動權限範悶。教會的適當角色，在於詮

釋社會活動中的道德價值，並提供符合福音人|生尊嚴觀點的社會行

為準則。關於這」點，教京若望﹒保祿二 [U:亦佇明確闡述這: r 教

會的社會副11導不是介於白白資本主義與馬克思集權主義之閥的第三

種途徑，也不是其他較不過份對立的解決辦法以外的另一一種替代方

案。吏的.切地說，它自成辛格。它不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是在社會

與國際的秩序巾，在信仰及教會傳統的光照下，對人存在的複雄事

實進行}Hj)計的反省，再根據版省結果，提出正確的說明。其主要目

的就在於解釋這些事實，確定這些事實在對人和1人的使命 i三是古典

桶舌的教導相一致。此種使命眉目是屬於世間的，再則也是超越世

間的，旨在指導基督信徒的行為。因此，不屬於意識形態的領域，

而屬於神學領域，特別是倫理神學的領域。 J 2 

關於天主教社會訓導(l/J~ili學意義，及其與救會傳教使命之間的

相互關係，教宗若望保祿;二昕一 1991 年 5 月 1 日發表的《百年》通論

有更進一步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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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積月累的經驗成果

一般對教會的社會訓導再度發生興趣的另一種原因是，人們並

沒有把它看作是一系列僵化不蠻的社會準則，反而認為它具有豐富

的思想內容，而且尚處於發展過程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教會的

社會訓導就是一種緩慢，謹慎和持續增長的努力，其目的就在於理

解人類家庭的社會經驗，並在精神上陪伴人類家庭。這種訓導不單

單是理論上的，而且還是非常實際的。這是因為它不斷接受歷史的

檢驗並不斷地獲得再生，因為教會的反省是以特定社會中所發生的

變化及其所引起的道德挑戰為對象。這也就是為什麼近幾年來，教

會當局H乎籲對天主教的社會思想再度進行思考的原因。幾個世紀以

來，基督徒的社會思想經過不同文化、不同時代的衝擊，面對倫理、

精神方面的不同考驗，其內容已臼趨豐富。

因而，當今所面臨的緊迫問題，需要基督信徒認真加以研究並

承擔義務。 1985 年的主教會議曾這樣指出: r 事實上，我們目睹

當今世界到處都存在著愈演愈烈的飢餓、壓迫、不義和戰爭，苦難、

恐怖主義及其他各式各樣的暴力。這一切都要求我們重新聞展一次

更為深刻的神學反省，以便根據福音的訓導詮釋這些現象。」主教

會議得出的結論是: r我們必須進一步理解什麼是教會的社會訓導，

以及又如何在人類日新月異的發展中實踐這種訓導。 J 3 

發展中的過程

因此，主教會議的這一及時的呼籲促使我們重新把教會的社會

訓導作為-個不斷發展中的過程來檢驗。這符合基督徒的經歷。幾

世紀以來，基督徒曾努力了僻他們在各種不同的社會情況中所應承

擔的責任。正由於有太多人把教會的杜會訓導當作是一系列僵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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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建議來看待，才有重新闡明此一觀點的必要。

我們不妨回顧一下，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天主教會圈內

曾就教會的社會訓導的現實性和其意義展開了 場論戰。對某些評

論家來說，所謂「教會的社會訓導」無非就是」種意識形態上比較

有效的選擇，用以替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一類的意識形態。別的

評論家則把教會的社會訓導看作是教宗通諭的綱要，光是字面上的

引用，對了解教會在當代社會中的角色似乎沒有多大幫助。

但是，今日的情況則大不相同了，這是因為人們對梵蒂崗第三

屆大公會議的訓導已有了更進」步的了解。而教宗保祿六世和當今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努力不懈也發揮了相當大的影響力。他們明確

地促使教會的社會訓導涵蓋當今社會所面臨的幾個主要問題，譬如:

正義、人權、自由、解放、發展、和平、自然環境、保護家庭、工

人、被壓迫者、少數民族，以及臼由組織，關家和國際團體的責任。

目前，人們已進一步理解到教會的相會訓導是一種「不斷的關

懷」和開放的過程。這意昧著，就教會與社會和其他團體的關係而

言，教會今日所要確認的不只是抽象推論的結果，而是在不斷變化

的社會環境中長期思考和實踐所積累起來的經驗成果。這經驗始於

教會的初期，從那時起，教會便始終都在關心世世代代所發生的各

種杜會變遷。

上述幾個小節旨在概述教會這種活生生的、與日俱增的經驗。

教會正努力以基督徒的思考與理性的研究，將福音的各項原則應用

到不斷變化的吐會現實中。



17/重讀天主教社會副|導

2. 教會與社會=相互影響

首先，我們必須明白，教會不fEJ. r教導」社會，而且還向社會

「學習」。事實上，教會與社會之悶的關係就是一個相互影響與作

用的過程。一方面，歷代社會已給教會打上了清晰的烙印，並把她

看作是一種社會實體。不用說，教會本身也因文化變遷以及科學、

藝術、生產與通訊技f耘的進步與發展而深受影響。這些社會變遷曾

部分受到了教會自身的影響，現在則以新的社會情境，為基督徒和

非基督徒開闢了孕育人類的新途徑。從這個意義上說， f.盡管教會意

識到她自創立時就具備了臼己的基本特{毀，但是她還是在過去的幾

個世紀中經歷了深刻的外在變化。因此，我們有理由把初期教會與

中世紀教會或當代教會區別開來。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要了解教會的行動對社會產生了怎樣的作

用，那麼，我們可以從各個不同的層次上考察基督信仰的影響。首

先，教會I封於其堅持正義與慈愛的核心價值，在過去幾個世紀中，

深深塑造了集體道德和社會風尚。此外，教會對社會的另-種影響

是由於基督徒所從事的各種慈善活動及其所投身的社會工作。從另

一層次上說，教會清晰的社會哥11導是影響社會行為與結構的一條特

出的道路。經過了幾個世紀之後，這層面的影響顯得越來越重要了。

在此，我們將重估這幾種不同類型的社會互動;在變動的社會

中，這幾種類型的杜會互動，各已有所發展。它們正好說明了基督

徒的世界觀、思想和訓導是如何深刻地影響了社會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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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人皆兄弟:一種觀念的影響

歷史 l二，幾乎沒有什麼觀念像基督徒「人人皆兄弟」的理念那

樣，在社會上發揮了如此重大的影響。這一理念是在舊約時代先生日

們的宣講過程中運漸萌芽的，先知們視正義與憐憫為社會關係中的

核心價值 。人人皆兄弟與同情互助的理念則是從如下的信條中漸

次發展而來的，即:每一個人都應得到我們的幫助，特別是窮人、

外方人、寡婦、孤兒和受難者。在新約聖經中，正義與憐憫的觀念

益形深刻、擴大，且益趨豐富。

仁愛和慈善成了社會關係的準貝Ij 0 不但要愛朋友和自己人，而

且還要愛陌生人、敵人、迫害我們的人。愛，不受種族、社會地位、

性別的侷限;不分猶太人或希臘人，作奴隸的或自由人，也不分男

人或女人，因為你們在耶穌基督內部成為一體了(迦三 28) 。天主

自身就是這種友愛的標準。所有的人都應該彼此相愛，正如天主愛

他們一樣。耶穌教導我們說「我怎樣愛你們，你們就應怎樣彼此相

愛。 J (若十三 34) 。

早期教會已在與其接觸的所有社會中傳播了「人人皆兄弟」的

新思想。第一世紀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寫信給某位狄奧格內圖斯，解

釋基督徒如何完全投入社會生活的各層面以及他們的信仰又是怎樣

可以改變世界的。他在信中寫道: r基督徒無論在國籍，語言和服

飾方面都與其他的人沒有分別。他們並不使用別人不懂的特別方言，

而且他們的生活方式也並無特殊之處。在衣、食、住、行方面，他

們入鄉隨俗，盡力適應當地的環境。然而，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了，

他們所嚮住的天國法律卻是那麼不同尋常，令人大惑不解。他愛所

有的人，可是所有的人卻又都迫害他們。總之，基督徒在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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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人的靈魂在人的肉軀中一樣。他們似乎是被囚禁在世界的監牢

裡，然而他們卻是維護這個世界的4 0 J 早期基督徒確信，他們的

信仰和生活方式可以改變社會。他們把自己看作是「世界的靈魂」。

那正是一種社會變革的激進原則。

早期作家

教會的教父們詳細解釋了這一訓導，並將其應用到具體實踐之

中。克萊門 (Clement of Alexandria) ，巴西略 (Basil the Great) , 

額我略 (Gregory Nanzianzen) ，額我略 (Gregory of Nyssa) ，金口

若望.安博 (Ambrose of Milan) ，奧斯定等，都是以這樣的方式對

受到福音啟迪的社會訓導做出貢獻，促進其長發展。他們以其著作

和宣促使個人，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各個層面打 l::.T 基督信仰的烙印。

他們是窮人和被壓迫者最堅決果敢的保護人。金口若望毅然警告有

錢人說，如果他們不用財富來為大眾謀幸福，就是犯了偷竊罪，因

為天主所創造的財富是注定要為全人類享用的。這些思想家們以福

音理想感化了同時代的人心，完成了輝煌的使命。因此，他們是新

思維的創造者。他們為基督信仰的人文主義舖干了道路，其影響深

深滲透到了社會的各個角落。基督信徒正在學會如何促使整個文化

接受福音的洗禮。

聖奧斯定清楚闡明了教會的社會良知。他曾促請其同時代的統

治者回顧福音對社會的影響: r 請找找看，是否有誰能比成長於基

督司11導中的人更能做個好公民、好士兵、好丈夫、好妻子、好兒子、

好女兒、好主人、好僕人、好l喝玉、好法官、好納稅人、好國庫官

員。所有這些好人的條件，無一不是基督訓導所要求的素質。如果

他們真的那樣做了，我們就將看到，他們是否還會說，教會是國家

福利的一個障礙。 J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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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氣質的傳播

隨著基督信仰在地中海地區的傳播，特別是在君士坦丁時代和

中世紀時代，福音精神便深深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如:婚

姻、家庭、教育、政府、商業和經濟生活。基督徒所宣揚的價值觀

深刻地影響了法律、司法、法學的施行，並促成了若干重要的法典，

如: 529年完成的查士丁尼法典 (Justinian Code or the Summa 

Rei Public) 、 1140 年完成的格拉提安教會 (the Decretan) of Gra

tian， 1338 年完成的格列哥利九世教令集 (the Decretales of Gregory 

IX) 。在藝術、貿易和職業方面，基督司11導在合約、薪金、貸款、

利息和價格問題上得到了體現。藝術、建築學、文學和戲劇中始終

貫穿著宗教主題。在考慮國際關係和諸如戰爭與和平等問題時，也

是從基督信仰的觀點出發的。

我們可以說，教會對社會的主要影響是通過道德法規對社會產

生潛移默化的作用而實現的。教會藉著宣講誠實、愛鄰人、忠於婚

姻、獻身教育、遵守合約、以各自的工作和專業為公共事業服務等

美德，有效塑造了社會態度和結構。正因如此，歐洲才被稱為基督

文化的大陸。這是一個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成就，因為在以後的幾

個世紀中，歐洲在傳揚基督信仰的過程中將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

6 

到了中世紀晚期，經濟活動，商品生產和貿易以及國際交流都

獲得了重要的發展。隨之而起的是銀行的興起，資本的轉移，人口

的流動， r 進而觸發了一場急劇的城市化運動。經濟、社會和政治

領域中的種種運作，需要新的倫理標準。」於是，訂定更有系統的

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方案，乃成為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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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論述社會問題的第一個有系統的訓導

神學家和思想家們精心研究了教會在這種新的社會形勢下的經

驗和實際的訓導工作。在那個時期中，神學家、倫理學家和聖教法

典學家對天主教社會訓導的發展做出的貢獻是驚人的。粗略調查-

F其中幾個典型的貢獻，即不難明白。對有興趣的讀者而言，匆匆

瀏覽其中某些章節便足以心滿意足。我們不妨回顧一下，聖多馬斯.

阿奎那 (1125 - 1274) 便是首批以系統方式處理社會倫理問題的大

師之一。他還特別在其《神學大全〉一書中論及了正義( II . ll. 

Q.57-78) 和法律( 1 . II . Q.90-108) 等問題。

各種修會

當時，在教會的各修會哩，有幾位成員是杜會新形勢的良好觀

察員，他們提出了一種符合時代要求的倫理神學。佛羅倫斯的道明

會士聖安安東尼 (1398 - 1459) 寫了→部《倫理學大全> '論述各

種社會問題而見解獨到。偉大的經濟學家熊彼得 (Joseph A. 

Schumpeter) 視聖安東尼為「第一位對經濟過程的各個重要層面具

有全面認識的作家7 0 J 佛羅倫斯的聖安東尼i各守倫理學家的傳統，

對其所處時代的經濟倫理問題提出新的詮釋和解決方法8 0 此外，

方濟各會也有一批倫理學家，其中值得推崇的:有奧里維 (Pietro

Olivi) 及其《論買賣〉一書 (1920 年出版) ，這部書是經濟倫理學重

大發展的代表作;亞歷山卓 (Ricardo Alessandro of Alessandria) 

及其論著《論高利貸> (1303 年出版) ，西埃納 (Saint Bernardine 

of Siena 1380 - 1440) 及其大量的著作和宣講。 9

除了方濟各會士以外，這明會士和耶穌會士也投注了極大的心



I 社會訓導的源起及現代意義/22

血，精研能應用於社會和政治生活上的倫理神學。他們的生活方式、

工作和管理制度，對社會的進步也產生廣泛的影響。歷史學家穆林

(Lleo Moulin) 即曾說明修會如何透過其會務管理，為歐洲的民主

原則的萌生預為鋪路10 。政治學家們至今仍在研究修會所製定的憲

三""早。

穆林曾形容道明會的組織是「一座憲法大學常 J 0 耶穌會士則

透過其靈修方法及其興辦的學校而確立了一種強調服務、探索和開

創精神，鼓吹現代化與文化基督化的教育制度。

同時，有關社會問題的宗座文獻也開始出現了。這些文獻論述

諸如始於歐洲的販奴問題。 1461 年，教宗比約三世斥責奴諒販賣

為「滔天大罪 J 0 1455 年和 1515 年，教宗卡利斯托三世和良十世

經常處理高利貸的問題。 1537 年教宗保祿三世頒佈了《真理本身〉

通諭 (Ventas Ipsa) ，強烈維護備受新世界殖民主義擴張威脅的本

士民族尊嚴。

一代宗師

十六世紀是天主教社會思想發展的一個高潮。其中，大神學家

方濟 (Franciso de Vitoria 1480 - 1546) ，德索托(Dorningo de So

to,1494 - 1560) ，伯拉明 (Robert Bellarmine,1542 - 1621) ，方濟

( Francisco Suarez,1548 - 1617) 等等，都著書立說。這些著作日

後便成為有關立法、司法、教會與社會關係，以及國際秩序問題的

經典作品。所有當代的政治和國際法專家都熟悉他們的大名。 11

i直到十八世紀末，日後出現的作家們都曾受到過他們的影響。

被視為全歐第一位經濟學家的費迪南多 (Galiani F erdinando, 1728 

- 1787) 便是其中之一。在經濟學歷史的研究中，學者們普遍認為，

這些倫理學家都詳細地論述了現代經濟的最初基本觀念，諸如: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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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干iJ息、市場、合理價格、價值、公用事業、貨幣兌換、投資的

風險及效果。在他們從事經濟活動分析的同時，還制定了倫理原則

為商人、企業家、銀行家以及所有參與社會經濟生活的新興階級提

供了一個嶄新的職業倫理學說。

十七世紀偉大的宣道者如:博舒埃 (Bossuet) 和文生 (Vincent

de Paul) 在當代社會問題上產生了不少影響。西班牙的神學家若望

(John of Saint Thomas) 也發揮了同樣的作用。

十八世紀，教宗本篤十四世撰寫了關於種族問題的 f Immensa 

Pastorum> (1741 年) ，並堅持「窮人應享有求生存所需的當然權

利 J (Acerbi Pla凶， 1742 年)。他還論述了高利貸問題 (Vix per

venit, 1745 年) ，並再次論及窮人的權利 (Ex Commissione Nobis, 

1751 年)。

模範社會

現在，我們可以坦然陳述這發乎基督信仰的杜會訓導了。信奉

基督宗教的作家們所提倡的模範杜會是建立在以下幾個核，心價值之

上的: 1.人、人性的尊嚴、自由和責任; 2. 作為社會最基本組織

的家庭; 3. 公民之問團結互助，關心社會公共福利，並特別要關心

窮人; 4. 在不違反一切財富屬於全人類共享的原則下，允許財產私

有權的存在; 5. 為一切經濟活動的合伙人制訂有關正義、公平與職

責的各項原則; 6. 從個人和社會兩方面估計工作的價值，工人的價

值要高於其所生產的產品; 7. 民選領導人須具有道義感，其權力建

立在神學和哲學基礎之上; 8. 透過公正的國際秩序，來尋求兄弟友

誼與和平。



I 社會訓導的源起及現代意義/24

5. 教會面對工業革命

十八世紀晚期，工業革命與經濟白山主義聯于改變了傳統的社

會結構和價值。廣大勞工集中於城市之中，根據十九世紀所做的幾

次調查來看12 '男女工人和童工的各種生存條件是↑參無人道的。沒

有合同，每天工作十四小時或十四小時以上，而所得的薪金，卻是微

乎其微，完全任由他人宰割。工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在工業尚在發

展的國家中，激發了基督徒的思考和行動。

天主教會以提供直接的援助與行動，和鑽研新經濟所需的倫理

標準，嘗試解決這些新的問題。教會直接幫助窮人、開辦貧民醫院、

貧童學校、探望工人家庭。在意大利，聖鮑斯高創立了慈幼會，推

展貧民教育和慈善工作。在杜林，聖科托倫戈 (St. Giuseppe Cot

tolengo) 成立了「小人物之家」。在法國，奧匣南 (Frederic

Ozanam) 於 1833年創立了聖文生慈善會 (the Society of St. Vin

cent de Paul) 這些機構，連同修女設立的醫院和修士為窮人創辦的

學校，都是著名的慈善活動的實例。此外，天主教的實業家們也直

接援助他們自己的職工。譬如:法國的阿梅爾(Leon Harmel) 同他

的職工住在一起，將他們組織起來，參與行政管理工作。還有人設

立俱樂部，使資方和職工們能從基督信仰的觀點，共同面對新問題。

法國的 Oeuvre des Cercles 就是 4個典型例子，兩名早期天主教社

會運動領袖 Albert de Mun 和 Charles La Tour du Pin '都大力推

展其組織活動。



25/重讀天主教社會訓導

6. 新時代的社會思想

除了在本堂口、醫院、學校和慈善事業機構中的窮人服務之外，

天主教徒還逐步提出了一種嶄新的思想體系，意在以基督所宣講的

福音觀點去了解各種新的社會問題，並提出足以解決這些問題的方

法。在法國，巴爾熱蒙 (Villeneuve de Bargemont) 於 1834 年寫成

了《政治經濟和基督徒生活〉一書。在意大利，塔帕雷利 (Luigi

Tapparrelli d'Azegeio,1793 - 1862) 與《天主教文明〉雜誌合作，

出版了五冊《自然律〉和一即有關政治經濟學之哲學原則的著伯。

意大利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是托尼奧洛 (Giuseppe Toniolo) 。他

於 1893 年創辦了《國際社會科學〉雜誌。

在德國，美因茲的樞機主教科德華 (Bishop Wilhelm E. von 

Ketteler, 1811 - 1877) 是天主教社會運動的重要的知識分子發起人

之一。這一運動在 1870 年以後，便很快遍及全歐。科德華曾在

1864 年發表過一篇有關勞工問題的研究報告，題為《勞工問題與基

督信仰} ，引起了國際上的過響。科德華對於天主教社會思想的貢

獻十分卓越，因為他能夠把基督信仰上的反省與社會分析、新工業

制度批判，以及鼓吹有組織的政治行動等結合在一起。後來教宗良

十三世曾稱他為「我們的前輩，我曾向他學習 13 0 J 科德華的學生

福爾格桑 (Karl von Vogelsang,1818 - 1898) 在奧地利創辦了兩種

草:it.~.志，一種稱作《祖國} (1875 年創刊) ，見不垂稱為《基督徒的

社會改革} (1879 年創刊)在國內產生很深的影響。

在法國，經濟學家佩林 (Charles Perrin) 和弗雷佩爾主教

(Bishop Freppel 是有活力的社會運動領袖。在比利時，杜特魯主

教 (Bishop Doutreloux) 及其合作者鮑狄耶神父 (Abbe Pottier)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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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 年和 1890 年之間，組織了「天主教社會事業會議」。此外，

值得特別注意的尚有西班牙的哲學家巴爾梅斯 (Jaime Balmes) 。

主教們的社會參與

瑞士梅爾米約樞機主教 (Cardinal Mermillod) ，英閻曼寧樞機

主教 (Cardinal Manning) 美國吉本樞機主教 (Cardinal Gibbons) , 

澳大利亞莫蘭樞機主教 (Cardinal Moran) 是十九世紀許多探索解決

所謂社會問題的主教們的代表。此外，還應提及法國、比利時、德

國、意大利、西班牙、英國和美國其他許多主教的名字。他們通過

自身的宣講和行動，逐步參與解決他們所處時代的社會問題。德魯

萊爾神父 (Fr. Paul Droulers) 曾針對十九世紀法國主教們在社會問

題上的立場，費，心作過一番研究。 從該研究中，我們獲悉當時的主

教們在譴責不義、捍衛窮人，呼籲建立公正和合乎人道的社會秩序

方面，是如何盡心竭力。在《共產黨宣言〉尚未發表 (1848 年)之

前一一一該宣言曾被誤認為是當代首次提出的社會變革的要求一一

法國主教ir~ 14已經在大量的牧函、四旬期致詞和主日彌撒道理中提

倡社會改革了。儘管當時的實業家和政府充耳不聞，主教們所提供

的社會副11導至今仍是值得我們記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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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天主教的社會組織

天主教社會活動的形式是多樣化的，在緬音精神鼓舞下積累起

來的豐富經驗已成為進一步深化訓導工作的基礎。其中，首批杜會

活動的領導人之一德國天主教司鐸科爾平 (Adolf Kolping) 便創立

了→個青年主人協會。 1879 年，這個協會已經發展成為擁有七萬

名會員的 525 個工會。有幾個類似的活動形式也值得一提:譬如1 : 

1886 年以後，首先在比利時繼而在瑞士、德國和法國創建的「天主

教工會 j ，在奧地利、德國、比利時、 ~t:岡、瑞士、荷蘭建立的

「基管教民主黨 j ，各地紛紛成立的「合作社」以及各種青年工人、

手工藝者和農民的協會;在比利時、德國、章太平u 、奧地利、荷蘭

所舉辦的「天主教會議」。這一切都是天主教會扶助窮人的社會表

現。

在英國和美國，天主教的工會和政黨從來都未建成，但是這些

國家還是認真幫助信奉天主教的工人，鼓勵他們參加非宗教|生的社

圈。主教們還通過各種組織、社會培訓計劃以及工人的精神培育來

滿足他們的精神需要。

這個簡峙的回顧實在需要許多解釋和進一步的證實，不過，我

想它已經傳達了本章的宗旨一一即探索天主教的社會思想是如何以

紐慢、耐心的步伐邁向成熟。當然，天主教徒的社會參與常常伴隨

著各種考驗和挫折，而這些考驗和挫折又都發生在探索E業革命所

面臨的各種嶄新而複雜問題的過程之巾。他們的分析經常會引出不

同的觀點和針鋒相對的解決方案。之所以如此，完全是由於他們根

據各自的看法，來解釋層出不窮的經濟現實評估傳統社會和政體。

然而，上述的分析仍然顯示出天主教方面所付山的巨大努力，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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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急於為新時代的各種問題提供合於基督信仰的答案。在許多國

家，都有人用心研究天主教徒在這段艱難動盪的時期中充實豐富而

又錯綜複雜的經驗15 。如今， 11寺機已經成熟，正宜於進一步澄清事

實，提出更有系統的訓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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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劃時代的《新事》通諭

在當時，教宗良十三世的《新事〉通諭(發表於 1891 年)是一

個歷史性的事件。這是有史以來一位教宗首次在其首11導文件中針對

當代的社會問題提出完整的觀點，並且根據工人們的特殊情況，試

圖制定解決問題的原則。《新事》通諭開創了一種新的作風，因為

教會透過與新的工業世界的對話，直接向人民和有關人士發出了呼

籲，而不是僅僅限於提醒民政當局履行職責。〈新事》通論是在一

批國際專家的協助籌劃下擬成的，它H及取了教會多年積累下來的社

會思想和行動的成果。

教宗良卡三世提醒世界去關注如此眾多的男玄和兒童所不應遭

受的苦難。他建議教會、國家和民間社團共同解決這個問題。他寫

道: r必須迅速找到某種補救方法，以解決強行壓在廣大工人階級

頭上的痛苦和不幸。」他聲稱: r教會具有推動正義的道德權威，

國家有義務通過法規保護工人並捍衛工會的權利。國家應扮演補充、

支援的角色。以工人和實業家共同或分別組成的社團是促進各方，

特別是窮人利益的恰當途徑。」

《新事〉通諭嚴厲批評並譴責了自由資本主義的弊端和當時社

會主義不切實際的夢想。教宗良十三世這部文獻是教會社會討11導上

劃時代的作品。十九世紀末，它在教會內外產生了巨大的迴響。杜

思妥耶夫斯基以其誇張的筆法寫道:教會正在走向社會主義。自

《新事〉通諭發表之日起，每隔一段時期，教會都要舉行該通諭的

周年紀念活動，人們從中可以看出它的歷史重要性。

在本書的第二輯中，我們將會發現，教宗良十三世以後的歷任

教宗就發表了許多宣言，在天主教的訓導和杜會創舉方面，這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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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都追憶了《新事〉通諭所帶來的益處。這裹，洛許比亞 (Marie

Louise Rochebillard， 1860-1936) 的經驗值得-捉。他本人就親自受

到了《新事〉通諭的鼓舞，在法國首創了頗具影響的婦女工會。 16

在長達廿五年的教宗生涯中，良十三世還發表了有關社會政治

問題的其他文件;論社會主義的 Quod Apostolici Muneris( 發表於

1878 年) ;論民選政府的《臼久》通諭 (Diu turnum, 1881 年) ，論

教會與國家關係的《天主的不死者〉通諭(lmmortale Dei， 1885 年) , 

論自由與自由主義的《自由〉通諭 (Libertas Praestantissimum,1888 

年) ，論天主教公民觀點的 Sapientiae Christianae(1890 年)等等。

儘管這些文獻談論十九世紀的具體問題，但是它們所提出的指導方針，

卻推動了教會社會訓導的發展，為日後司"導作J117的問世奠定了基礎，

並在梵二大公會議中達到了Jw峰。 17

在教宗良十三世的許多社會訓導文獻中， <新事》通諭可謂出

頡拔萃，它確是一個歷史性的成就，是教會社會訓導史上的一個里

程碑。但是，就《新事〉通諭的全部重要|企而言，它絕不僅僅是一

個開始，而是多種經驗積累的結果，正如我們在前面所討論的那樣。

我們不妨回顧~T: 譬如梵蒂崗第一屆大公會議(1869 - 1870) 

曾隆重頒佈 f某項有關「社會問題」的文件，但由於羅馬的淪陷，

未能完成其計劃。 18

然而，這絕不減損《新事〉通諭的價值。反而，更突出了這部

通諭本身體富的商11導思想的實際背景。它的價值與獨特性仍然廣受

全球公認。直到今天， <新事〉通諭仍是深入探討天主教社會訓導

的參考資料。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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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新事》通諭以後教會的社會訓導

繼教宗良十三世之後，教會當局便頒佈了一系列大量的社會訓

導文件、通論、告誡、臨時牧函、宣言或講道20 。我們在重溫其中

最重要的幾部文件的同時，還必須首先指出它們對教會的訓導所做

出的新的貢獻。儘管我們的調查因缺少篇幅，不能對這些文件的全

文做出分析，然而，調查本身卻符合我們當前的目標，亦即:觀察

教會在面對現代社會的種種挑戰中，其討1/導 L作如何繼續發展。

在《新事〉通諭頒佈後的第四十年，教京比約十」世頒佈了

《四十年〉通諭 (1931 年)。在過諭中，比約|一世推廣良卡三世

的訓導，討論他那時代的各種棘手問題，諸如J :壟斷資本、失業、

國家干預、工會角色、私有財產對個人和對社會的意義、階級鬥爭

的迷夢和國家權力的專擅濫用。教宗比約 1-- →世宣稱，要改革社會

秩序就需要所有階級本著公正和博愛的精神彼此和睦，互相合作。

這位教宗強調輔助性原則，主張社會的每一個階層都應該享有處理

各自問題的權利。他在《四十年〉通諭中審慎但堅定地維護了國家

干預經濟領域的合法性。那時，主張政府介入社經領域的凱因斯理

論21(John Maynard Keynes) 尚未風行。這個理論後來深深影響了

國家經濟生活的結構。〈四十年〉通諭曾贏得常時好幾位領袖人物

的喝禾'例如:國際勞動局局長湯瑪斯(Allert Thomas) ，美國的

羅斯福 (Fran Klin Roosevelt) ，德國經濟學家頌巴特 (Werner

Sombart) 。

教宗比約十一世還就各種社會和政治問題撰寫了其他訓導文件

22 :論和平的《奧秘何在〉通諭 (Ubi Arcano， 1922 年)論教育的

《教育〉通諭 (Divini Illius Magistri ， 1929 年) ，論家庭的《聖潔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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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通諭 (Caeti Connubii， 1930 年)論法西斯主義的 Non Abbiamo 

Bisogno(1931 年) ，論納粹主義的 Mit brennender Sorge(1937 年) , 

論共產主義的《贖世主〉通諭 (1937 年)。

在紀念《新哥華〉通諭發表五十周年之際，教宗比約十二世在

1941 年五旬節發表了一篇重要演說。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數度

呼籲光策和平，並制定公正互賴的世界的重建原則。比約十二世沒

有撰寫任何專論社會問題的通諭，但是，他的第一封牧函一一《崇

高的教宗職位) (1939 年)卻是以基督信仰的觀點對世界形勢做了

一番徹底的剖析。他的若干主要講辭到今天仍廣受引用，並被視為

對教會的社會訓導深具貢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歷年發表的聖

誕節文告 (1939 年- 1957 年) ，可說是一個社會訓導的文集。

在《新事〉通諭發表七十周年的時候，教宗若望廿三世頒佈了

《慈母與導師〉通諭 (1961 年)。在這部通論中，他再次肯定了前

幾任教宗的討11導，同時還涉及了幾個新的重要問題，特別是私人和

公共機構開創新局的角色，著眼於相互依存和彼此擔待的「社會化」

新趨勢，工人的合理報酬及其在企業結構中應享的地位，社會與經

濟發展，私有財產在現代生活中的意義以及婦女在今日杜會中日益

增長的角色。〈慈母與導師〉通諭更詳細地分析了當今世界所出現

的緊張形勢:即鄉村與工業地區之間，發展不干衡地區或國家之間，

人口增長與本地或全球所能提供的各種資源之間以民族獨立運動與

國際合作的必要性之間的緊張形勢。所有這些複雜的問題都需要以

尊重人性尊嚴、自由、道義責任，和精神渴望為原則的解決方案。

一切，心懷善意的人們，都應 本正義與仁愛共同努力。

1971 年， {新事》通諭發表八十周年之際，教宗保祿六世頒佈

了一封重要的公函一一一《八十周年〉該公函肯定了個人在國家和政

黨面前所應享有的自由;此外，還討論了最近的社會和政治思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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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由此而產生的不切實際的烏托邦思潮。這 4文件提出切實的建議，

幫助我們分辨與評價各類社會政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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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解決社會問題的關鍵

在《新事〉通諭發表九十周年之|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撰寫

了《工作〉通諭 (1981 年)提出了解決當代杜會問題的最初步驟。

它開門見山，切重要害，指出「工作問題是解決社會問題的關鍵」。

它根據舊約聖經中的創世紀來考察人的工作意義，認為工作由客觀

(所取得的成就)和主觀(工人的尊嚴、責任和權利)兩種因素構成。

如果將這個區別運用到經濟的各個部門並能獲得尊重，那麼，它就

會提供一個使社會生活更合乎人道精神的重要進徑。此外， <工作》

通諭詳盡地討論了現階段的勞資衝突，進而從人權立場，針對「直

接」與「間接」的僱主，討論複雜的工人權益問題，再分析由報酬

之最初形式和工會活動所引起的各種新問題。通諭也考慮到了今天

的農村勞動力，殘疾工人和移民。最後還提出了工作中的靈修問題。

「新事」通諭問世的百週年，教宗若望保峙二世再度隆重紀念

良十三世的著名訓導文件。 1991 年，他發表了「百年 J 通諭，並

宣佈了百週年那年為社會副iI導年，要召開會議，舉行活動，出版書

籍來慶祝。

「百年」通諭的主題是工作尊嚴和工人臼由。教宗若望保祿三

世認為歐洲共產政權的沒落，意昧著正義和真理克服了對工作權益

的侵犯。他說: r造成這次轉變的決定性原因，無疑地工作權益受

到侵犯」。由於這個原因，工人們終於擺脫了自稱為他們代表的極

權主義思想，重新獲得了以人的尊嚴和宗教白山為基礎的權利。教

宗稱他們的勝利為和平的勝利，說他們「使敵人自動放 F 了武器」。

教宗更指Hl人的自由與創造性的工作，是建立 1國民主社會不可或

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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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通諭討論了怎樣的社會、政治、倫理和宗教條件可以

保證個人的尊嚴和創造力以及共同建立團結互助的世界的責任心。

我們將在本書的第二輯分介紹「白年」通論的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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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保衛和平與世界大同

在近代，天主教的歷任教宗在促進和保衛和平方面扮演了重要

的角色。教宗本篤十五世曾在 1915 年告誡當時交戰國，並在 1917

年八月一日向這些國家的領導人發出了一份重要的函件。後來，他

便於 1920 年公佈了《上主的和平〉通諭。前曾提及比約十二世特

別以其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聖誕文告而名聞天下。教宗若望廿三

世在 1963 年撰寫了《和平於地〉通諭;該通諭甚至在聯合國引起

了廣泛的注意。它是第一部同時向天主教信徒和「一切善意人土」

而發的教宗通諭。當時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聲稱，他在消息報上

「興致勃勃地」閱讀了這部通諭， r 因為若望廿三世聽從了真理的

召喚。」這是蘇聯領導人破天荒第一次對教宗的言論表示了贊同。

《和平於世〉通諭的頒佈是一個重要事件，它給教會論及和平的社

會訓導注入了新的活力。

1968 年，保祿六世將每年的元旦訂為「和平日」來慶祝。從此，

教宗在這些周年慶祝活動中所發表的和平祝詞在教會內部，各國政

府領導人和廣大民眾中間便贏得了廣泛的迴響。歷代教宗都致力於

和平與人權事業，而且至今已有 119 個國家在梵蒂崗設立了外交機

構。這些建交的國家十分重視近代教宗所肩負的這項特殊使命。此

外，為了突顯教會投身於有關正義、和平、發展與人權問題的解決，

教宗保祿六世便於 1967 年在教廷特別設置了一個部門，也就是現

在所稱的「宗座正義與和平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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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需時時分辨

到目前為止，我們已經敘述了天主教社會訓導的進展過程如何

與歷代基督徒的經歷和思考緊密聯結。它是一種開放的經驗，不斷

關注日新月異的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層出不窮的問題。基督徒確信，

福音的真光將如同過去一樣指引現代社會的方向。要在這瞬息萬變

的社會中處理社會和道德問題，必須具備特殊的鑒別能力。

由於天主教徒有能力處理當今杜會的各種複雜問題，天主教的

社會訓導乃有了很大的發展。新的分析與來自基督信仰的識別能力

使現代的各種問題有了新的指導原則，諸如:核戰、國際債務、東

西方對峙，南北關係、解放運動、難民、環境保護、技術人員失業、

種族隔離、青年和婦女的新處境等問題。

這些實例都清楚表明了教會始終在關心人類大家庭的新的倫理

問題。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我們在此不打算詳細分析教會目前的

社會訓導思想。如果真如此做，篇幅勢必過長。況且，有些作家已

經在這方面做了十分有價值的論述，由本書參考書目中即可窺知。

我們從一開始就說過，我們旨在重新考察教會的社會訓導的歷史脈

絡和教理意涵。這樣做是為了提供一把詮釋教會社會訓導的現代意

義的寶貴鑰匙，藉此領悟教會在處理當前社會問題時的本意和精神。

在說明了這一點之後，我們便可以認真討論最近在教會的社會

訓導中一些重大發展。它們大都與許多的國際化了的社會問題相關

聯，所涉及的問題有:戰爭與和平、人權、全球人類的相互依存與

團結，環境保護。最核心和典型的是包羅萬象的「發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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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人類發展的核心問題

現在我們已看得出，所謂「社會問題」顯然大部具有國際性;

所涉及的範圍也不再是閻家，而是整個人類大家庭。當然，貧窮和

不義影響著某些個別的國家和社會團體，但是，今天我們更加清楚

地看出全人類密切的相互依存關係和他們對各民族的發展所承擔的

共同責任。從這一角度來看，教宗保祿六世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的兩部有關「發展」的通諭值得特別注意。

1967 年，教宗保祿六世公佈了《民族發展〉通諭，內容涉及當

時世界的新形勢，在那種形勢之下，經濟問題已成為世界性的。通

諭指出，單純的經濟增長不足以能決發展問題，因為發展不但是一

個數量問題，而且也是-個素質問題。整合的發展不僅僅意昧著經

濟進步也關係到個人在其文化和精神層次上的成長。它涵蓋了一切

的進步。世界上所以有這麼多的民族處在不公正的困境中，是因為

某些有可能而且也應該協助解決問題的圓家缺乏道德意識。該通諭

還論及如何通過國際援助和合作，開闢各種途徑，以敦促世界團結，

促進「每個人和所有人的全面發展」。教宗保祿六世這部通諭還有

一句特別引起公眾注意的精闢的話，那就是: r發展是和平的新名

稱」。

繼教宗保祿六世的〈民族發展〉通諭之後的二卜年，教宗若望﹒

保祿二世在其論《社會事務關懷〉通諭 (1987 年)中，再次強烈肯

定了人類在發展文化和精神方面的重要i宜。他還反複強調了發展的

國際性。他說: r 今天，教會的社會訓導必須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加

朝國際觀點而開放。」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發展的任務越發變得重大而緊迫。事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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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貧國狀況更加嚴重了，而且遍及更多地區。社會變遷速度的

加快，使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變得更加駭人聽聞。已有幾百萬人生

活在沒有希望之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一些場合中用「生活沒有

希望」一詞來描述極度貧窮的人生悲劇。因此，我們必須對壓迫我

們如此眾多兄弟、姐妹的貧窮類型重新進行一番道德上的評價。物

質的貧窮或必須品的區乏，使人的生活水平同年到了非人的程度。

然而，還有一種貧窮是由於肆意踐踏社會文化和宗教自由的基本權

利而造成的。這是一種極度嚴重的貧困;實際上，較之物質貧窮來

說，它會給人帶來更多的痛苦。由此可見，發展的任務不僅僅涉及

第三世界國家，而且也涉及所有遭受身體、文化和精神壓迫的男女

所處的國家。每一個民族的主權和文化特徵部包括在人類進步的基

本目標中。要把對窮人的優先選擇和愛，特別放在第三世界一邊，

但是，我們絕不可忽視富有國家中仍有一大批遭受經濟和文化剝削，

不受尊重的國民。「發展」關係著世界上所有的窮人。

今天，各種形式的貧窮之所以益形惡化，係因東西方意識形態

的壁壘所造所的緊張，使每個人都備感壓迫。這種壁壘還形成了一

個分割世界的龐大機器;使大量的資源耗用於軍事或「防禦」計劃

中，結果反而剝奪了人類家庭全面發展所需的資源。

低皮開發的道德根源

根據對今日世界上各種低度開發現象所作的現實分析，我們看

得出當前這個時代的種種貧窮都有其政治根源，以及由許多人作惡

或輕忽所造成的罪孽。這位教宗說到了「罪惡的結構」。他號召我

們進行一次集體懺悔。面對當前普遍貧窮不[J低度開發的情形，每個

人都應認真檢討自身的道德行為。我們可以把發展所提出的挑戰，

看作是號召「團結互助」。這是唯一有力的現實，因為，它能以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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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真實生命為基礎，重新確定買進步的含義。團結互助是發展的關

鍵詞。有幾種不同的說法強調了它的重要性，即: r 團結無疑是基

督徒的美德 J ' r 和平是團結互助的果實」。如果我們把追求經濟

目標或物質財富的積累視作唯一目標，那麼，我們就違背了發展的

真正使命。

基督徒確信:福音的真光終能改革當前盛行的文化，這些文化

肆意阻撓發展政策的實施，並威脅世界人類的前途。我們必須拋棄

那種消費主義的文化，各種壓迫人的意識形態，以及一面對普遍存

在的痛苦和貧窮，即心灰意冷的消極態度。我們要建立團結互助的

文化來取代那些腐敗的文化，確實履行服務於人類大家腥的義務。

凡是為了和平與正義而努力的人，必將看到希望的曙光。貧困大眾

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需要希望。基督的福音，能為全人類帶來希望

的文化。這文化則是人類得以從各種物質、政治和精神壓迫中解放

出來的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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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普遍存在的社會意識

教會的社會意識另一驚人的發展，在於當前天主教思想的各方

面，幾乎都對今日問題有了社會覺醒。這在梵蒂崗第二屆大公會議

中己看得很清楚。梵二大公會議有效地推動了基督信仰與當代世界

之間的新的對話。閱讀《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1965 年)的

人都會發現，這是天主教社會訓導的一個傑出的綜合介紹。該憲章

共分九章，先後討論了以下幾個問題:人的尊嚴、人類社會。人在

大自然中的活動，教會在今日世界中的角色，婚姻與家庭的尊嚴、

文化的發展、各民族的進步、社會經濟生活的方向、政治社團、促

進和平以及建立一個包括各個國家在內的人類大家庭。

梵二大公會議對於天主教社會思想進步的貢獻是巨大的。這一

點並沒有一貫受到評論家的注意。其實，梵二大公會議是一個轉換

點，因為那次會議期間，教會曾從普遍的和多種科學的角度出發，

系統地研究了現代問題，並為人類社會的各種新的需要提供了嶄新

的神學答案。在本書第二輯中，讀者將會看到一些梵二文獻摘錄從

中即可明白究竟。

天主教會就是這樣逐漸察覺到社會的各類需要，並體會到了她

在-個渴望正義的世界中所應承膽的責任。近幾任教宗在所有重要

文獻中，都多次論及了和平、正義，解放等問題，即使文獻主題不

是社會性的，一樣給予關注。例如，教宗保祿六世在他的《在新世

界中傳福音》文告中，便申論了有關正義與解放的重要發展。他談

到許多民族為正義而奮鬥不已: r我們都知道，有許多民族正在努

力奮門設法克服一切使他們處於生死邊綠的惡魔，諸如:慢性疾病、

文盲、貧窮、國際關係，特別是商業往來中的不公正，以及與舊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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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殖民主義同樣殘忍的經濟與文化方面的新殖民主義。正如主教

們所重申的，教會有責任立佈解放億萬人民一一閃為他們中許多人

是教會的子女一一有義務幫助他們獲得解放，為之作證，並確保一一

解放的徹底性。這是教會宣講福音份內的事。 J 23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大部分文件和講辭都反映了他對我們同

時代人的需要和渴望所不斷表示出的關懷。我們可以在他的通諭和

牧函中找出幾個實例，譬如:於 1979 年頒布的《人類救主〉通諭

描述了物質文明給人類帶來的危害和今日人類對公正發展的渴望;

於 1980 年頒布的《富于仁慈的天主〉通諭論述了天主的仁慈及世

人追求正義;於 1981 年頒布的《家庭團體〉勸諭分析了家庭生活

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它反映了保祿六世的《人類生命》通諭所提到

的許多有關社會問題的方面;於 1984 年頒布的《論和好與懺悔》

通諭也涉及了我們這個時代所特有的「杜會'1生」罪惡;於 1986 年

頒布的《主及賦予生命者:聖神〉通諭譴責了無神主義的違背天主

聖神的最嚴重的罪過之一一:於 1987 年頒布的《敘主之母〉通諭中

形容瑪利亞對那些追求社會解放和樂意服務窮人的人深具啟示作用;

於 1988 年頒布的《聖母年論婦女的尊嚴與聖召〉牧函則討論了女

權的提高以及婦女在教會與社會中的角色。

正義的文化層面

所有這些實例都肯定了我們的這個論點:教會的社會訓導深深

紮根於神學和傳揚福音的活動，以及教會的全部重修生活之中。這

有助於我們理解如何從個人和集體良知的層面，尋求解決社會問題

的方案。實踐社會正義深受社會文化因素的制約。這就是為什麼天

主教會的行動對於促進公義、和平與人性尊嚴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原

因。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極其強調文化與正義齊頭並進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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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特別是天主教徒，都要嚴肅地自我反省-下

各民族發展基礎的條件，這是當務之急。今天，我們越來越清楚地

看到，文化的進步與建立公正友愛的世界，是密切相關的。 24

這個新觀點十分清楚地反映在教宗若望﹒(呆f祿二世有關文化的

一篇重要的講辭之中。那是他於 1980 年在巳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所發表的一個動人心弦的呼聲。它強烈呼籲人類利用其所有精神資

源來捍衛人類，反對戰爭和壓迫的威脅，並維護各民族的主權及其

全面發展。「人類和世界的前途正在受到嚴重的威脅。」這位教宗

說，我們的前途繫於道德文明的復興。「是的，人的前途繫於文化;

世界的和平有賴於崇高精神;人類的和平未來取決於有沒有愛。」

25 

今天，天主教徒更加認識到，要在這個世界上推進正義，他們

所要採取的行動就應該觸及產生壓迫、非正義和不應有的貧窮的主

流價值觀念和社會態度。社會行動就是實踐文化模式。在文化福音

化和建立人道社會這方面，教會正扮演決定性的角色。她的影響觸

及人的良知和各國的文化。這是教會所扮演的一個重要角色。如今，

這個角色正廣受舉世的公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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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一種更豐富的人權理念

在過去的一百年中，聖座理所當然地被譽為「為人權而呼籲的

宇宙之聲」鈞。在輿論界上，教會旗幟鮮明地主張社會正義和各民

族間的友誼。近代的教宗和主教都人性尊嚴的積極倡導者。教宗比

約十二世在 1942 年聖誕文告中提出了一個人權大綱和建立合理社

會秩序的各項原則。教會素來維護個人、家庭和社會的權利，即使

「人權」一詞曾因被用來鼓吹革命、反抗教會27 '而遲至晚近才漸

漸普獲接納，亦無損於這個事實。許多天主教徒遲於支持聯合關於

1984 年發表的《普世人權宣言) ，原因是，他們對該宣言不承認天

主的基本權利表示遺憾。

但是，教會能重新確定其固有理念及其對人權的神學見解，卻

是令人贊歎的。在教會看來，人權宣言應該謝絕任何對宗教的排斥。

梵三大公會議清楚表明了當前教會的態度: r教會根據她所領受的

福音、宣揚人的權利，她承認並非常尊重今日蓬勃興起的運動，因

為這些權利正是因這些運動而到處受到保護。然而，這些運動必須

具有福音的精神並抵制任何形式的偽裝自治。 J 28 

早在 1963 年，教宗若望廿三世在其《和平於世〉通諭中就已

經公開承認聯合國人權宣言的基本價值，並在其通論的第一段中以

基督信仰的觀點對人權進行了一番詳細的描述和l詮釋29 0 二十年後，

當今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也紀念了這一重要事件。他談到前任教宗

若望廿三世時說道 : r 他表達了教會贊同本文件的內容要點，這是

一部有利於全體人類的真正公約，首先受惠的是那些最易受害和受

威脅的人們。 J 30 

教會的另一有效的貢獻是，她把《人權宣言〉解釋為一種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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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的過程。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 1979 年 10 月 2 日在紐約聯合

國大廈中有力地強調了現代人對人權的持續發展的願望，認為這是

今日文化的一部分。他說道: r 目前有一種運動，大家都希望它持

續進步，不斷發展， {普世人權宣言〉和其他國際的和國家的司法

機構正努力誘導人們普遍意識到人性的尊嚴，並至少規定出幾個不

可剝奪的基本人權。請允許我列舉一些普受承認的最重要的人權。」

接著教宗列數了與生理、心智、精神、文化、社會和宗教各方面的

幾項基本權利。最後，他結論說: r 無論何時何地，它們總是關係

到人，關係到整個的人。 J 31 

對教會來說，維護人權和人類文化特徵'直接關係到教會所肩

負的精神使命。 1988 年 10 月 11 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斯特拉

斯堡向歐洲法庭和人權委員會致詞時說: r在這個莊嚴的場合中，

我不得不再次重申，教會深切關注人權與自由的問題。教會投身於

這個領域，完全符合她的宗教和道德使命。教會積極捍衛人權，因

為她認為，人是天主所創造、耶穌基督所救贖的，捍衛人權就是在

事實上尊重人性的尊嚴。 J 32 

自教宗良十三世時代以來，社會意識在天主教會的各個部門中

有了重要的發展，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另一方面，教會作為促進

和平、正義和人類友愛的最高道德權威也受到了普世公認。但是，

由於現代社會的複雜性及其各種新的挑戰，天主教會仍須不斷反省，

力求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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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廣泛參與社會活動

另外，還有一些事實說明了教會加深了它對當代社會問題的興

趣。我們已經提到過梵蒂崗第二屆大公會議在這方面所發揮的重大

影響。

自全球主教會議於 1969 年成立以來，我們還看到了教會在歷

屆主教會議中針對社會問題所發表的多次演說。 1971 年的主教會

議是歷屆主教會議中具有特別重要意義的 hcfj 。那次會議討論了

「世界正義」這個主題，強調了推進正義與宣講福音是不可分割的:

「在今日教會執行其宣講隔音使命的過程11:1 ，必須徹底履行其對人

的全面解放戶月負有的責任。」教宗保祿六世 f二11表更表示同樣的觀點:

「在宣講隔音與促進人類的進步一發展和解放之間，其實正存在著

深刻聯繫33 0 J 1985 年的主教會議也同樣十分重要。那次會議是為

了紀念梵三大公會議召開三卡周年而舉行的 c 它再次肯定了大公會

議所頒布的《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的永久意義，並敦促天主

教徒加深肯定教會社會訓導的切要|笠，一如我們前面所述。

最近，還有一種同樣典型的趨勢就是，聖座各部門紛紛發表社

會問題的特別文件。我們特別提及關於解放問題的兩道訓令。它們

是聖座信理部34分別於 1984 年和 1986 年發表的。宗座正義與和平

委員會發表的以下幾項文件也很值得注意。那就是 1986 年發表的

《論國際債務> ' 1987 年發表的〈論住房問題> ' 1989 年發表的

《論種族歧視》。此外，宗座家庭委員會在 1983 年發表了《家庭

權利憲章> '聖座的教育部於 1988 年發表 I < 在司鐸的陶成時期

研究教會杜會計11導指導路線〉。

另一方面，除了國務院以外，教廷的其他幾個部門還積極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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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發展和推進正義事業的大公性和國際性的會議。宗座促進基督

徒合一委員會、宗座在俗信友委員會、宗座文化委員會經常開展這

類性質的合作。聖座的代表在這些會議上發表演說，正顯示教會的

社會訓導能應用於世界上各種複雜的社會問題。

羅馬教廷近年來的改革把重點放在實現梵二大公議的教會論神

學上了，其目的在於使教會更能回應今日世界的精神和社會需求。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解釋這一意圖時說: r我所致力的是持續努

力，向前邁進，使教廷的組織結構和活動符合梵二大公會議的教會

論神學，更易於明確實現教廷組織的牧靈宗旨，同時能更滿足教會

和杜會的各種需求。 J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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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教會在社會事務中的特有角色

根據目前的討論，大家可就教會在社會問題方面的訓導使命作

進一步的反省。為了了解教會在社會事物中的確切角色，有必要具

體說明教會當局所擁有的適當職權範圍。我們從中可以看出，這個

角色既是有限的，又是普遍性的。

教會在世界中的特殊使命便決定了她的局限性。事實上，教會

在社會、經濟、政治和技術上並不享有特別的權戚。教會的角色純

粹是宗教性的。梵二大公會議中述其基本理由如下: r基督委託教

會的使命並非政治、經濟或社會性的;基督為教會確定的宗旨是宗

教性的36 0 j 這原是教會的心貫傳統，比如，教宗比約十一世早已

說過: r我們絕對不可忘記教會的目標是傳播福音，而非發揚文化。

如果教會對文化有所貢獻，那就是通過傳播福音而實現的。 j 37 

有好幾種途徑可以影響社會，例如:通過政治活動、立法、解

放運動、政府決策、經濟選擇、意識形態的灌輸、以及利益團體等。

教會的適當行動則純粹是宗教和道德性的。教會並不主張建立任何

特定的政治、社會或經濟制度。她並不在這個世界上追求她自己的

世俗社會的秩序。

教會把她的影響擴展到相會現實中更深的府面，她啟發了個人

和集體的良知，把福音的精神注入杜會的風氣之中，因而影響了人

們的生活。藉著宣講福音，教會捍衛了人性尊嚴的真正基礎和所有

人的超性歸宿。教會宣布耶穌基督為救悅 ì:. ' 他是，切真理、正義

和仁愛的源泉。歷史上再沒有別的學說能比這樣的教義對社會走生

更徹底的影響了。正因如此，有些社會使接受了 j基督徒的友愛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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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嚴格說來，教會的角色是精神和道德方面的。這並不是

說，它是抽象化的。恰恰相反，它要求具體的實踐。在信仰的鼓勵

下，天主教徒要與一切善心人士-道，盡可能利用人類科學所提供

的方法去探索經濟和社會現實中所出現的新局面以及由此而產生的

新的道德問題。教會並不以技f，j(i能力和制定權宜之策來影響社會。

她基本上是在杜會生活中促進正義，維護人性尊嚴。正如教宗若望﹒

保祿二世所說的: r 教會並沒有責任給經濟和政治問題提出技術|宜

的解決辦法。但是，她要求所有社會都以人性尊嚴的標準，經常修

正其法律制度。 J 38 

個別天主教徒或天主教徒所組成的特殊團體，不得不面對緊急

形勢並做出政治上的某種選擇，在通常情況 F他們都做出了合理的

選擇。他們會從教會的社會訓導中得到行動和自由承諾的一般性原

則。他們的選擇有可能各不相同。在廣大的世俗事物領域中，他們

固然應該以基督徒的身份去行動，但他們不應按說，他們是以教會

的名義而行動的。他們在具體的社會現實面前所做出的自由選擇並

不能代表教會當局的立場。《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很明確

地規定道: r按照基督徒對事物的看法，信友在某些場合中多次做

出某種決議，但另一些具有同樣誠意的信友，對同一事件可能抱有

不同的見解，這也是常見且合情合理的事。因此，信友必須記得，

對以上事例不得把自己的意見視為教會權威而排斥其他意見39 0 J 

教會的社會訓導為天主教徒在世俗事物上的活動指出了方向並予以

鼓勵，同時也給他們留下很大的餘地，供其發揮個人的創造力，在

道德可以接受的取捨範間內做出各自的自由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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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現代化的行動與訓導

我們知道，除了由羅馬教廷頒布的正式文件以外，多年來，歷

代教宗更以演說、旅行和許多其它方式表示關懷。當如 1965 年保

祿六世和 1979 若望﹒保祿二世訪問聯合國， 1980 年若望﹒保祿二

世訪問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1969 年保祿六世和 1982 年若望﹒保祿

二世訪問國際勞工組織以及 1988 年若望﹒ 1~~祿三世訪問圳、|委員會。

再說，我們也不應該把教宗的角色與整個教會在追求正義，發

展與和平方面所從事的廣泛活動隔裂開來。特別是在《新事〉通諭

發表之後，各國主教更加體認到他們的社會責任。今天尤其在開發

中國家，許多主教為基督福音的社會內涵做出了具體的見證。世界

各地的許多在俗信友，也像司鐸和男女修會成員-樣，在各自的生

活和工作環境中承擔起更加廣泛和更為積極的責任。

各國主教聞從道德的觀點出發，越來越關注社會經濟問題了。

其中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 1968 年的麥德林和 1979 年普埃布拉的文

件。這兩部文件是由全體拉丁美洲主教所議定的。在這兩部文件中，

多位主教細心審查了教會在變動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探討了

有關發展、文化進步、參與社會、意識形態批判，以窮人和青年為

優先服務對象以及基督徒可以接受且值得參與的解放運動等問題。

最近幾年，法圓、德國、西班牙、美國和加拿大的主教團曾發

表牧函，討論了很重要的問題，例如:核戰與和平、經濟責任、新

的貧窮、發展、種族隔離、難民、失業以及婦女的社會地位。其中

幾部文件是經過廣泛的研究和討論而取得的成果。它們往往是一種

建議，目的是在於促進某種政治計劃的成熟。有時，它們受到了輿

論界的認可，被視為教會對促成一個富有成果的對話而做出的貢獻。



51/重讀天主教社會訓導

談到教會的社會思想，我們應該分清，什麼是與教會傳播基督福

音的基本任務相關的社會訓導，什麼是主教就偶發事件，或針對貧

窮不義和失業的具體情況及號召採取行動而發表的政策性聲明。

今臼教會具備了更良好的條件，以面對新時代的社會問題。目

前，教會得以在社會科學專家的協助下研究社會問題。教會是從多

方面的角度，包括神學觀點和自然科學與自然法的觀點來討論這些

問題。這樣就使不信奉天主教的人也可以接受教會的立場了。關於

這一點，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頒布的教京通諭中有幾道通論不僅

寫給主教和l信徒，也寫給「一切善意人士」。今天教會可以說已經

具有一個有系統的社會訓導了。這不是-個封閉的，一成不變的思

想體系，而是基於聖經啟示和人的理性，有其長期傳統和豐富內容，

卻又始終迎向日新月異之世界的動態體系。現在，針對不同教育程

度介紹教會社會訓導的書籍業已問世，大學中也開設了相關課程。

事實上，教會的社會訓導觸及了現代社會科學-一一如社會學、經濟

學和政治所提出的一切倫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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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總而言之，瑪竇福音第廿五章， 31-46節那段文字的歷史影響，

無論怎樣估計都不會過高。它所傳播的信念是:誰憐憫飢餓者、飢

渴者、陌生者、赤身者、病者和入獄者，誰就是敬愛天主。即使很

難準確評價它所產生的效果，它那仁愛至上的信念卻的確改變了人

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且到今天仍是教會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激勵人類

社會最為有力的方法之一。

教會以其慈善事業和社會行動在社會上產生顯著的影響。這種

行動的形式是多樣化的，如:個人獻身、急難救助、 H辰災，尤其是

教會所創辦的機構，如:醫院、孤兒院、收容所、貧民學校等等。

在開發中國家，這類社會福利事業具有重大的意義;即使在已開發

國家，類似的事業同樣很有價值。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這類獻身事

業部為基督徒做了見證。儘管現代國家創辦了公立醫院、學校、人

道機構，和官方社會福利體制以擴大援助形式，教會仍不斷警醒那

些在國家機關工作的人: r 應該永遠把侍奉和協助他人看作是-種

友愛的行動。」

發展社會訓導是基督徒獻身社會工作的另一種十分有意義的形

式。正如我們所知道的，這是教會經常對社會表示的一種關懷。自

教會初期教父們論及他們所處時代的種種問題到近代教宗重訂符合

現實形勢的社會首iI導，教會都針對諸如人的尊嚴、家庭角色、國家

職責，個體與集體所有制、和平、團結和發展等基本問題，逐漸研

擬一整套的原則和訓導。如果社會經濟問題在教會的社會訓導中佔

有特殊的佔置，那麼，我們就不應該忽略其他對社會具有重大意義

的問題諸如家庭、婚姻、教育、文化發展、公民權利與義務、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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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職責以及國際社會的角色等，在教會的社會訓導中的地位。目前，

所有社會問題都是以更加廣泛和全球性的觀點來思考的。

自教宗良十三世於 1891 年頒布了那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

《新事〉通諭以來，教會的社會訓導在方法和步驟上的確有了顯著

的進步。首先，它利用了社會針對複雜的社會現實而研發的新方法，

改進了對社會形勢所做的分析。譬如:經濟與企業之間相互依存的

關係，結構上的不合理，發展過程，國際關(系以及相互對峙的意識

形態，過去，教會習慣於譴責個人行為的不道德，被指責的對象包

括國王、議員、財主和雇主。目前，教會除了重視個人責任和各種

不義行為的後果，更關注集體責任以技導致不義、暴力和剝削的結

構上的脫序。這就需要倫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共|白:H采取新的自應措施。

此外，教會更逐步體會到，在多元化的世界中，必須肯定政治

和經濟現實的合理自主榷。自中古時代到十八世紀，教會總是努力

推進並維持人類社會的基督化。現在，教會51 IJ致力於提供反省原則

不IJ社會行為楷模。這些原則和楷模固然都受到 f 基督福音的啟發。

但是它們的內容卻亦牢固地建立在哲學和經驗的基礎之上。這樣教

會便可以把她的訓導提供給一切善良的人們。通過這樣的方式，教

會使擴大了她的訓導的影響，並在人權、國際間的相互諒解、和平

以及人類的發展問題上贏得舉世囑目的權威。教會的社會副11導同樣

達到了大公程度。此外，她還強調了各宗教間合作的重要|笠，其目

的在於促成」個正義與和平的世界。她思想開放，隨時準備接納任

何與自由社會中自由人的發展相容的社會理想。

在半個複雜干[]多元化的世界中，教會提出了各種道德原則，同

時希望各地的信友團體在尋求針對當地情況的其體解決問題方法時，

能發揮媒介的作用。教京保祿六世贊成這種謹慎且實際的作風，並

說道: r 面對如此複雜的形勢，找們很難發表 個此一概面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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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提出司個普遍適用的解決方案。這既不是我們本來的想法，也並

非我們的使命。這要由各地信友團體對其所在國家的特殊情況加以

客觀分析，拉在福音中天主聖言的光照下了解這種情況和教會社會

訓導中的思考原則、判斷準繩及行動的指南，正如歷代教會所陳述

的那樣，特別是在本工業時代。 J 40 

今天，我們更加明白了，教會的社會訓導主要著眼於行動，所

以必須時時面對由不斷變化的社會狀況所引起的新問題。如此清新

而理智的態度使教會的社會訓導增添了一個不容忽視的活潑特徵。

正如聖座信理部在 1986 年頒布的《有關解放〉通論中所聲明的:

「這種計11示所針對的是行動，所以必須隨著歷史現狀的演變而有所

進展。其內容除了始終有效的基本原則之外，也j步及因情況而異的

權宜決定。它不是一成不變的章程，卻經常保持開放，以迎接Jtf t1j

不窮的新問題。它還需要大家貢獻出各自的天才，經驗和技能。」

41 

第一輯中有一點需要明確加以說明。由於教會肩負著上主的使

命，對她所活躍其間的這個社會，不能不提出質疑，並予以深刻的

影響。教會所賦有的社會責任感及其表達，即是所謂的「社會訓導」

。如果有些評論家還不能理解「訓導」的真實內涵(譬如基於某種

意識形態) ，那麼，沒有誰可以在事實上否認，教會在過去和現在

都指引著人類社會，根據福音的精神和真理而生活。這樣的經驗正

在不斷積累和擴大，而且被看作是一種社會的智慧。未來新一代的

基督徒都將繼承和發揚這-經驗。它需要大家貢獻出各自的天才、

經驗和技能。」總之，教會的社會訓導是與其永遠教導-切國民的

天職分不閉的。

在第二輯中，我們將妝照年代的劃分審閱~T教會中幾部重要

的文件，以說明天主教社會訓導的路徑。作為一種補充，我們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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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這些文件肯定了教會的社會訓導有機的發展過程，同時，我們

還能進步了解這種訓導所特有的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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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輯

解釋教會之社會首IJ導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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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導讀

方法解說

本書第二輯為讀者還錄了一些文件，於其間，教會當局宣示如

何理解其社會副11導的原初意見。應當明確指出的是，我們的本意並

非是對教會的社會訓導提供 A個綜合性的介紹，或提出一個概要。

我們旨在探討一個主要的問題，即教會怎樣闡釋其社會副!I導的實質。

我們很想進一步了解，教會在談論社會問題時，其確切看法和觀點

是什麼?其探討途徑與方法是什麼?父如何為其干預社會問題一事

進行辯解，使之合法?總而言之，教會的社會訓導的獨特性是什麼?

以下兩個主要觀點說明了教會在社會中的角色:一、教會 z貴

意識到必須向所有的人宣講福音的道理， -~、迫切需要對社會中層

出不窮的需求做出回應。在考察教會是以何種方式來看待她在不同

社會和歷史狀況中的角色時，這兩種考慮一一「一貫原則」及其

「順時應變」一一一是我們將要使用的兩個標準。

一貫原則

在閱讀這些文件的時候，我們會首先注意到有一種自福音的→

買訓導:要熱愛每一個人，保護窮人和被壓迫著，譴責不義和貪婪，

人的精神歸宿和人人皆兄弟，以及為一切兄弟開妹提供友愛服務。

顯然，這些文件中的社會訓導直接繼承 f教會自宗徒時代傳下來的

古11導，如我們在第一輯中所介紹的那樣。我們發現，教會社會ðJII導

的一個獨到之處是，它首先從天主所啟示的真理干11了解「什麼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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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宗教歸宿講起。當談到上主、福音、天主的法則、造物主的法

則、人性和自然法則時，它們便是這些文件以不同形式表達出來的

基本原則和一貫原則。

順時應變

閱讀這些文件的第二個關鍵是，探明教會訓導如何逐步適應千

變萬化的情況和社會的種種需要。梵蒂崗第二屆大公會議在邀請天

主教徒捕捉「時代信息」峙，即清楚表達了教會的這一態度。這樣

的做法在教會內並不新奇，但是，在經過了時代變遷之後，這種對

待問題的方式變得更加自覺和系統化了。這一演變過程是以各種方

式進行的。我們可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基督宗教文明的未來是什麼?

教宗良十三世的頭幾部文件(我們已在開頭引用過)廣泛而普

遍地思考了教會的社會訓導問題，並說明了基督宗教的價值理念怎

模可以保衛人類文明。這位教宗在腦海中勾劃出一幅「基督宗教國

家」的理想藍圖。這種與過去歐洲相連的社會模式並沒有完全被其

繼承人撞棄，例如，教宗比約十一世曾提出「基督的社會統治」作

為他理想中公正和人道社會的重點所在。教宗比約十二世甚至在他

的訓導中仍沿用「基督宗教文明」的範疇'1ß他把它看作是一個參

考要點，而不是一個普世|全的計劃。

在社會和經濟事物中，他堅持根據教會的訓導來重建現代杜會。

現在，在教會的社會訓導中「基督宗教文明 J 的概念已不那麼常用

了;但是梵二牧職憲章還是把建立「天主的王國」說成是教會在世

界上的唯一目的。正如教宗保帳六世和教宗若望. f~~祿二世以梵蒂

崗第二屆大公會議的精神所強烈宣告的那樣， r 文化」在今天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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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是將被基督化的現實。

揭開社會問題的複雜性

另 4方面，正像天主教徒發現並分析現代科會出現的人性和道

德問題那樣，教會的社會訓導也有了令人印象殊深的進展。《新事〉

通諭就工業革命的弊害及 T人階級所遭受的壓迫做了十分切實的描

述。教宗比約十一世清楚描述了發展巾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弊端，

同時還批判了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大約從教宗比約十~ IIt起，便開始明確而有系統地論述:教會

的社會計11導是什麼?其權威性、合理性和實際意義又是什麼?以下

幾位教宗廣泛地注意到教會社會訓導的實質、觀念和方法。

社會問題成了世界性的問題

隨著工業化、城市化、人口流動，大眾傳播媒介和民族獨立運動

的發展大、教會再度面臨了更大更複雜的社會問題。教宗若望廿三

世就出現的這些新現象(見《慈母與導師> )干II 世界和平新條件

( <和平於世) )而提出的訓導清楚表明了，教會的社會訓導其分析

必須經得起世人的檢驗，才能把握目前全世界的社會新現象。教會

必須與正在形成中的國際社會組織展開對話，必須向多元化社會發

言，並需要與各種不同信仰的人士展開合作。

梵三大公會議的特別貢獻

由於梵三大公會議的召開，整個教會都從這個國際大會的觀點

出麓，思考現代界的發展。參加大會的有:教京、主教、神學家，

其他某督教涼的觀察員和訐多專家。不少賦布權威和經驗的專家代

表們齊心合力，全神貫注地致力於探勘現代社會的各種問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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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渴望，及其間的矛盾、邪惡和威脅的根源。它在教會內部決

定性樹立起一種與這個世界展開對話的新態度。這個集體經驗大大

豐富了教會社會訓導的觀點和方法。以後各教宗的文件者f~受到了此

次大會探討時代的社會、經濟、文化和國際問題的影響。我們曾稱

之為一種「社會神學性的分辨與訓導」的方法，其特|生就是發表一

種以神學為中心的見解，不斷進行歸納性的分析。

繼梵二大公會議之後，歷任教宗的各項文件包括了更複雜和世

界性的社會問題，如發展的中心問題、國際間結、人的新工作環境

及自然環境的保護。這些文件經常使用現象分析法，並捕捉時代信

息'俾能就現代的情勢，詮釋福音中的聖音。

社會訓導與社會反省

教會是以權威從事訓導，在向現代社會宣布其基本宗教訊息時，

則謹慎說明其合法權力。

除了這權威性的訓導之外，教會還與一切基督徒、其他宗教信

仰人士和一切善意人士進行相互尊重的對話。正如梵二大公會議所

說的和教宗保祿六世及教宗若望﹒{呆祿二世解釋過的那樣，教會並

非己對一切現代社會的複雜問題有了現成的答案。教會同所有關心

人類前途的人士一起探索和思老。教會雖提出 ilJII導，但也願意與人

想大家庭一起，同甘共苦，尋求正義。

這些文件通常先根據天主所啟示的真理和自然法則，陳述教會

的權威訓導，然後討論新的複雜問題，其文體旨在反省、詢問和研

究。如果教會以其宗教使命，對人類進步有所貢獻，貝IJ她亦同樣正承

認，自己受益於世界和科學、文化的進步。

神學和人文科學的角色



67/重讀天主教社會訓導

由於廣泛運用了社會科學、現象觀察法和文化分析，教會的社

會首11導同樣日趨豐富。應用於社會現實的神學，扮演了更核心更具

整合功能的角色。倫理神學則特別獲得了顯著的發展，並被視為是

根據天主啟示和基督信仰觀點，來解釋個人和社會行為的方法。

若欲分析現代社會的複雜問題， i准確發現急迫的人↑生和道德課

題，人文科學的貢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人文科學本身並不能給

社會大眾所遭遇的各種問題提供倫理的和宗教性的答案。除了人文

科學之外，我們有必要借重神學和道德思考來為人在其自我和社會

生活中的疑難找到完整的答案。

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宗教使命

從根本上說，教會參與社會事務的固有使命是宗教性的。教會

在純技術或政治團體中並不要求執行任何權力。教會本身沒有在社

會、經濟或文化方面特意規劃。這並非意昧著教會在社會、政治、

經濟和文化事務中不扮演任何角色。恰恰相反，她正力求對人類行

為的這些領域產生影響。但是，教會所採取的具體做法都是:宣示

道德方針，說明個人和社會活動中宗教性的層面。不過，我們有必

要釐清教會官方對社會問題的權威性干預，以及教友參與具體政治

規劃時的自由提議。教會雖鼓勵教友從政，教友卻不應將自己的自

由抉擇間教會或福音混為一談。教會的這些立場，自梵二大公會議

之後已大為澄清。這亦有助於明確敘述教會訓導的本質。

以條理清晰的說明，推動了訓導的發展

推動教會的社會訓導再次向前發展的是一個程序，於其間，教

會當局清晰解說何者最獲得概略的肯定。例如，人性尊嚴(這在以

前的副11導中己-再論及)在幾位教宗的社會訓導中即有詳盡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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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性尊嚴的課題居於核心，它觸及自由、解放、個人尊嚴與

發展的問題。如今，人權以及一切保護人權的國際動議如《聯合國

普世人權宣言〉特別受到關注。訓導中其他幾個要點，亦因進一步

的反省而得以閻明與擴充;譬如:私有財產、宗教自由、國際闊互

相依存、視同美德的團結，教友角色，婦女尊嚴，不義的結構，一

個超國家權威的必要性等等。社會訓導中這種從含菩到明晰的發展，

在以下所將引錄並評論的系列文獻中，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什麼是天主教的社會科學?

正如我們先前指出的讀者請不要將這些文件節錄看作是教會社

會訓導的一個綱要或是一個綜合，而應看作是教會將其訓i導延伸到

社會問題時所採用的方法和步驟。我們的根本目的並不在於概述教

會社會訓導的內容，而在於進一步理解社會訓導的本質及其具體步

驟。我們希望顯示出，教會的社會訓導如何確實「自成一體、別具

一格 J '正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其〈杜會事務關懷〉通論中所

指出的那樣。按照教宗比約十一世在{[~日卡年〉通諭中所言，它是

一門「真正的天主教社會科學。」

事實上，教會的社會訓導就是這樣發展而來的，在教宗良 i一三

世之後，尤其如此。這證明了教會對現代世界的愛與關懷，她象徵

人類未來的重大希望。基督的教會永遠陪伴著人類家庭，並宣示天

主的奧蹟和人類奧秘的答案，任何其他的訓導都不能給社會帶來更

大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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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宗良十三世: <<Inscrutabili)) 通諭 (1878)1

保衛文明

教會藉傳揚福音促進文明

十九世紀末期，教會被說成是進步和現代文化的一個障礙。教

宗良十三lI:l:在其首部通諭< lnscrutabili > (1878 年)中說明教會在
人類社會中扮演促進文明的角色，駁斥了這些不公正的論調。教會

還以宣講福音的方式，與迷信，奴隸制和墮落展開門爭;對藝術、

科學、文教機構，更是被助良多。如果我們1日在理解文明，貝IJ當能

明白教會乃「文明之母」

可殺的兄弟們，誰都十分清楚，不基於永恆的真理原則，不遵

守蕊古長存的道德標準，不以真誠的愛來團結人心，規範人際關f系，

也就根本談不上文明。有誰敢否認，教會歷來傳揚福音是給原本蒙

昧和迷信的民族帶來真正史的光芒，使他們得以認識創造大自然的真

神而彼此相敬相愛呢?有誰敢否認教會鏟除了奴隸制，恢復了人本

來的尊嚴呢?此外，還有誰敢否認在傳播基督救恩的同時，教會也

提倡科學和藝術，並舉辦慈善事絮，以減輕人的各種病痛與困苦;

在世界各地、私人和-A'共生活中，促使人類變得文明而不致走向墮

落;同時一本關愛，給予教誨，使人活得有尊嚴、有希望?任何神

清智明的人若要將我們當前這敵視宗教與基督教會的時代，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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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受各國推崇，尊之如母的美好時代相比，他無疑會發現我們這個

時代，正瘋狂地奔向毀滅，然而以往那個承平富足、良好機構林立

的時代，一般人對教會的規章法令卻奉行不渝。因此，假如教會救

援所提供的諸多福膏，是文明的確實成果，則基督的教會不但不疏

離或忽視進步，反而更有資格被人無稱頌為文明的係姆和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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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宗良十三世的《日久》通諭 (1881)2

政府的權力來白天主

基督徒之間的分裂

給歐洲帶來了深重災難

教宗良十三世這部有關「國家權力 J (Civil power) 的通諭是一

個典例，顯示出教會多次干預社會事務，往往出於偶然。該通諭係

針對當年三月俄皇亞歷山大二世遭無政府主義者刺殺而發的。教宗

抓住這一時機，就穗定形勢和政治權力的基礎發表其見解。

從根本上說，造成目前威脅國家權力的反動，暴亂和恐怖主義

，心態，其主要原因，在於拒絕接受教會和神聖權力。

反對教會神聖權力的漫長而殘暴的戰爭已經發展到危害位共安

全的地步。它危及人顯社會，特別是去共安全所賴以寄託的政權。

這在今天則更為明顯，因為現在的民眾不同以往，他們更易在各方

面放縱魯莽，拒絕接受教會的各項約束。他們到處恣意橫行，屢次

發動暴動和騷亂，抗拒執行者的命令，以致統治者個人的安全也不

能得到足夠的保障。

一位「權勢顯赫」的皇帝遭到謀殺，就是這種恐嚇和仇恨，心的

結果。

實際土，很久以來，就有人在煽動民眾蔑視和憎恨執政者。現

在，民眾的妒火終於爆發了。在短短的時間內，接速發生了好幾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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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開行動或暗地策劃以刺殺執政君王的勾當。不久前，一位權勢

顯赫的皇帝遭到殺害，就震撼了整個歐洲。但是，當這種大逆不道

的事件令人餘悸猶存之際，有些敗類又在惘嚇歐洲其他君王了。 J

這位教宗申言，只有天主才是國家權力的來源，其決定性的論

點在於: r 誰都沒有權力約束他人的自由意志。」

實際上，人的本性或創造人性的天主決意要人生活在去民社會

(Civil society) 裡:這可由兩個方面加以說明，一是人的語言才能和

最大的交際手段;二是人生來就有許多欲望和要求，實現這些被望

和要求是抓立的個人所無法做到的，他們非結成團體不可。但是，

要結成團體就要有人管理個人的意志，使大家蕊眾一心，都為共同

的福利而努力。否則，不但周體成立不起來，就是團體的觀念也不

會出現。由此可見，在社會裡，必須有人對民眾發號施令。這是天

主的旨意。冉說，那對民眾發號施令的人又必須具有權力，可以迫

使民眾服從他，而且使他們知道，不服從就是犯罪。但是，人本身

不可能有這麼大的權力來約束他人的白白意志;只有天主有這樣的

權力。是他創造了世界，為世界制定了法律。國家的執政者在運用

他們的權力時，必須把權力看作是天主所傳授的，因為，正如雅各

伯宗徒所說的「世土只有一位立法者和審判者，就是那能救人能減

人的天主 J (雅四 12) 各種權力都是一樣。司鐸的權力來白天主，

這是大家A'站的事實;各民族一律將司鐸視為並稱為天主的僕人。

同理，家庭內的父權則顯然是天主權力的肖像;因為，正如聖係祿

宗徒所說的「上天下地所有的父權都因它而得名 J (弗三 15) 所以，

權力的種類雖然不同，卻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一切權力出自

一個天主 一世界的造物主和統治者。

近代關於政權的理論破壞了國家的秩序和安全。教示良十三世

追究了「宗教改革」的錯誤，說它引發各種哲學家，而後又引發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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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主義、社會主義和虛無主義。這是那個時代的典型文獻針對宗教

改革中的異端給予教理性的批判，並強調其對社會的產生破壞性影

響。(註:請見本頁末)

教宗良十三世的論點與今天教會的立場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今

天，教會仍承認天主教徒與其他基督教徒之問有教義上的分歧，但

是，今天的教會卻強調，基督徒在社會責任方面有必要開展大公性

的合作。我們將在介紹梵蒂崗第二屆大公會議的最新文件時指出這

一差別。

另外一方面，由近代作家創立的關於政治權力的學說已經給人

類帶來了嚴重的痛苦。而且，令人擔憂的是，這些學說還會給後人

帶來更深重的災難。因為拒絕將統治權歸屬於造物主一天主，也就

等于有意抹殺政治權力最燦爛的光輝並摧毀它的威力。那些主張人

民意志決定政權的人首先就犯了理論上的錯誤;其次，他們將權力

建立在十分薄弱的基礎上。群眾的情緒一且受到這些思想的煽動，

便會目空一切，輕率地走上反叛和-h'開暴動的道路，其結泉f更大大

損害了主:共利羊。實際土，繼德國的所謂「宗教改革」之後，使突

然爆發了一場魯莽的反叛，其發起人和領導者正是用新的教義顛覆

教會和國家政權的基礎。在德國，內戰四起，嗜殺成性，幾乎沒有

一處可倖免於難。由於這種異端邪說的出現，十九世紀才產生了所

謂「新權力」、和「民眾權力」的謬論，許多人即根據這稜謬論，

毫無節制地放任縱情，以之為真實的自由，從而產生了共產主義，

社會主義、虛無主義等這些幾乎毀滅人類文明社會的怪胎。不但如

此，還有不少人正企圖擴大這些災禍的範園。他們假借解放群眾的

名義，從事煽動，且已然煽起不小的火勢。我們捉到的這類事情既

非從未聽說，也非遂不可及。

証: Jacques Maritain 在其論路德、笛卡爾、盧梭之影響的丈章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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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同樣的看法: r 這三個人以十分不同的方式支配了現代世界，駕取了使整個

世界感到痛苦的所有問題:路德、笛卡爾和盧梭分別是宗教改革家，哲學改革

家和倫理學改革家。他們確寶是現代意識的始組。 J J. Maritain, Trois Re

formateurs; Luther, Descartes, Rousseau. 巴黎， Plon, 1925,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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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宗良十三世: <<天主的不死者》通諭 (1885)3

基管教國家的理想

福音的哲學思想改變了社會

教會不但不阻止進步，反而促進了國家的繁架和人類的文明。

教宗良十三世的《天主的不死者〉通諭 (Immortale Dei, 1885) 主要

討論基督徒對國家權力的看法，並舉例說明教會社會訓導的幾個要

點，儘管教會的使命注重於精神方面，但她還是推動了世俗文明的

發展。誠如聖奧斯定所言，教會以宣講福音，使許多人變得文明了。

說教會反對文明進步、自由和科學，即是誰譜。教會鼓勵教徒在國

家的政治生活中履行應盡的義務。

教會是為了永恆幸福而創立的，她為人類帶來了新的文明，就

好像她是為國家的繁策而創建的一樣。

教會是仁慈的天主永世弗替的工程。天主創立教會的首要目的

是為拯救人靈、確保人在天圓的幸福。但是教會對現世福利卻做出

了很多和重要的貢獻，就好像她存在的目的是在繁榮現世生活一樣。

的確，無論教會走到哪裡，都立刻使當地煥然一斬，以前所未闊的

美德，和嶄新的文明改善當地的社會風氣，所以受其薰陶的國家無

不以其溫良，正義感和光明義落而著稱於世。

教會的全部歷史事實，駁斥了所謂教會反對國家福祉和進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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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講謗。

然而，今天還有人用舊時代的陳詞混調攻訐教會，說教會阻礙

國家實現正當的目標，而且也無力幫助周家去追求繁榮和進步。基

督徒從一開始就受到了這樣的惡意講謗，因而被視作閱家的敵人，

成為眾人憎恨和咒罵的對象。所以，當時羅馬帝函一有什麼天災人

禍，一般人總是把罪名加在教會身上。這種惡意排謗觸動了天才的

聖奧斯定，他在其所著的《天主之城〉一書中，以犀利的笨鋒將基

督信仰對國家福祉的孟處剖析得淋漓盡致，不但為當時的教會做了

辨豆葉，還駁斥了以後各個時代嚴重違背真理的種種責難。

聖奧斯定十分具體地陳述了教會的社會最11導及其給國家帶來的

益處。

令人欽忱的是，聖奧斯定在許多章節中用其慣用的細膩筆觸闡

明了教會給社會帶來的好處。而他對天主教會所講的下列幾句話，

則最為鮮明和切重要害: r 你以極大的耐心教導和培養核子們，以

旺盛的精力教導和培養年輕人，以更加從容和溫和的態度教導和培

養老牟人。因為，這不僅僅是生理年齡而且也是每一個人的心經年

齡所需要的。你使婦女對丈夫忠貞不渝，恭敬從命，不是為了滿足

丈夫的肉悠，而是為他們生兒育女，共享天倫;你立丈夫為家長，

不是要他們玩弄女性，而是出自真誠之愛的要求:你讓兒女情願孝

順父母;你用寬厚慈愛的教規在兒女心目中確立父母的地位。你以

人類源於同一祖宗的道理，使'Ä民與'Ä氏，間家與國家以及全體人

類之間在社會和兄弟友愛的情義中結成為一體:你開導閻王闕，心臣

民的利萃，並規勸百姓屈卑尊上。你關心備至地以榮譽、情感，、尊

崇、恐懼、安慰、言liJ誡、紀律、責難和懲罰教導眾人;你說明每個

人際遇不盡相同，但是，人人都應享受到愛德，而非受到冤屈4 。

另外，奧斯定還駁斥了茱些見風使舵的哲學家的謬說: r 讓那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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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訓導危害國家的人，去訓練出與基督訓誨所造就的那樣優秀

的軍隊吧!讓他們去訓練出同樣水準的省長、丈夫和妻子、父母和

核子、主人和僕人、國玉、法官、納稅人和稅史吧!如果他們訓練

得出，才能大瞻指控基督信仰的訓導封國家有害。屆時，他們就不

得不承認，教會的道理一一如果遵行無達一一正是國家社會的重

要支柱。 5

教宗良十三世舉例說明福音的思想如何在過去深刻影響了某些

國家，並使奉行基督信仰的歐洲，扮演了推動文明的角色。令人遺

憾的是，由於教會的社會副11導遭到排斥，教會和國家這兩種權力不

再協調一致。這種形勢遂受到了破壞。

從前，福奇思想曾一度統治了國家。那時，基督信仰的智慧和

來白天主的能力到處體現在民間社會的法律和制度之中。當時，耶

蛛基督所創立的教會牢牢地佇立在她所應享有的尊嚴地位土。由於

玉 f柔和各地行政長官的合法係護，教會到處興旺，教會與國家愉快

地攜手聯合，並友好地互相幫忙。以這樣的形式組成的國家取得了

極其良好的效果。無論現在和將來，者11永遠在人們心中留下崇高的

形象。這將由無數永不磨減、無可掩蓋的事實所證明。接受了基督

信仰的歐洲征服了野蠻的國家，使它們從原始走向文明，由迷信而

皈依真神。它勝利地阻止了回族的入侵;維摸了文明的先導地位;

在國家文化的各個方面，它站在第一線，成為全人類的導師;它給

這個世界帶來了真正而廣泛的自由;它十分英明地創立了大量有助

於成輕人類痛苦的機構。如果我們間，歐洲是怎樣設法改變現實狀

況的，答案無疑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得力於教會，並在其監護下，

開創了許多偉大的事業，又在其協助下，完成了這些事素。

如采國家與教會仍舊係持合作，上述類似情形就會在一定程度

土繼續發展下去。假如人們肯繼續耐心持久地服從教會的權威 ， -.tl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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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和忠告，如采人們以更大和更堅定不移的忠誠來特別表示服從，

那麼，也許就會出現比那時更為輝煌的成績了。

跟不公道的排謗相反，教會贊成國家現代化，支持有利於社會

的科學研究。教會歡迎所有為開拓知識園地而努力的人。

因此，說教會敵視當代政權或否定現代科學研究的成采，這是

可笑而毫無根據的詩謗。 1t狂妄的謬論，教會當然加以駁斥;對擾

亂治安的陰荐，導致背離天主的思想行為，教會定會予以譴責。但

是，一切真理者rs 來白天主，而科學即是探求真理，教會當然給予承

認，並視之為天主上智的蹤跡。在自然界中所發現的任何真理，都

不能推翻天主所啟示給人的信仰，反而可以証明信仰的真實性。每

一個新的真理的發現，都會f炙人更加認識和崇敬天主。所以，教會

很願意看到人類擴大知識。教會不斷鼓勵和促進一切致力於探求大

自然的研究，正如她在其他知識學科中所表現的那樣。在這些探索

中，如果有人發現了任何前所未有的事物，教會立直不予以反對。她

從不反對人們發明那些可以用來提高生活水準，使人過得更舒適的

新事物。她從來厭惡懶散和貪圖安逸，她真心希望人們運用腦筋，

發揮才智，為社會做出豐碩的貢獻。此外，教會更鼓勵發展各種藝

術和手工業，努力引導人們在修行和拯救人靈的道路上取得進步。

她竭力阻止人們妄周知能走入背離天主和喪失靈魂的歧途。

天主教徒在個人和家庭生活中表現出了基督徒應有的晶德，從

而深刻影響了杜會。他們還應在各個層次上積極參與政治。

人的行動可能涉及個人及家庭，也可能涉及-A'眾。在個人生活

方面，天主教徒的首要任務是使生活行為符合福音的訓誡，即使遇

到艱難險阻，也不可畏縮，逃避責任。此外，他們更要像熱愛母親

那樣地熱愛教會，遵守她的法令，顯揚她的光榮，保護她的權豆豆，

努力使她得到從屬幕僚的尊敬和愛戴。在-A'共福利方面，天主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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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應以審慎的態度，參與地方行政，尤其要促使政府依照教會的原

則處理年輕人的宗教和道德教育。

一般而論，天主教徒也應該關心國家大事，投入本國的政治生

活之中。說「一般而論 J '是因為係針封一般國家而言。在有些國

家，由於情況特殊，天主教徒實不宜積樞參與此洽。雖然如此，從

原則土來說，不參與父共事務，便是不關心去共福利，也就是不為

社會服務。況且，天主教徒一般都因其信仰而表現正直和善盡職責。

如泉他們不過問政治，治理國家的政權可能就會落到道德不可靠的

人手中。這對教會是很不利的，因為這樣敵視教會的人即可為所欲

為，而擁護教會的人反而一籌莫展了。可見，天主教徒有理由參與

政治。他們參與政治並非贊成現代國家所有違反道義的事，而是為

了在可能的範圍內將這些違背正義的事，轉變為真正有豆豆於欠共福

利的事，並決心將教會原則及美德，猶如健康的血液，輸入國家的

血脈中。

在最初幾個世紀中，基督徒確實改變了異教社會，並為他們帶

來福音的真光。自古老的時代以來，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便已經改變

了社會的各方面。

異教社會的習俗和風尚與福音精神相差甚遠。但是天主教徒置

身在迷信十足的環境中，處處潔身自好，而時機一到，更能挺身而

出。他們對當時的執政者非常忠誠，在不違反良心的情況下，竭力

服從政府的命令。人們都可以在他們身土看到聖德的光輝。他們努

力幫助弱小弟兄，誘導剖人領受耶練基督的智慧、。但是，當非出賣

德掉就不能依持榮譽、尊嚴和職位時，他們便不惜退出欠共生活，

甚至犧牲生命。由於他們的英勇榜樣，天主教徒的價俱觀和生活方

式使同時迅遠深入家庭，打進軍營，議會，甚至皇宮。裁爾都良說

得好: r 我們只是剛從昨天開始起步，然而，我們卻湧入你們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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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機構。我們的人佈滿你們的城市、島嶼、村莊、城鎮、議會、軍

隊，你們的收容所、市政府、皇宮、參議院和法庭6 0 J 所以，在

法律許可天主教徒公開宣講福音時，教會已不是生在搖籃裡啼哭的

嬰兒，而是成為精力旺盛的成年人了。

我們希望，今天的天主教徒重新樹立起先輩的榜樣。首先，一

切名符其實的天主教徒都希望自己成為且也被別人看作是熱愛教會

的子女。他們應該毫不猶豫地檳棄一切與這個美名不相稱的事情，

並以合法的手段利用民間機構來推進真理與自由。他們更要努力使

人的自由不越出自然法則和天主誡命所劃定的界限，設法使現代國

家的政治重新與教會的原則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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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宗良十三世: <<新事》通論 (1891)7

引人囑目的勞工處境

為解決勞工階級的非人境遇

而寫的教會主J 函

在第一輯中，我們已經了解到教宗良十三世的《新事〉通諭

(1891 年)所具有的歷史意義。這是他在經過了廣泛的蹉商和長時

悶的準備之後所撰寫的 4部通諭。

這部通諭論及勞資的權利和義務。它駁斥了社會主義的主張，

不贊成將私有財產固有化。它認為，私人所有權是→項基於自然法

則的權利，沒有這個先決條件，就無法建立健全的經濟制度以保証

個人自由使人享受其勞動成果。

解除大眾苦難的靈丹妙藥只可以在教會、國家和自由團體的密

切合作之中找到，其中 'J二會是最為重要的了。

這位教宗設想中的「模範社會」是不重受到幕督訓導j鼓勵的社

會。正是這個觀點，使得教宗良十三世省關教會社會討11導的概念有

其意義。

該通諭開頭數段生動描述了那個時期的各種社會問題。其分析

非常實際並強調了政治、經濟、社會和道德方面已炭炭可危的各種

問題。一開始，該通諭便根據神學區省和社會分析法，展現出了謹

慎而有條理的思考，使這→文件具有探討問題的獨到之處。從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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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文件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專家們在社會科學、社會歷史和神學方

面的貢獻。正由於民眾遭受貧窮的折磨，這位教宗才公開發言。因

此，這一教會訓導是針對戲劇性的社會變化和人類需求而發的一個

基督信仰的回答。

很久以來，改革精神I!P.盛行於世界各國，它超越政治的領域，

又影響與政治有密切關係的經濟現實。這原是不足早已怪的事。衝笑

的因素無可置疑: I!p ..:L黨的發展，驚人的科學發現，勞資關係的變

化，少數人的鉅富與大眾的赤貧，工人階級與日俱增的自給自足和

日豆豆密切的相互閔結，以及普遍的道德敗壞問題。目前，事態的嚴

重性使人人心中都充滿痛苦和恐懼。有頭腦的人議論紛紛，重實際

的人則提出種種對策;去共集會、國家立法，以及政界領袖也忙得

不可開交。事實上，再也沒有一件事能比這個問題更引起大眾的深

切注意了。

因此，可敬的神昆，就如以往每逢感到應誠駁斥謬論的時候，

我們便頒布1&諭，如論國家權力、人類自由、宗教建國等，以衛主童

教會和主:共利豆豆。現在，我們必須討論勞工問題。關於這問題，我

們在別的機會裡已多次提及，但在這通論中，宗座職責提示我們應

全力討論整個問題，確定原則，以解決爭辯，使合於真理與正義的

要求。討論這個問題，是既困難又冒險的。困難的是，要把窮人和

富人，勞方和資方互相應有的權利和責任，列出一個明晰的準則，

實非易事;冒險的是，也許顛覆份子和狡潛之徒，趁機曲解真理，

各處煽豆豆群眾起來反動。

這位教宗的副11導譴責了社會的不義，即:工人階級所處的難以

容忍的處境。這個階級是貪婪雇主的犧牲品，這是因為雇主沒有受

到任伺機構或工人組織的制約。在這種背景下，這位教宗發展訓導，

控訴這種放任的經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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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一點人人都同意的是:應該急迷且適當地救助弱小的窮，

因為他們大都處於痛苦患難的境地。工人的舊式行會在前世紀已被

消滅，並無其他係障來接替它們，又囡囡家的制度和法律都遠離了

宗教，於是工人為時勢所迫，逐漸孤立無援，成為雇主的不人道，

及競爭者放志貪慾的執牲。貪圖高利貸者更加重了禍害，雖然教會

多次加以譴責，但貪吝謀利之徒，以別種形式依然幹著高利剝削的

勾當，再加f雇用勞工及各種貨品的買賣，都操縱在少數人之手，致

使椏少數的豪門巨富，把近似奴隸的重申厄'加在無限廣大的勞動群

眾身上。

這位教京闡述了教會干1:日社會事務的正當理FE :教會有權利也

有義務發表占i侖，因為沒有宗教和教會，就找不到解決工人階級問

題的途徑。唯有福音的訓導，才可以找到解決常前危機的辦法。

我們提到這個題目，頗具臼信，而且是在行使我們所固有的權

力。因為，如泉沒有宗教與教會的幫助，這個問題就永遠也不會找

到可實行的解決方法。我們既是宗教的係護者，又是一切教會事務

的主要支配者，不能一言不發，放棄應盡的責任。這個最嚴重的問

題無疑也需要除我們以外的別人-一一如國家統治者，勞工f雇用者、

盲人，以及我們正為之呼氣的勞動階級本身一一一起關注和努力。

但我們可以毫不遲疑地說，如果人們撇棄教會，他們的一切努力都

必將歸於徒勞。因為教會由福音汲取教義，藉其效力以平息街吏，

或至少減輕街突的尖刻而化為緩和。教會不僅啟迪人心，而且以其

誡律管理每個人的生活和行為;她藉許多有孟的組織，來改善勞動

階級的處挂。她也切願並呼嶺各階層人士，:長合意見和力量來共同

商討，設法改善工人的處捷，精益求精;她深知，為達到這些目的，

必須在適當範園內，運用回家的法律和權威。

教會不僅提出了這種，還藉著傳播福音~)iI導與教化人心，來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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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這解決之道。

教會並不滿足於提示補救辦法，而且還予以運用實施，因為教

會正在盡所能去開導、教育人們遵守訓律和教義。天主教藉著主教

和教士的努力，把教義中有益的泉源、盡可能廣泛的引流出去，然後，

從事透潤心靈、感化意志，使他們讓天主的戒律來主宰自己、治理

自己。在這根本而主要的，一切利益仝繫於此的感化人心方面，唯

獨天主教具有三高的能力。它所用的方法之所以能感化人心，是因

為由耶鯨基督的傳授，具有內在神能。唯獨這些有法透達人心深處，

引導人貢獻自己，忠於職責，抑制情慾的街動，以特殊而至高的熱

情上愛天主，下愛眾人，勇毅的街破修德途徑土的一切障礙。

歷史已証明耶穌基督的福音具有改變組織和社會的力量。恢復

社會秩序，意味著重新遵循可以帶來生命和璽感的那些原則。

關於這個論題，我們只需粗略回顧歷史上記錄在素的一些實例。

我們回憶過去毫無疑義的事實，就是天主教教義，的確徹底革新過

人類社會。逗著這種革新的力量，人類曾推進到更好的境界，並一

度起死，回生，達到了空前絕後的成全。

耶穌基督是這些利益的根源，同時也是最終目標，因為所有的

一切都是從他那裡而來，所以也當以他為最後的皈依。當人類憑藉

福奇的光芒，漸漸認識了這成人身的臭跡和人類的救援天主而人的

耶妹基督的生命，使深入各國，使之浸透了他的信仰，誡律，法規。

現在，如泉人類社會需要醫治創傷，除了返回天主教的生活和制度

之外，沒有剖的方法可想。要重建頹廢的社會，必須把它恢復到原

有的制度。一切社團的完美，在乎努力達到它們之所建立起來的目

的。社會的一切活動和工作，應該符合社會所由生的原有目標。越

出原有目標便是敗碌，恢復原有目標便是救治。我們對整個社會所

說的，對那靠勞動諜生而佔大多數的工人階級來說，也是千真議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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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句 。

教會在提高人們精神素質的同時，還闕，心他們的世俗利益。天

主教的計iI導能帶領人類走向繁策。

可是，我們千答不要以為，教會只是完全闕，心她兒女精神方面

的事情，因而忽略了他們現世的利羊。舉例來說，教會願意窮人都

能擺脫貧窮和不幸，者"能改善生活，因此，教會正為此而努力。她

號召人們重視美德，並督促他們規範自己的行為。果能夠切實奉行

天主教的倫理，就能夠自然而然地創造俗世的繁榮。因為天主教倫

理使人接近諸息之根本和泉源的天主，它能克制常f炙人由富裕變成

可i毒者的雙重疫痛，就是過份貪圖世物及過份渴求逸樂8 o. 最後，

它使人能安貧樂道，以節儉來補充不足，述避那些不但小資產連大

財產也將N~霍淨盡而至於傾家蕩產的惡習。

教會通過社團和組織f[jJ妾濟助窮人，來捍衛基督宗教仁愛事業

的悠久傳統。今天，愛德仍是一種必不可少的美德。任何一個國家

的救濟制度都不能代替這種愛德。

此外，教會還直接照顧窮人。創辦並推行她認為有孟於救他們

的事業。在這類慈善事業上往往成效卓著，連仇教者也不禁大加豆贊

揚。早期基督徒常有強烈的友愛熱情，其中，許多處境優逅的人散

盡家財，用來救濟他人，因此， r在他們中間沒有人感到缺乏9 0 J 

當時的六品執事，是為了這個目的而設置的。他們從宗徒手中接下

每日佈施的職務。保祿宗徒雖然負擔一總堂區的重任，卻仍不辭辛

勞，把捐款帶給窮苦的教友。戴爾部良把這天主教f信言徒在集會時拿

出的捐款稱之為「撫恤基金」用以瞻養、坤

兒，以及守在家中的孤老干1I失敗破產的人們。的

從此，這些基金逐漸成為遺產，教會謹慎的係管著，視如窮人

的家產，且按時分給他們，不要他們蒙受乞討的羞恥。因為教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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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人和窮人共同的母親，地各處鼓勵大量的慈善捐獻設立教友協助

等會以及其他許多'h'豆豆事業。藉著這些機構，窮人幾乎沒有一個不

千字到幸:t ll力的。

現在反而有許多人，如同從前的教外人一樣，竟敢責備教會的

愛德，他們認為國家法所制定的慈善機構，可以取而代之。可是人

類的技巧無一能代教會捨己救人的愛德。這是教會專有的美德，這

美德除了在耶絲基督的聖心中。剖處是無法找到的。任何人脫離了

教會，便是遠離了基督。

這位教宗其訓導的獨創之處就是:雇主和工人可藉各自的協會

組織，為建立一個公正的社會而發揮決定性的影響力，其中，工會

是十分重要的。國家應該保証這些協會組織的權利，並制止非法社

團的成立。我們的時代要求工人團體能扮演新的角色，對這一團體，

國家政權應予以保護。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工人固體，它包括一切其他的組織。歷史可

以證明，過去的工人行會曾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它們不僅為工人爭

得許多利益，同時對技術的進步也有幫助。許多著名的史跡，都證

實當時技毛llt的突飛猛進。到了現代，文明史進步，時尚更新穎，日

常生活所需也更繁多。工人的團體，為適應時代，也更迫切說耍了。

可以欣慰的是，成純由工人，或由勞資雙方，各處都在組織這類國

體，但願它們的數量及活力能日孟精進才好。關於這些組織，我們

說了不只一次，這哀仍不悴其煩地贅述它們的適時與合法，並指示

它們應守的法則和應作的工作。

這些組織是根據自然律和公共利益的要求而成立的。國家不可

侵犯這些權利。我們不妨重溫一下聖多瑪斯的教導。

與國家相比較，這些較小的社團當然有許多區別，因目標各不

相同。周家之所以為國家，其直接目標在於為大眾謀求去共利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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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人和個人都享受這些主J益的權利。『說它是主;有，因為持著它，

人們才互相會合，組成立Z 眾和國家。 J (聖多瑪斯:反駁封恭敬天

主及宗教所提之抗議，二章)。相反的，在國家懷抱中組成的社間。

它們算是，也的確是私人的，因為它們直接的目標，是早已私人的利

萃，單屬於社員的「私人社因是為私人事務而組成的，譬如三兩人

為了一起營而組成一個社國 J (同土)。私人社團雄立足於一國之

中，而為國家的一部分。但一般說來，國家無權禁止們存在，因為

組織私人社圈，是人類-A認的天賦權利。國家之所以建立是為係衛

天賦權利，而不是消滅它;如果國家禁止人氏結祉，那正是自相矛

盾了，因為國家本身與私人社國一樣，同是從同一根源而產生的，

這根源、便是人顯合群的天性。

無疑，法律有時也有權力可以出面干涉、禁止某些團體;例如

當人們聯合起來，做一種顯然有害於國家安全的不正當行為的時候，

法律就可以加以干涉。在這種場合中'''A權力就可以禁止這些團體

的成立，也可以解散已成立的社圈。但是，國家應謹慎從事，以免

侵犯了個人權利，也不要以-A共福利為藉口，制定出不合理的規章

制度。因為，法律只有跟正當理性一一一天主的永恆法律相符合的時

候，才具有約束力。

這位教宗認為「工人團體」是一種在教會幫助下以基督精神改

善社會和經濟的方法。

總而言之，我們可以擬出一條普遍而永恆的原則，即是工會的

組織和管理，必須具備適宜的條件，利於達致1芳、定目的;這目的全

在於使每個工人盡可能籍工會獲得身心及家庭的利益，但很明顯地，

必須以宗教和道德的成全為特別的目標，以這目標為工會全部紀律

的指針。否則，它們將不免變質，比那些毫無宗教觀念的社團勝不

了多少。但工人縱然藉工會挺得了物質利主益，主吾國缺乏神糧，危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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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魂，為他們又有何孟呢?

「人縱然賺得了全世界，卻賠土了自己的靈魂，為他有什麼孟

處? 11 0 J 依我主基督教訓，常以此為基督徒與教外人應有差別的

特徵: r這」切都是外教人所尋求的，你們首先應該尋求天主的固

和它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在你們頭上12 0 J 所以，工人團體原則

既基於天主，便該給宗教教義… n個重要的地位，使每個人認清自己

對天的責任，認清什麼該信，什-麼議望，以及正確的明瞭，為永遠

得救該做什麼，使他們謹防錯誤的主義，和各式各樣的邪惡，並勉

勵工人恭敬天主，專務熱心功課，尤其是遵守主日慶節的宗教敬禮，

教導他們敬愛公共慈母教會，遵守教會規律，勤領聖事，因為聖事

是贖罪成摯的神聖方法。

本通諭強調了一個事實:教會的社會副11導就是號召人採取社會

行動。通諭強力邀請天主教徒獻身於捍衛jF:義和]保護工人，教宗良

十三世在其討11導中說明教會，協會組織，和國家相互結合的角色。

為數不少的天主教徒值得大家的稱贊。他們了解時代的需要，

利用合法手段改善工人的處境，把工人的事當作自己的事，不遺餘

力地設法改進工人家庭及其個人生活。他們還把人道精神傳播到勞

資關係中， .:ì主設法激發和加強雙方的責任觀念。福奇教導人學會自

制，避免走向椏端，使不同利益和不同階級之間融洽和諧。我們看

到有許多秀真人士為此集會討論，發起運動、從事實際工作。大家

都認為有豆豆的事，使聯袂奮起、群力以赴。有的努力結合不同行業

的工人，引導他們加入協會組織，替他們出主意、想辦法，幫助他

們獲取合適的諜生工作。有些主教還給予善意支持;在他們的鼓勵

和指導下，許多神職人員擔任了工會會員的靈修輔導。此外，還有

不少家境富裕的天主教徒願意與工人同甘共苦，不惜提供大量錢財，

創辦福利和保險機構。通過這種途徑，工人不僅可以憑藉個人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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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得到許多眼前的利羊，而且，還能在日後得到穩定的，有尊嚴

的支持。眾所周知，這類多采多姿的努力，已經給全體社會帶來了

很大的益處。

談到工人社間，我們有理由對未來樂觀。會然，這也要看它是

否能夠繼續成長和發展，並且管理得好。國家應該係道這些由主:民

自由組成的社函，但是，不應按插手干涉它們的活動和組織，因為，

它們的生存和發展是依靠內在精神，而外力于涉只能扼殺這種精神，

摧殘社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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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宗比約十一世: <<奧秘何在》通諭 (1922)13

基督的社會王國

教會以發展基督王園，

為各民族帶來真正的和平與正義

於 1922 年 2 月 16 日當選的教宗比約十一世撰寫了《奧和何在〉

通諭(lJbi AJcano, 1922, 12 月 23 日)闡明教會在戰後危險世局中

的角色。教會不得不面對由民族主義，分裂、不安全感、暴力、唯

物主義、享樂主義、家庭危機以及某種「社會現代主義」所引起的

道德上的混亂局面。造成罪惡的主要根源是人們拒絕接受天主的權

力。教會的角色即是喚起人們的道德良知，並章，申新的社會秩序將

決定于是否接受基督的訓導。在教宗比約十 A世看來，教會的社會

訓導旨在發展「基督的王國 J '沒有它，就決不會有真正的和平。

造成今日社會混亂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國家權力不是建立在天

主的權威上，但天主的權威卻保障人性尊嚴、家庭和人類秩序的唯

一可靠的原則。

我們已經表明了，導致生活環境混亂的主要原因是，自從人們

開始否定法律和權力，係起源於天主、造物主和世界主宰以來，法

律的力量和一般人對權威的尊重侵大受削弱。這一混亂局面亦將得

到基督和平的救R責。而基督的和平來白天主，於其間，秩序，法律

和權威當獲確係。因為聖經中說，這: r在和平中遵守法律14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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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愛慕你法律的人必飽享平安 J • r 誰敬畏誡命，必得安全。

15 J 同時，基督本人也說過: r屬於凱撒的，歸給凱撒 J 16 .不僅

如此，他還表示尊重上天賦予比拉多本人的權力 17 .如同他告誡門

徒要崇敬「坐在梅瑟寶座上的經師和法利賽人18 J 那樣。同樣令人

敬{風的是，他在家中也尊重父權，並以身作則，服從瑪麗亞和若瑟;

從宗徒手中傳下來的法律確實是他的權力: r讓每一個人都聽命於

更高的權威吧!因為唯有來白天主的，才是農正的權威。 J 19 

如果我們認為基督在人性尊嚴、倫理生活、服從的義務，、人

類社會的神聖秩序、婚姻聖事和基督徒家庭的神聖|生方面有所副11導

和建樹;且如果我們相信這些部|導及其他訓導是他從天上帶到人間，

而他本人也將這些訓導委托給他的教會，並鄭重許諾，永遠扶助教

會，讓一買正確的教會教導所有民族，直至世界末日，那麼，我們

必將看到，天主教會能夠且定會給世界和平提供療傷止痛的幫助。

與唯物主義瘟疫進行鬥爭的唯一方法，就是接受福音的精神價

值，因為福音宣講友愛、啟迪人心、創造相互信任的條件。耶穌基

督的誡命給人類帶來了和平。

教會是真理和誡命的唯一神立的衛士和說明人，因而只有從教

會那裡'我們才可找到真實而無窮的力量。它可以在人的生活。家

庭和文明的社會中消除「唯物主義」的流毒，並以靈魂不死不滅的

精神紀律取而代之。這種精神紀律，比純粹的哲學思想更能發揮巨

大的影響力，以崇高的仁愛精持和兄弟友誼的情感鉤，將一切階層

的公民(實際上是全體人民)凝聚在一起，將人的尊嚴逐漸引導到

天主那襄，而人的一切權利都可得到承認。這種力量終將使人看到，

當歸正和神化了的人其公私生活建立在更為神聖的原則上時，天地

萬物就會歸向「燭照人，心的大主 J 21 .並在內心深處獲知l他的教誨

和法律，最後，天地萬物一一一所有人的思想，每一個人和統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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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連那些文明社會的公共機構都將受到這種宗教責任感和「基督

是萬物中的一切22j 的影響。

既然唯有教會從真理和基督的美德那里獲得了陶冶人心的權力，

教會便不但可以獨自為今天帶來基督的和平，而且還能堅定對未來

的信念，防止新的戰爭再度暴發。實際上，唯獨它肩負起了神聖使

命，諱譚勸誨人類的一切行動，不論是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的或

集體的，都必須與天主的永恆法律相一致。這樣的行動既會影響許

多生靈，顯然極為重要。

猶如中世紀時代一樣，耶穌的訓導，對於建立國際互信，和建

設「各國共融的國際社會 j ，是必不口]少的。

風此，當各國和各民族在國內外事務土以服從耶蛛基督的訓導

和誡命為其神聖莊嚴的責任時，便會享受到美好的和平;人典人之

間就會產生相互信任，且主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可能出現的任何爭端。

解決這類問題的其他任何設想都不能或很少行得通，更別提能有助

於解決令人痛心的民族爭端。原因之一是:缺少一個共同的機構，

促使一切民族執行一種符合當代形勢的共同法律。中世紀時，就有

這樣一種機構，這是由各民族所組成的真正機構，是基督宗教各民

族的社會。 f盡管他們中有些人常常踐踏法律，但是，法律仍十分有

錢地享有它神聖不可侵犯的尊嚴，這樣，它使為各民族提供了一個

彼此評判各自行為的可靠標準。

唯有教會才是捍衛各民族的法律尊嚴的機構，也只有教會才會

給個人和文明的生活帶來和平與基督的精神。這位教宗闡明了「基

督的王國」是怎樣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但是，有一種神聖的機構，它能捍衛各民族的法律尊嚴;這一

機構既屬於一切民族，又為於一切氏族，並享有三高無上的權力。

她因其訓導職權的完備而受人尊重一一一這個機構就是基督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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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其神聖權力、自然屬性和組織結構，由其偉大傳統及其在幾個世

紀中所享有的尊嚴便可看出，她是一個有能力肩負起重任的機構。

戰爭的風暴無法戰勝她，反而會奇Z責般地鞏囝她。

因而，人們得出結論:除非大家在去私生活中忠實遵循著基督

的訓導、誡律和芳表，否則，就不會有真正的和平，可以肯定地說，

就不會有人們所渴望的基督的和平;所以，在秩序井然的人類社會

中，教會在履行她的神聖使命的過程中，就可以使每個人和全體社

會堅持這些原則和天主的誡律。

所有這一切都在「我們」所使用「基督的王國」一詞中表達清

楚了。耶穌基督通過他的訓導統學人類心智;通過其愛德支配著人

的心靈;通過使人服從其法律，效法其芳表，而支配著人的全部生

活。例如，一個經過基督宗教的婚姻聖事而組成的家庭在維持其婚

姻的神聖性時，他支配著這個家庭:於其間，父母的權威是按照父

神的模式，[t]為父權及其稱呼就是由此而來的。兒女竭力效法子耶

妹聽從父命的榜樣，從而整個人的生活都洋溢著「拿區肋家庭」的

聖潔氣氛，最後，主耶蛛使支配了文明的社會，同時也將最高的榮

譽奉獻給天主。人們看到從天主那裡停下來的權威和各項權利，並

最終吾吾正丸，它們同時是指導和管理社會的方法。這裡服從即是一種

義務。更重要的是，當人們按照造物主所要求的那種程度來尊重教

會的時候，完美的社會就會隨之出現，這樣的社會是所有其他社會

的導師和領袖。這當然不是說，這些社會的權力會受到削弱(因為

它們本身的組織皆已合法成立) ，只是適時能日豆豆完善罷了一一一猶

如聖寵使自然天性日臻美善一般。由此說來，這些社會便會在實際

上大大地幫助人們去實現最高的目標，獲得永恆的大福，並使人生

活於幸福和富有之中。在此，我們可以看出，沒有基督的玉圈，就

不會有基督的和平，唯有基督的玉圈，才是尋求和平的可靠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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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教宗比約十一世: (四十年》通諭 (1931 )23 

教會的社會訓導說明

解說教會社會訓導的方法，

目的和權威

教宗比約十一世的《四十年〉通諭是在紀念其前任教宗良十三

世於 1891 年撰寫的《新事〉通諭頒布四十周年之際而發表的。本

通諭的標題即點明了所要闡明的實質內容。

對本書來說，這通諭有其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它是明確論述

教會社會訓導之性質、方法和目的的最初文件之. 0 

這通諭包括了三個主要部份:一、《新事》通諭戶斤產生的良好

效果:教會的行動、國家的行動以及勞資雙方的行動。二、在社會

和經濟事務中，特別是有關財產權、勞資關係'合理報酬和恢復社

會秩序方面，教會的權威。三、歷數自教宗良十三世時代以來所發

生的各類重大變化，諸如資本主義制度的流弊，天主教徒所無法接

受的社會主義的蔓延等。這通諭在結尾時號召天主教徒投身社會事

業，以促使社會合乎正義與愛德的原則。

關於教會社會首11導的方法和獨特性，讀者應特別注意下列幾段

節錄。

教宗比約十一世就《新事〉通諭所產生的效果發表了見解。他

說明教會如何根據福音的觀點，談論社會和經濟問題;又如何一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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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努力地保護窮人，並在主教們的參與 F使其討11導等合時代的需要。

首先，教宗良十三本人明確闡述了人們應該寄希望於教會的是

什麼。「顯而易見，正是教會從福音中獲得了訓導，從而使門爭完

全平息了下來，或者說，在排除了這一門爭所帶來的痛苦之後，教

會當然變得史加于鍾百t束了。同樣地，教會不僅努力開導人的思想，

而且還以其誡命支配每一個人的生活和倫理道德，豆豆通過大量的慈

善機構改善了工人的處境。 24

教會並沒有將這些富源靜靜理藏在自己心中，反而慷慨地施用

於推進大家所渴望已久的和平。教宗良!一三三，本人及其繼承人在特別

維護窮人和弱者方面25表現出父親般的慈愛和堅定不移的牧人精神。

他不斷發表聲明，並執筆寫 F 了《新事》通論中所提出的有關社會

和經濟問題的副11導，並使其適合時代和形勢的需要。訐多主教也都

是這麼做的，他們對這通諭持續給予富有智慧的解釋，藉發表評論

予以闡述，並根據宗座的思想和指示，將其訓導應用在不同地區的

各種情況和機構之中了。 J 26 

在社會經濟學者和專家們的幫助 f' 教會發展了一門現已在許

多領域中加以研究的真正的「天主教社會學 J 0 教會的社會訓導已

成為人類社會的遺產。

所以，在教宗良十三《新事〉通論的指引和光照下，一個真正

的夭主教社會學興起了。在那些被揀選的人(即所謂的教會幕僚)

不知疲倦的努力下，這門學科日益發展 且更見豐碩。的確，他們

並沒有把這門科學置於學術門牆之外。在各個天主教大學、學院和

神學院內，在研習會和經常隔期舉行的「周會」上，它都是固定而

實用的課程，並且廣受到好評，技采卓著。各研究固體也紛紛成立，

各種足期刊物也紛紛出刊，並散發各處。以上種種事實清楚表明了，

這些人士使這門科學放射出了萬丈光芒， f.炙人在感受到生活重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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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知識的力量。

教宗良十三世的《新事〉通論，其i益處不僅僅為限在這些領域;

因為，它所包合的訓導已在不知不覺中逐漸深入那些不承認教會權

力的教外人心中。結果，天主教論述社會問題的原則使點點滴滴變

成了整個人類社會的遺產。令人欣喜的是，我們博聞強記的前輩以

如此卓越的筆法所宣示的永恆真理，在非天主教書刊中以及在立法

院和法庭上，都經常廣受引用和辯護。

《新事〉通論可以被看作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由於週延深入

的調查研究以及神職和工人的熱誠參與，該通諭深刻地觸及了社會

現實。教云:比約十一世說明了教會的社會副11導;如何扮演喚醒良知的

角色。

此外，可怕的戰爭結采以後，強國領袖試圖進行徹底的社會變

革，以恢役和平。他們所擬定的幾項以去正和平等來處理工人問題

的原則中，有好幾點恰與教宗良十三提出的指示相吻合。這難道僅

僅是偶然的巧合嗎?無疑地， <幸斤事〉通諭已成為一部值得紀念的

文件，正確地說，它應驗了依撒意亞的話: r 它將為各民族確立一

個標準。 J 27 

同時，教宗良十三的訓導也正廣泛影響人心，隨著調查研究所

顯示的方向，而見諸實踐之中。首先，人們懷著善意，積極努力，

以提高勞工階級的社會地位。這個階級因現代工業的發展，人口驟

增，卻未在人類社會中贏得相稱的地位，也因而備受忽略和鄙視。

為了改善工人的處境，並有益於他們的身{，、健康，教區和修會神職

在肩負著其他牧職的情況下，仍隨同主教，全力貢獻畢生精力。他

們經常把基督福音灌輸給工人，同時還幫助他們認識自己所應享有

的真正尊嚴，認清其本階級權利和義務，明白如何合法l而愉快地發

展自己，甚至成為同伴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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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比約十一世稱《新事〉通諭為天主教社會訓導的大憲章，

指出建立在福音基礎上的訓導價值是基督徒反省果、長期經驗、順

應時代變遷以及為經常努力回應新問題的成果。

可殺的兄弟們和親愛的核子們，我們雖然沒有詳細闡述，卻概

略指出了教宗良十三這ìi!論的許多好處，清楚證明了這不朽的文件

不是談論人類社會的空洞理想，而是從福音那永遠活生生和賦予生

命的源泉中吸取了智慧，所以，它具有不尋常的效力。 f盡管訓導不

能立即制止那正在分裂人類大家庭的致命的內部門爭，但畢竟大大

平息了它的氣焰。基督的教會和全體人類所結出的豐碩成果贏得了

天主的歡心並得到了救息。它說明了，四十年前播撒的種籽已紮根

在肥泛的土壤上了。長期的經驗告訴我們，教宗良十三的這通諭是

一切基督徒活動在社會領域中所需遵循的大憲章。輕視這通諭及其

紀念活動的人士，或是辱罵他們所不了解的，或是只懂得了一點皮

毛，不然就是自打耳光，皂、恩負義。

然而，這些年來，各方對該通諭中系些都分的正確含義以及對

從中推出的不同結論有所質疑。在天主教徒中引起了爭議，甚至銜

笑。此外，我們的時代又有了新需要和變化了的情況。這一切都要

求我們更加準確地應用教宗良十三的訓導，甚至給予若于補正。我

們既然擔任教宗的職務，就理應為大眾服務。所以，我們很願意借

此機會，答覆這個時代的疑問和要求。

《四十年〉通諭極其準確地討論了教會在社會和經濟事務中所

享有的權威。在世俗社會的技術性問題上，它並沒有什麼發言的權

力，但是，當道德法規應用到經濟領域中的時候，教會的神聖使命

就決定了它可以進行正當的干頭，並對道德法規做出解釋。對於道

德法規與經濟科學之間的關係，教宗巳予以明確的闡述。

但是，在繼續說明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還必須首先在此確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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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良十三世所十分明確制定的那項原則，也就是說，我們有權利並

有義務對社會和經濟問題發表具有權威性的見解尬。當然，教會的

權力並不是引導人們去追求一種曇花-現和經不起考驗的的幸福，

而是一種永久的幸福。的確， r 教會認為，她不宜無緣無故地涉足

於這些世俗的事情29 J '然而，她決不放棄天主所賦予她的行使權

力的天職。當然，她不能把這種權力用在她既無資格，又無本分的

技術性事務中，而是用在所有與道德法規相闊的那些事務中。因為，

天主託給我們的真理寶庫，我們肩負的傳播、解釋和隨時推動整個

道德法規的重大職責，都把社會秩序和各種經濟活動委託在我們高

權力的管轄之下了。

儘管經濟學和倫理學在其自身領域中運用各自的原則，然而，

把經濟和道德的秩序說成彼此截然不同和互相排斥，以至於前者不

能依賴後者，這種說法是錯誤的。當然，經濟學法則，是恰好建立

在物質本性和人類身心能力之上的。它確定了什麼是人類生產能力

的極限，在經濟領域中能得到什麼，其使用的手段又是什麼。然而，

根據人與事的個別屬性和社會屬性，自然屬性，理性本身便明確說

明了天主為」切經濟生活所確定的目標。

但是，道德法規卻要求我們去實現我們全部活動的最高和最終

的目標。它同按要求我們在每一頃活動中去直接追求我們所已知的

那些目標，即:自然屬性或天主一一大自然的造物主為某種行為所

確立的目標，以及為了達到我們最高和最終的目標而建立的服務於

直接目的的有秩序關係。如果我們忠實遵守這司法則，那麼，人們

在經濟領域中所力求實現的個人和社會的特別目標將在普世的目標

秩序中找到它合適的位置，同時，我們也將因實現這些目標而逐步

攀上頂峰，並實現一切事物的最終目標一一一天主。對於祂和我們來

說，這是最高的和無窮的美善和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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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教宗比約十一世: (贖世主》通諭 (1937)ω

正視共產主義

凡信奉天主和善意人士

都能接受教會的訓導

教宗比約十一世利用《贖世主〉通諭 (Divini Redemptoris 

1937) 分析和駁斥無神論的思想。由救世主耶穌創立的基督宗教文

明受到了布什維克共產主義及其辨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原則的威脅。

該文件分為五個主要的部分:一、教會對共產主義的態度;二、

共產主義的教條及其後果;三、教會訓導的主要內容;四、反對共

產主義的方法;五、一切天主教徒都必須攜手捍衛和促進天主教社

會的原則。

教會的社會訓導的特點是，它從根本上承認天主這個最高的實

體，並從理性和信德出發來看待人。

首先，在蕊有之土，有一個乏高無土的實體存在;這實體便是

造化天地的全能主宰和五義至智的法官。這至高的存有，天主，即

判決共產主義冒失謬行。事實土，不是因為人們相信了天主，夭主

才存在，而是因為天主確實存在。所有願意追求真理的人都會相信

天主，並向他禱告。

關於-A教信仰及人的理智，對人究為何物的解釋，我已在《青

年-A教教育〉通諭31中，提綱摯地陳述過。人有一個不死不滅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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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體，就是靈魂;人因了造物主賜予他的肉軀與靈魂方面的殊寵而

榮為古人所謂的「小宇宙 J ，其價值遠遠凌駕於廣大無邊的無靈世

界之上。只有天主是人的最高宗旨，今生是，來世亦然。人因了寵

愛而貴為天主的義子，並在基督妙體內成為天主神國的一員。因此，

天主給予人類多種權利，如:生存權、肢體完整權，擁有必需品的

權利，實現天主給他指定的最後宗旨的權利，集會結社的權利，佔

有私產以及享用該私產的權利。

天主教關於社會秩序的觀點，己見諸教宗良十三的各項通論及

《四卡年〉通諭。這些文件的內容建立在天主教的傳統之上，同時

呼應、了新的杜會現實。

關於社會經濟秩序和工人事業的各項指導原則已在教宗良十三

世的通諭中詳細論述了 32 。我們的《重建社會秩序〉通諭33已根據

當前需要對這些原則做了-番調整。隨後，我們再一次堅持了教會

多年來關於私人財產的個人和社會屬i宜的訓導，並清楚說明了勞動

者的權利和尊嚴，以及存在於勞資之間的互助手1]合作關{系。還有工

人及其家庭的合理而適切的工資待遇。

對一切善意人士來說，這一訓導是有效的。此外，許多政治家

和非基督宗教領袖們也都承認它的實效性。

一切真正了解它的人都承認，這一訓導閃練著智慧並其實效。

f祭出的政治家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斷言:在對各種不同社會制度進行

一番研究之後，人們發現沒什麼心可以比《新事》通論和《四十年〉

通諭所詳細論述的那些原則更為可靠的了。在非天主教和非基督教

的國家被，人們承認教會的社會訓導對人類社會的重大價值。僅僅

一個月前，遠求一位f祭出政治人物(非基督徒) ，毫不猶豫地玄開

承認，教會用和平與兄弟情設的教義，為在各民族之間建立和維護

和平的艱鉅任務做出了搞到的貢獻。最後我們從基督宗教世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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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匯集了世界各地發來的)可靠情報中獲悉，在還沒有完全墮落

的地方，一且對共產黨人講明教會續袖及其導師所宣講的教義時，

他們便會承認，教會的社會訓導確實具有優越性。只有那些被情緒

和仇恨蒙住雙眼的人，才會無視真正里的光芒，並頑固地與之抗衡。

教會的敵人承認訓導所包含的智慧，卻指責基督徒背離了教會

的理想。換句話說，教會的訓導需要基督徒用實踐來檢驗。歷史本

身就證明了，教會曾如何改變了人類社會。

但是， 1:盡管教會的敵人不得不承認教會訓導有其智慧的一面，

卻拍賣教會不能遵守自己制定的行為準則，因此，他們得出結論:

有必要尋找其他解決問題的辦法。然而，登個基督宗教的歷史卻表

明了，這一指責是站不住腳的。它是徹頭徹尾的詩誤。有一點就頗

具典型，是教會首先肯定了，所有的人(不論種族，不論任何環境

下)都享有真正的普世兄弟情誼。她在前幾世紀中，以前所未有的

方式、廣度和信念宣布了這一訓導;在廢除奴隸制的過程中，她正

是藉迄今11 導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不是什麼血腥的革命，而是她的訓

導的內在力量， {:吏傲慢的羅馬主婦把她的奴隸看作是基督內的姐妹。

唯有基督宗教才尊崇天主子。而基督因愛人而成為人，不但成為

「木匠的兒子 J '而且自己也成了一名木匠 J 34 。過去，基督宗教

提高了手工勞動者所應享有的真正尊嚴;在那以前，手工業者一直

深受鄙視，連秉性溫和的問塞羅 (Cicero) 也直率地用任何現代社會

學家都會感到慚愧的言辭來總結他的同代人的看法: r所有的于工

業者都經營卑鄙的交易，因為工作房裡沒有高尚的東西。 J 35 

教會的社會訓導意在保護和服務社會。如果教會的訓導早已被

人接納，則不論社會主義或是共產主義，就都無法攻擊建築在耶穌

基督這塊奠基石上的社會秩序了。

事實土，我們可叫說，在幾個世紀中，教會效法基督的芳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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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體人民謀福利。如果那些管理國家的人不曾蔑視教會的訓導和

母親般的警告，今天就不會產生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了。也有人希

望以自由主義和現世主義為基礎，另建其他類型的社會大廈。這些

大廈起初都搞得很強大，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很快便又暴露出薄

弱的基礎，如今就在我們眼前一個個開始瓦解了;正如一切非建立

在耶穌基督基石之土的事物，都注定要瓦解一樣。」

我們有必要根據教會的社會訓導，積極展開社會問題的研究。

目前，我們急需以研究活動和廣泛磋商嘗試將司11導運用到社會現實

的各方面。

~使這一社會活動產生更大的功效，我們有必要根據教會的訓

導，廣泛展開社會問題的研究，且直在其合法權力的係援下，使其各

項原則和建議盡可能獲得最廣泛的傳播。天主教徒在社會經濟領域

中的某些行動還有待進一步的改造。 這是經常性的問題，因為教友

還不太理解教會在這些問題上的訓導，也沒有對此加以深思。因此，

在社會各階層中，針對各稜不同知識文化的程度，廣泛實行社會教

育計劃是極為重要的。有必要謹慎且次次不倦地使教會訓導盡量獲

得傳播，甚至在工人階級內部傳播。人類思想必須得到天主教訓導

真光的啟迪。-A'教原則應能以其穩健的思想照耀人的理智並折服人

的意志， 1炙人取得生活的準繩而虔敬勤勉地滿仝社會責任。如此，

他們勢必反對羔些基督徒生活中所表現的使我們多次感到遺憾的言

行不符與缺乏恆心。有些人外表熱心參與宗教活動，在實際工作、

在職業生涯與商業貿易中卻又背離良知，違背-A'正的原則和基督信

仰的愛德對意志薄弱者來說，這樣的生活就是一種恥辱，對惡人言，

則是說毀教會的藉口。

在傳播教會的社會訓導方面， r 天主教新聞出版業」可扮演獨

特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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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建基督宗教道德的過程中， r 夭主教新聞出版業」可以扮

演重要的角色。它的首要職責就是以各種引人入勝的方式，促使人

進一步了解社會訓導的內容。它還應.該準確提供有關敵人活動的全

面情況與有效的對策。它應說提供各種有用的建議，警告人們防範

陰險的欺詐行為。共產黨人就是靠著這種騙術，抓住了人心，甚至

博得了有信德者的同情。

拓展教會訓導，需要所有天主教徒的支持。他們的不和或分裂，

會嚴重破壞教會的影響力。

最後，我們向不同國家，不同社會階層的孩子們，以及每一個

宗教團體和在俗組織再一次發出緊急呼籲，希望他們能聯合起來。

多少次，我們父親般的心常因各種意見的分歧而傷痛。同一教會母

親的兒女竟因細故而相互對立，造成可忘的後泉。激進分子雖人數

不多，卻往往從中濤、利，煽風點火，致使天主教徒彼此之間更形分

裂。從過去幾個月所發生的幾起事件中可以看出，我們所發出的警

告似乎顯得多餘 o í盡管如此，我們還是向那些不明白或也許不想明

白的人再次重申這一告誡。那些在天主教徒內部製造分裂的人，在

天主和教會面前當負起重大的責任。

教宗接著向所有信仰上主的人一一一人頡全體中的大多數一一

發出呼籲，因為，在貫徹這些原則的過程中，每個人都可扮演決定

性的角色。

但是，在這場由黑暗努力反封神聖思想的鬥爭中，我們真誠希

望，除了以基督聖名光榮天主外，所有仍相信土主的人(他們佔人

類中的絕大多數)都可以發揮決定性的影響。因此，我們願再次懇

求他們伸出忠誠而熱情的合作之手，如我們五年前在< Caritate 

Christi> 通論中所呼籲的那樣。這樣才不會使人類遭受到巨大的危

險。正如我們當時所說過的「相信天主就是維這整個社會秩序和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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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詹世俗一切責任的不可動搖的基礎。那麼，凡不願看到無政府狀態

和恐怖主義的人就應該採取堅定的步驟，以防止各種宗教敵人達到

他們曾厚顏無恥地向世界宣布的那種目標。 J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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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教宗比約十二世: (至高司祭》通諭 (1939)37

維護人類家庭的合一

教會宣揚人類的合一，不同的

國家與文化，使世界多采多姿

教宗比約十二世經常就社會問題發言，但大多透過電台發表演

說，我們隨後將重溫其中的三篇演說。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發表的第一封牧函〈至高司祭〉

(Summi Pontificatus, 1939) ，準確地說，並不是一道社會|宜的通諭，

然而，它卻包括了幾項可稱之為教會社會訓導的重要原則。

這位教宗首先分析了導致衝突的各種原因，即:違背天主的法

律， iJ I致國家至上主義，互相敵對的國家主義，以及支配別人的欲

望。然後，他又重申人類家庭的基本合一是教會社會副i導的一項根

本原則。合一是建立在有其「自然」的和「超自然」的基礎。

這真是一種了不起的識見，使我們看到了合一於天主內，有著

共同血統的人類民族。「世上只有一個天主，祂是大家的天父，他

在所有人之半，透過每一個人，並在我們所有人之內。 J (4各四 6 ) 

這是一種自然的合一，每個人都是以有形的軀體和不死不滅的靈魂

形成的。我們更合一於直接的目標和世界的使命中;今一於人居住

的地方和人世間，每個人都可以運用自然的權利，使自己獲得大地

的資源，維持和發展生命。我們更合一於超自然的目標一一一天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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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中，所有的人都應該歸向祂。我們也合一於通往且在係實現那個目

標的道路上。

係祿宗徒為我們描繪了人類合一的情景:在與天主子一一無形

天主的肖像 的關係中合而為一， r 其物都是在祂內創造的」

(哥一 16) 在基督以其苦難，恢復天人關係，~眾人完成的救恩中合

而為一， r 因為只有一個天主，只有一個天人闊的中係。 J (弟前

二 5)

為了使天主典人類之間的這種關係更為密切，這位神聖而普世

的救恩中係與和平使者在他完成最高祭獻之前，於晚餐廳中，從其

神聖的雙唇問道出了震撼未來幾世紀的一段話: r這就是我的命令，

你們說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 J (若十五 12) 。這句話，世

代以來，在這個缺乏愛，而又因仇恨而四分五裂的世界土，激發了

無數英雄式的仁愛行徑。

這些就是起自然的真理，為人類的合一提供堅實的基礎和最強

韌的紐帶。靠著天主和神聖救主的愛，這一紐帶益形鞏固，每個人

也都獲得了救息， r 以建樹基督的身體，直到我們眾人都對天主子

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成為成年人，並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

(弗四 12 、 13)

人類的合一，由於不同民族和國家都召叫要生活於和諧與愛中，

而益顯多采多姿。教會尊重，並保護各國的稟賦與遺產，鼓勵所有

民族給合於基督所啟示的互愛之中。

在實現全人類合一的過程中，個人不再有孤立無援、一盤散沙

的感覺。因為，在法律和現實中，人類的合一已體現出來了。在人

典人之間有一稜來自人的本性和共同歸宿的力量把他們連接在一起，

在他們中間形成了一種因時而異的相互關係。

f盡管生活和文化環境有剔，開發的程度各異，每個國家仍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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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類家庭的合一，反而能藉著分享各自富藏、互通有無而使世界

多采多姿，當然，這也只有當互愛和憐，閥把所有天主的兒女和獲得

基督救恩的人給合在一起的時候，這種分享和互通有無才會成為可

能，並產生效果。

基督的教會一一一這個神聖智慧、合11 導的忠實看護人，不能也未曾

反對、輕視各民族的特殊風格。各民族無不以令人羨慕和可理解的

自豪，把這種獨特的風格視為珍貴遺產。教會的宗旨就是:在色羅

蕊象的愛中實現起自然的合一，使人不但深深感覺到愛的存在，還

能實主見這種愛。外在和膚淺的合一不是教會所追求的宗旨。」

教會按照自身的使命，以研究和調查嘗試了解每一種文明所固

有的特性和寶貴財富。任何價值只要沒有宗教精神上的謬誤，教會

絕不排斥。這是教會評價各種文化價值的基本原則。

只要不違反人類的國結合一，教會竭誠歡迎每一種源自各民族

文化，旨在促進世界秩序與革新的趨勢或努力。教會將給予慈母般

由句 4兄尋晶晶 。

教會在其傳教事業中一再說明，這種行動原則是教會普世使往

工作的指路明燈。為了對各種文明進行深入細致的觀察_;ìÉ.借重其精

神價值使福者宣講更為生動、實際，教會中許多老老少少的教士，

紛紛獻身於文化考察與研究。只要是不違反基督信仰宗教情棒的風

俗習慣，教會必予接納，益在可能的範圍內，予以贊助，使其得以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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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宗比約十二世: (五十週年》通諭 (1941)羽

教會在社會事務中的權限

教會籍著詮釋天主所啟示的真理

和自然律，而獲得了她在社會事務

中的訓導權力。

1941 年 6 月 1 日在紀念《新事》通論發表五十週年之際，教宗

比約十二世以激昂的言辭再次肯定了教會在社會事務中的權威。這

是一個倫理和精神上的權威，而不是純技術|宜的權威。

令人漾信不疑的是，教會不但有權力，而且也有義務對社會問

題發表權威見解，如教宗良十三世向世界發表的通諭那樣。他無意

在社會結構純實務(或技術的)方面制定各項指導原則，因為他明

白教會沒有這樣的使命，正如前任教宗比約十一世十年前在其紀念

性的通諭《四十年〉中所指出的那樣。在一般勞動結構中，為了促

使個人及其自由組織的身心能量得以健全發展，地方機構和職業工

會率先展開行動，其後，國家亦開始廣泛的協調與整合。國家具有

穩足社會的更高權力，它有責任防止多元化、個人和集體的利益銜

突所引起的經濟不平衡等混亂局面。

教會的權力在天主所啟示的真理和自然律中找到了合理的依據。

人們對各種社會制度的評價就是根據這些標準進行的。社會的道德

狀況會嚴重影響人靈的健全與否。教宗此約十二世所巧擬的這些原

則，現已成為教會的社會訓導的常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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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教會在社會秩序方面的權力是不容否定的，因為，

社會秩序觸及道德秩序。教會有權決定立在一特疋制度的基礎是否符

合天主持自然律及啟示真正里而展示給我們的永恆秩序。這正是教宗

良十五世在其通論中反覆強調的秩序。不錯，自然律的指令和天主

所啟示的真正里好比兩條河流，彼此不相侵犯，卻郁源於同一個天主。

教會使大自然與恩寵結合在一起。她是這種超性秩序的維護人。教

會確立人們的道德良知，特別是那些對社會生活中的困難負有解決

責任的大人物的良知。從社會的特定形式來看。不管這種形式是否

符合神聖的法則，它者11決定並導致人靈的健全與否，也就是說，它

決定了，那些曾受到基督恩寵感召並獲得再生的人，是否決心在煩

瑣的人生道路中，切切實實生活在真理及倫理道德的環境之中，或

呼吸著白錯誤和腐化而造成的瘟疫般的，甚且是致命的空氣。面對

這樣一種思想和期待，這位為自己兒女的幸福而牽腸掛壯的慈愛母

親一一一教會，怎麼能夠在他們處境危險時袖手旁觀呢?每當有人有

意或無意地為難基督徒，式在實際上杜絕其生路時，教會又如何置

神聖法律制定者的誡命於不顧，而對這樣的狀況況而不見呢?

繼教宗比約十一世之役，教宗比約 1 二三世堅信《新事〉通諭所

帶來的益處。為了響應教京良十三世的號召，人們已在這方面取得

了很大的進步，而且各岡還編排制定了龐大的社會計劃。在確立

《新事〉通諭為教會社會副11導的首部具有權威性的重要參考文獻方

面，教宗比約卡三世提供了相當重要的意見。

《新事〉通諭傳抵民眾中，以崇敬和熱愛的心情向大家致意。

《新事〉通諭深入工人階級受到工人的重視，在工人心中激發起基

督徒的情感和國民的尊嚴。的確，隨著歲月的流逝，其巨大影響逐

漸擴展到世界各地，其所提出的準則幾乎成了全體人顯的共同財富。

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盛興。國家用法律的形式係遂自由，並視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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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特有的活動。這時，教宗良十三世告誡各國說，國家還有義務關

心社會福利，他認為，國家應實行一項慷慨的社會計畫.) ，並制定一

部勞工法以滿足全體國民及其所有社會成員的需要，特別是弱者和

無產者的需要。他的號召引起了強烈的迴響;許多國家的政府部門

努力改造工人的生活狀況。因此，我們完全可以說， <新事〉過諭

已成為基督徒椎動社會發展的「大憲章」

儘管世界上發生了許多悲劇，但是，如果回想-下《新事〉通

諭在戰時所產生的持久價值，人們就會有一種希望。教會時刻準備

重整旗鼓，參與建設一個全體人類都能獲得正義與尊嚴的未來世界。

教會一向提醒人們注意社會的各項基本價值。的確，教會肩負著

「先知使命」。

其時，半個世紀過去了，所留下的是國家和社會中滾滾的裂痕

和嚴重的不安。前任教宗在其《四十年》通論中以敏銳的目光論證

了社會的、特別是經濟變化和動盪不安所引起的道德問題。這位教

宗用道德標準對待這些發生在《新事〉通諭發表之後的問題。在青海

後的十年哀，社會、經濟生活中所出現的重大事件益不亞於在此之

前的頭幾年。黑暗、動盪之水匯入了戰爭之海時流險灘滾滾影響了

我們的經濟和社會。

在這場使許多人彼此殘殺的戰爭結束之後，我們的社會生活將

要向教會提出什麼樣的問題和特殊任務，目前還很難加以探索和預

測。然而，如果未來植根於過去，如果近幾年的經驗是我們未來的

指南，我們認為，我們就可以利用今天的紀念活動，為社會和經濟

生活的i個基本價值進一步提供茱些道德土的指導原則。我們將在

教宗良十三世的這種精神鼓舞下從事這項工作，並且將揭示他所預

言的今日社會的演變。這三個彼此緊密相連，互為補充相互依存的

基本價值就是:物質商品的使用，勞工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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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宗比約十二:

《基督宗教文明的未來》通諭 (1944)39

基督宗教文明，

在戰後扮演什麼角色?

1944 年，戰爭仍在狂嘯，許多社會集團已經在討論有關未來世

界的秩序。教宗比約十二向人類家庭作了重建未來的廣播講話，提

出某些符合天主的誡命和基督徒良知的建議。

基督宗教文明的未來取決於它有多大能力去用各種宗教的和倫

理的原則， i.鼓勵其它的變化，因為，這些原則能給人類社會帶來公

正、和平和兄弟友愛。

基督宗教文明在歐洲和全世界的前途，決定於它如何回答這個

問題。每個民族的文明都有其特有的特徵。基督宗教文明並不侵犯

這些不同的文明，也不會使化們黯然失色。相反地，它踏身其間，

從而振作它們各自共有的最崇高的道德原則，並鼓勵它們遵守這些

原則。這些原則就是造物主一一一天主銘刻在每個人良心上的道德法

律旬， f!p 來白天主的自然法則，是人的基本權利及其神聖不可侵犯

的尊嚴。基督宗教文明把任何人的權力所不能給予的能力，注入每

一個人的心裡，每一氏族和每一國家的國民生活中，以係草草道德秩

序，使它不乏受到有害細菌的侵蝕和毀滅。

就是這樣，基督宗教文明既不窒息，也不消弱彼此極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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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文明中的健康成分，卻使它們在主要的事務上協調一致，廣泛

地統~思想和道德標準。這就是洋溢在人類大家庭各成員間的真正

和平、社會正義和兄弟友愛的最為牢固的根基。

於是，教宗比約十二世向成千上萬希望攜手建設一個體現基督

宗教思想的新社會秩序的教友發出了呼籲，他說:

我們相信，世界土成千上萬的人會積椏地回應我們的呼籲。我

們呼籲所有懷著同樣基督宗教思﹒想的人，在建設一個更主:道的法律

秩序上的通力合作。在解決有關建設一個更符合天主的誡命和人的

尊嚴的經濟和社會秩序的棘手問題上，這樣的合作特別重要。在這

個秩序土，依照基督宗教思想，無產階級地位的提高是不可來缺的。

對於每一個基督的真正的追隨者來說，堅決而慷慨地實現這個目的，

不僅是一種辦事的計劃'而且更是一種良心土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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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教宗比約十二世 z

《致樞機主教演講辭}} (1946)41 

教會不同於帝國，

要征服的是人心。

對人類社會的統一來說，教會的超國家特徵具有非常重要的意

義。但是，把教會看作是一個爭奪世界霸權的世間帝國則是錯誤的。

教會起國家的地位，說明教會的統一與完整對奠定社會生活的

基礎是很重要的。這不是說，教會可以以一個龐大的帝函姿態來掌

握整個人類社會。把教會看成一個世上帝國和世界的主宰的觀念，

根本就是錯誤的;歷史土沒有一個時代真有過這種現象:除非我們

硬將這個時代的觀念和術語，轉周到以前的幾個世紀。

的確，教會的使命是使所有的受造物聽命於福音。但絕不可以

說，教會制定一項帝國主義的計劃。教會與企圖支配人民的帝國恰

恰相反，教會是在每個人的良心深處發揮影響作用，並以此作為人

類社會的牢固基礎。

f盡管教會在整個世界中執行基督的使命，並使一切受造物聽命

於福音42 '然而，它不是一個帝國，更沒有今天人們所說的帝國主

義的那種含義。教會的進步和發展清楚顯示她與現代帝國主義所走

的路線恰好相反。教會首先取得了深入的進步，然後，便在廣度和

數量上求發展。教會所追求的首先是人。她接照天主肖像培養和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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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了人。她的工程是在人心深處運作的，並影響人的一生及人各項

領域中的活動。教會如此看重人，為的是給人類社會奠定一個可靠

的基礎。現代帝國主義到背道而馳;它求的是擴張努力，它並不以

人為中心，而是以人所用的物或力為中心，由此，它使在自身內播

下了危害人類生存的種子。在這種情況下，各民族為他們的安全而

焦慮，也就不是意外之事了。因過度的擴張而引起的焦慮，本身含

有蛀蟲般的隱憂，結果令人不停地要求安全，甚且是迫不及待地企

望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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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教宗若望廿三: <慈母與導師》通諭 (1961)的

從全球觀點，看社會問題

必須根據各時代的獨特情勢

和複雜問題，來重估教會的

社會訓導

在紀念《新事〉通諭發表七十周年之際，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發

表了《慈母與導師〉通論，他再次肯定這部當代首次發表的社會通

諭的重要意義。

這部文獻分四個主要部分: 1. {新事〉通諭中的社會訓導，以

及比約十一和十二兩位教宗的社會訓導; 2. 現代社會的新問題與教

會的答案; 3. 國家內部及世界中所存在的不發達現象，人口問題和

國際間開展合作的必要性; 4. 教會的訓導給這個世界的社會問題提

供了獨特而永久性的解決辦法。

關於社會問題，教宗在通諭中提出一個廣泛而全球性的觀點，

其中涉及的問題有:現代經濟制度的改革，在社會組織中，社會化

的擴大趨勢，農業部門的各種新的需求，人口的增長以及各民族的

經濟發展。

下列的幾段引文，足以說明教宗在思考時代的社會問題時，所

持的新觀點，它們對教會的社會使命提出了新的挑戰。教會因此重

新考慮了社會訓導的實質與現實意義。

教宗把「社會化」趨勢看作是新社會的一個特點，通論中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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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討論了這一現象的正反兩方面。

「我們這個時代的特殊現象之一，應說是社會化的發展，那便

是人們日豆豆密切的相互關係;在人們生活和活動內，出現了為私法

或'Ä'法所承認的各式會幸土。其原因似乎是現代所有科技的進步，及

生產效率的增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

社會化的發展，當視為政府介入私人生活的原因和蹟象。政府

日孟注意到人們的切身問題如:父共係健、青年的教育和訓練、職

業的指導，使精神或肉體患有缺陷者，獲得醫療及康復的設施和辦

法，這都是事關重要而不無危險的事。但社會化的發展，正顯示人

心不可抑制的自然傾向。因為對求取財富和福利，任何人的心目中

都自有計劃，但這計劃超過個人能力時，便會本著所謂的自然傾向，

白發地組成社周來達成目的。尤其近年來，一間或國際性的經濟、

社會、文化、礦樂、體育、技i，jtî 、職業、政治等會祉，各處都在紛

紛成立。

無疑，由於社會化的進展，產生詐多方便和利益。私人權利，

尤其在社經方面的權利得以滿足:必需品的供應、衛生、基本教育

的普通化和水準的提高、更完善的訓練、住宅、工作、適量的休息、

正當的棋樂等。加以目前人們互相傳達思想的新技術日見齊備如:

書報、電影、廣播和電視，使人們對世界每個角落所發生的事情，

雖有天涯海角之隔，亦能自睹耳聞，宛如身臨其境。

現在社會的另一個問題是，在鄉村與城市之間找到新的平衡。

正因如此，各國家都說此嚴重事態考慮，如何切實減少農業和

工業或其他職業範圍之間的生產不均現象?如何使農村生活和城市

水準的距離盡量縮短?如何使農民切實認清自身職責而沒有自卑感?

使他們深信，人在農村生活的辛勞中，同樣可以發展益堅強自己的

人格，而對未來充滿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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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引起世界囑目的重大問題便是發展，以及貧富國家間相

互依存的問題。

現代至嚴重的問題，也許就在如何調整經濟先進國家和落後國

間的關係'前者享有安樂的生活，後者鬧才智難掘的窮困。現代世界

各國，既接近到好像共居一堂，則富庶閻牢不得忽視在艱苦中掙扎

忍受飢寒，甚至基本權利，也享受不到的國家。何況各國間的依屬

關係日趨密切，如泉彼此的社經狀況太不平衡，其色難維持永久而有

利的和平。

我們既深愛天下人如子女，自覺有責任再度聲明:對提飢受餓

的民族，我們全體都應負責44 '所有的人，尤其生活富裕者，唐、激

發其對此責任的意識。 45

發展的問題涉及世界人口和人口增長的問題。

最近幾年來，世界各地尤其貧困國家，對經濟發展及糧食供應，

如何應付人.口大量增加一點，掀起了激辯。

不少人根據統計數字，預料數十年後，全球人口將大為增加，

短濟發展將更形遲緩。他們結論說，除非對生育有所節制，不久之

後，人口數字和生活必需品闊的不平衡，將愈來愈大。

即使事實采真如此，我們仍明白宣f布，為解決這問題，絕不得

採用違反人性尊嚴的手法:社有認為人性及生命無非物質者，才敢

提出這類想法。

我們認定，唯有使控濟和社會事業的發展，不但;華及私人也息

及社會整體，同時，這類吾吾展又應維持豆豆增進人類真正價值，始能

求得此問題的解決。談到這樣的問題，首先應注意的是，盡其所能

重視人性尊嚴及人類生命，因為人類生命較任何事物更為高賞。此

外，為解決此問題，普世各民族必須通力合作，為了全人類的主:豆豆，

互相交換知識，流通資金，並讓人們逐出及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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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解決當前國際性的問題，必須發展國際問合作。

由於科技的進步，各國間的交往日羊頻繁，各民族間的相依屬

也更形密切。

因此目前在科技、社經、政治、文化範疇內所有分量較重的問

題，往往超越單獨一圓的能力，有時需要許多甚至全球國家的群策

群力，共同合作。

單獨一圈，即使它的文化、學術、人民的眾多與智慧，經濟的

發展，物質的豐銳，版圖的廣闕，都相當出眾，但若與其他，國家隔

絕，便很難適當地解決重大問題。由於各國需要互相輔助彼此成全，

所以唯有在顧全其他國家的位益下，方能顧全自己的利益。各國間

除了互相親善合作外，實剩無他途可循。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豐富了教會的社會訓導，把訓導推廣應用到

上述所提及的新問題之中。這位教宗的通諭也談到教會社會訓導的

實質，談到 ~JiI導的內容及其傳播和應用。教會社會訓導的根本原則

是以「人 J '個別的人，為一切機構的對象和目標。

教會有關人類社會生活所傳授的教理具有永久的技力。

教會傳技的桔心是，個人是一切社會組織的基礎、原因和目的。

人具有合群的天性，且可提升到超自然的境界。

在專家的協助下，教會從基本原則出發，細心發揮了具普世意

義的訓導。

最近一世紀來，聖教會藉神職人員與在俗博學之士的協助，清

楚確定有關社會問題的法令，以調和人類的相互關係。這法令既適

應事物的本性，又符合人類社會所有不同狀況和現代特質，因而這

法令為人人所樂意接受。

教宗堅持，應該讓全世界及所有善良的人了解這~~JiI導。

目前當務之急，不僅使人認識這法令，而且應依照時代及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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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環境所許可，或需求的方式，將這法令付諸實施。我們不僅奉

勸散居各處的神昆及子女，也奉勸全球所有善心人士，共同擔負這

艱苦而高尚的任務。

教會的社會副i導是教會整體訓導的一部分。因此，必須採用現

代的傳播方式，在教會的各階層，有系統地講授訓導的內容。

首先我們要強調，教會的社會訓導與其所傳授的人生問題是不

能分離的。

因此，我們真誠地希望，更多的人能對這些理論作更深入的研

究。雖然有些修院和學校早已這樣做，但我們仍懇切叮嚀，在教會

各級學校，尤其在修院中，教會社會學應為必修科。我們還希望，

這些有關社會問題的指示列入堂區成教友傳教善會的宗教研討綱目

中，且要以各種現代的方法加以傳播，如日報、期刊、專門或通俗

的雜誌，以及廣拾或電視等。

為使教會的社會訓導普遍深入民間，希望我們在俗的子女多做

貢獻，不僅自己身體力行，更要努力使別人也明白了解。

教會的社會訓導所揭示的真理，將在其實際的應用中得到肯定。

還要使他們確信，如泉我們不能說明教會的訓導能解決現代一

切難題，俊不能表現教會的理論正確而有效。這樣一來，則可能使

固不知而反對的人，回心轉意，並能由這些理論汲取光明。

可是，任何社會學理論，尤其教會的社會不祇是宣傳了事，而

應付諸實行的。因為，它的光明是真理，目標是正義，房、動力是仁

愛。

社會教育和實際的訓練應該與教會的社會訓導同步進行。

為使訓練臻於圓滿，必須普及人們的各種任務;故當務之急是

鼓勵教友，在社經問題土，使自己的行為符合教會的律令。

將一項理論付諸實施，本身是不無困難的，何況是嘗試將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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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義予以實行呢?在人心深處藏著無羈的貪婪，又困在今日社會

到處蔓延著唯物論精神，有時也因為不易辨認正義究竟要求什麼。

所以籠統地教人在社經問題上，依循教會的建論和教友的風格

行事，是不夠的，必須指出如何完成其責任的具體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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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教宗若望廿三: <<和平於世》通諭 (1963)物

致善意人士的和平訊息

教會這篇和平講辭針對的是一個多元，

世界，其中工人、婦女和國際團體

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和平於世》通諭是為了和平的問題而撰寫的。這是一位教宗

首次向主教、教友和所有善，心人士共同發表的通論。在肯定了天主

教訓導的基本觀點之餘，此通論還能使任何宗教信仰人士比較容易

閱讀。

文獻分五個主要部分:1.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詳細論述了每個

人應享有的基本權利和義務; 2. 個人與公共權力之間的關係; 3. 

國家間的關係; 4. 世界共同體中，人與政治社會的關係; 5. 牧人的

告誡。

教會的首11導必須考慮我們所處時代的三個特徵:工人階級造成

的新影響;婦女在社會中的新角色:國家獨立的訴求。

自《新事〉通諭發表以來，工人經歷了-段漫長的道路。至今，

他們希望分享社會的經濟和文化成果。

我們這個時代具有三種特徵:第一，工人階級在經濟及Ä'共事

務方面已逐漸贏得地位，他們集中力量爭取社會及經濟方面的權利，

而後再爭取政治方面的權利，最後則在教育文化土爭取權利。所以，

今日各國的工人，都拒絕被視為缺乏理智和意志而佳人驅策役f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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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他們要求在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領域，都被看待為人。

婦女們更加意識到自己的尊嚴及其在社會中的角色。

第二，今日婦女參政已成為明繭的事實，這一進展似乎在信仰

基督的民族中較為迅途。至於在其他傳統或其他文化的民族中，進

展速度雖然緩慢，但幅度廣大。婦女對人性尊嚴的意識日漸增高，

因此，她們已不能忍耐被混為物品或工具，而要求在家庭和社會中

取得相稱其人性尊嚴的權利和職位。

所有的國家都渴望獨立，誰都不能再接受屬從於其它國家或少

數集團的觀點。

最後，在當代世界中，社會組織或政治組織方面都產生重大的

變化。因為各民族主且已爭取到，或繼續在爭取自由，建立自己的國

家。在不久的將來，已不再有統治他人的民族，或受人統治的民族。

目前，全球人民都已成為或即將成為獨立自主國家的國民，不

再有人甘願受異族的統治。大多數人民已將歷經幾個世紀的自卑感

消除殆盡，在有些因家中由於經濟、社會、性別、或政治土的特殊

地位而產生的優越感也逐漸減弱且越於根絕。

教宗若望二卜三在通諭的第，部分宣稱，如果人們逐漸認清自

身的權利以及義務，人們就會和平地應付這些新的形勢。人的權利

與義務之間的相互關係是教宗訓示的重點，他不作任何特權或片面

的申訴，只強調人人都應承搶責任。

當今有一種觀念已廣泛地被人接受:即在人性地位土人人平等。

因此，至少在理論土人都視種族歧視為不合理。這一點十分重要，

是建立人類社會(如我們所提出的那種社會)的里程碑。一個人能

意識到自己的權利，也必須意識到自己相對的義務，所以，一個人

如有系種權利，必然自覺有義務要求逐用這權利，以表示他的人格

尊嚴，而他人也有義務承認並尊重此稜權利。

人類社會的關係一旦置於權利和義務間，人便會意識到精神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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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而明白真理、正義、友愛和自由等的價值，同時也意識到自己

是這個價值社會的一分子。不僅如此，人還會進一步認識天主是具

有位格豆豆超出人類以上的天主，而將自己與天主之間的關係，視作

內心生活叫及與他人共處的社會生活的基礎。

在討論了需要有一個足以應付全球性之困難的普世性權威之後，

教宗承認 1945 年成立的聯合國所發揮的有益作用。聯合國最為重

要的成就之一是在 1948 年 12 月 10 日發表了《普世人權〉宣言。教

宗雖有所保留，還是承認由這宣言所獲得的重要的進步，與教會所

追求的某些目標，不謀而合。

我們完全注意到，宣言中若于要點雖未如人意，而引起異議和

係留的意見。但無疑地此宣言已朝著建立世界性的政治、法制機構

的方向邁進了一步。因為宣言鄭重地承認，凡人都有人格尊嚴，每

個人都有權利自由地探求真理、遵循倫理法則、履行-A'這正義、要

求合乎人道的生活條件，以及其他一切與此相關的權利。

教會希望聯合國更能勝任其所表明的那些任務，為了人類大家

庭的進步，教會會給予支持。

所以，我們深切希望聯合國能逐漸改善它的組織，充實它的媒

體，以適應其廣大而崇高的職責。希望不久的將來，聯合國能j采取

有效措施，係豆葉人權，此處所謂的人權走出自人性的尊嚴的，所以

是普遍性的神聖不可侵犯的、不容剝奪的。今日各國人民逐漸參與

政治，對世界性的問題也更加關心，並逐漸感到，自己是人類大家

庭中一個活生生的成員。

基督信徒急需參加使全體人民得以進步的社會活動，但若只有

信仰而沒有科學陪伴是不夠的。

~1史正確的倫理法則及基督的精神;是入每一地區的文化，教友

不能只具f吉德之光和推進主Zi孟之熱忱，而應進入各社會機構，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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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內部產生有效的影響。

鑒於我們這時代的文化特1tt是科技的顯著進步，因此，人如果

缺乏科學知識或技術的專長等，就無法進入Ä共事務的機構作實際

而具影響力的貢獻。

但是人類的真正進步，單靠科學技術也是不夠的，還需要專業

性的和精神上的能力。

然而，主述所有的科學、技術和實際經驗等，雖然重要，但卻

不足以使人日常生活的相互關係成為十全的合乎人性的關係。真正

合乎人性的關係應當以真正旦為基礎，正義為規範、互愛早已動力、自

由)tJ.袁 t覓。

如果人確實想要達到這一目標，就庭、容，慎地做到下列幾點:第

一，在工作上遵守每一工作範疇函有的法規，及運用其特殊的方法;

第二，行為合乎倫理法則， f!p妥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提供服務;

第三，視工作為順應天主救人的意旨和誡命﹒和天主的造化工程合

作，對天主在歷史過程中的計劃的一種貢獻。也就是說，人應在其

良心的深處感覺到，他的現世的生活，是科學、技術、職務以及至

高無土的精神價值的總和。

通諭詳細地研究了天主教徒與非天主教徒在社會事務中合作問

題。根據通諭所提出的自然法則，天主教徒蒙召與其他善良的人民

一起發展合作。

我們所陳述的原則都是根據人性的要求，而大部分走出自自然

規律的範圓。所以，為實行土述原則，天主教教友在許多場合勢必

與和宗座分離的基督教教友，或其他不信基督但藉著理性的光明而

善守自然倫理者共同合作。在這種情況下，教友囝然應該謹-1'真持重，

泣不可使宗教與道德原則的完整性受到任何損害。但同時需要表現

自己對旁人的意見也願虛心考慮，而且大1.~無私。在一切有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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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土都願與人坦誠合作。 47

任何人都「永遠不要把錯誤與犯錯誤的人混為一談 J '而且要

分清什麼是錯誤的哲學理論與由此發展出的各種社會運動。有時，

這樣的運動所追求的社會目標是可令人接受的。教宗陳述了天主教

徒所應遵循的法則，大家應是願意在多元化的社會中與他人進行合

作的人。

因此，在實現具體事務時，過去被視為毫無碑益或不合時宜的

系種接觸或會唔，而今卻有它實際的作用，對未來也會有益的。至

於審斷時機是否已經來臨，並決定聯系工作的方式及其幅度，是否

能在經濟、社會、文化、政治事務上使全人類獲得益處。這些問題

便有賴明智之德，因為明智乃是個人和社會的道德生活的指路明燈。

至於那些教友可以裁決這類問題，貝'1 尤其是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

要角色，同時對識問題的資料具有專門知識者，只要他們尊重自然

法，又擁護天主教社會學，並服從教會權威即可。我們不可忘記，

教會不僅有維擁道德標準和宗教的權利和義務，而且在必須裁決如

何於具體事件上實施這些原則時，教會對屬下教友，亦得運用其權

力，即使詰具體事件是純粹的俗務。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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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梵二文獻 (1962-1965)49

對現代世界進行

社會神學的分辨

大~會議為面對現代世界的教會，

帶來社會思想和訓導上的重大街擊。

在主教、神學家和其他專家尤其是社會學家的通力合作下，本

屆大公會議的各項文獻得以觸及神學、牧璽，以及各學科和國際問

等的問題。整個大公會議都有一種牧靈的觀點，也就是就，大會對

現代人的精神需要和具體狀況非常注意。十六項文獻幾乎都採取同

一型態，即將神學反省和對當代人類狀況的具體觀察所得，相調和

並論。

我們精選部分文獻，以說明此大會如何豐富了教會的社會首11導。

文獻中j艾布詳述太多訓導的實質，而是擴大和豐富了處理現代社會

問題的方法。值得強調的重點是:以神學的觀點來看今日社會與現

代世界進行交談。基督信徒在世界上的合作、在俗教友的角色、教

會的普世使命、持續發展研究的必要性、各種文化的交流以及傳播

媒體的運用等。我們可以把這種型態稱之為「社會神學的分辨和教

導」的努力。

我們所考庸的核心是《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其它各

項文獻也將有所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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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對於了解今日天主教徒在建設更人道的社會上，所採取的探討

方法而言， <現代〉憲章具有重要的意義。

《現代〉憲章對於今日人類的生存環境做了一個既切合實際，

而又令人鼓舞的介紹。這種具有洞察力的分析是本屆會議典型的探

討方法，它基本上包括了以下的內容:捕捉時代的信息，並根據福

音來解釋這些信息。我們從'5 1茵的第一和最後兩笛，可看出大會採

用了歸納性的分析而進入基督所提供的答案。

首先，要具有捕捉時代信息的能力，才可以了解歷史的變遷，

和變遷戶斤帶來的進步和文化與宗教上的各種衝突。

教會歷來執行其使命的作風，是一面檢討時代局勢，一面在福

音神光下，為人類解釋真理，立正以適合各時代的方式，解答人們永

久的疑問，即現世及來生的意義，和今生與來世的關係。因此，必

須認明並了解我們生活在其內的世界，以及這世界所有的期望、理

想及其戲劇性的特質。現代世界的幾個特點可以這樣描述如下:

今天的人類處在歷史的新時代。在這時代中，深刻而迅速的演

變逐漸擴展到全球。這種演變誰是人類智能及其創造力的結果，卻

又反射到人頓的本身、個人與團體所有的見解和志願'以及人們對

人、對事所有的思想、演變和行動的方式。因而，我們可以談談社

會、文化的演變，而社會、文化的演變又影響到宗教的生活。

上述演變帶來不少困難並伴隨著危機而加劇。譬如:人們的技

能是擴大了，但又苦於不能使這技能常為人類服務;對自己心靈的

秘密正在努力探討，但對處理自身問題，又往往感到彷徨無主，對

社會生活定律逐步有所發現，但又對這生活的方向猶豫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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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人類擁有的財富、技能及經濟力量是史無前例的，但是，

大部份的人卻又為飢饅貧困所折磨，而文盲又無計其數。人類對自

由的體會，從未如今日之敏銳，但又出現了新式奴役，即社會與心

靈的奴役。現代人對世界的統一性，對人與人之間必須依賴的關係，

有一種生氣盎然的感覺，但又因武力的街突而導致嚴重的分裂和敵

對;因為政治、社會、經濟、稜族及思想土所有尖銳的糾紛仍然存

在，還有徹底毀滅一切的戰爭危機。思想的交流雖日趨頻繁，而藉

以發表重要思想所用的名詞卻又按照不同的理念而大為分歧。最後，

人們對暫時的一切不辭辛苦，以獲得更完善的處理方式，但在精神

生活方面的進展，卻又落後很多。

我們當代的許多人既處於這樣複雜的局勢中，便無從體認永恆

的價值，也無從將這價值同新的發明妥予調協。因而為期望與焦慮

所夾攻，對目前情況懷疑叢生的現代人，使陷於不安中。這一趨勢

迫使人們做出答案。

大會對今日人類社會分析後的結論是，現代人生活中存在著各

種緊張徬徨於希望和失敗之間;自我成就和尋找不著生活真諦的痛

苦之間。這種分析引導我們求助於耶蘇、救世主和歷史主人，以探

尋人的奧秘。

誠然，現代世界所患的不平衡是與人心的基本不平衡緊密相連

的。在人性內，存在著許多水火不容的因素。一方面，由於人類是

受造者，因而感到自身受多方面的限制;另一方面，又感到自身具

有無窮的願堂，有走向更高級生活的使命。人類既為眾多欲念所驅

使，就必須經常有所選擇和有所放棄。甚至由於自身的軟弱無能及

向惡成性，往往做出本心不願做的事，又往往不做本心所願做的事

切。於是，人在自身內便感到分裂之苦，而社會土如此眾多巨大的

爭執便造端於此。許多在實際土度唯物生活者，頗不願正視這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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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情況，或者因遭受到眾多不幸，而且真暇對這一點有所思考。又

有人以為不妨相信人們對人生所有各種意見，而f奪取良心的苟安。

還有人希望，專靠人的奮門便可以完全拯救人類，並i家信人類在現

世的未來玉圈，可以滿足人心所有的需求。同時，又有人對人生意

義既感失望，因而表示贊揚另一些人的大膽思想。這些人認為人生

根本毫無意表可言;他們主張由人自行給予人生全部意義。雖然如

此，面對現代世界的發展，仍然有更多的人提出，並以銳利的目光

研究下列問題:人究竟是什麼?痛苦、罪惡及死亡的意義何在?'f;可

以人類有了這麼多進步，它們仍然存在?人類在付出倍大代價之後

所取得的勝利何益之有?人對社會能做出什麼貢獻?人由社會能期

待些什麼?塵世生命完結之後，繼之而來者將是什麼?

教會深信，為人受死並復活的基督51 曾借其聖神提供人類光明

及神力，以幫助人們滿全自身的崇高使命。普天之下，沒有其它名

字可使我們賴以得救52 。同樣，教會深信人類整個歷史的鎖鑰、中

心及宗旨便是基督天主及導師。教會也肯定，在一切演變之下，潛

在著許多不變的事物，而這些事物的最後基石則是基督，他，昨日和

今天都一樣，直到永遠仍然如此鈞。正是在這無形天主的肖像、~

物的長于基督54的光照下，大~會議有意向所有的人致辭，目的在

於闡述人的奧Z貴，並提供合作，來尋求解決代特殊問題的方案。

《現代〉憲章把教會的社會訓導納入其中，稱之為「人類社會

的公教真理 J '而注意力則集中在這個時代的幾個主要的問題上:

婚姻與家庭、文化發展、經濟和社會生活、政治團體、和平及國際

團體。

我們建議讀者閱讀第 4部份的最後」章。這一章講解了教會如

何認識現代世界以及自己在此變動世界中所擔負的角色。

教會自知她具有神聖的和人性的本質，並準備與今日世界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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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同人類走著同樣的道路，她努力成為有待基督來重整的人類社會

的「酵母」和「靈魂」。

對人格尊嚴、人類社會生活及人類活動的添湛意義所闡述的一

切，都構成教會和世界所有關係及交談的基礎55 。因此，在本章內

除大字:會議對教會的奧蜻所去 f布的一切外，此處再對教會如何寓居

世界內，如何與世界共同生活典活動，加以討論。

源自永生受父之愛弱，為主基督創建於時間內，並在聖神內團

結為一體57的教會，其宗旨是人類來世的得救，故這宗旨唯有在來

世才能圓滿完成。但它現在卻存在於這個世界，並由這世界成員一

人所構成。而人的使命是在人類歷史中，培棋並建立一個天主子女

的家庭。直到基督再度F年來時，這個家庭應不斷發展。國天主神恩

而結合並致富的教會是基督「在今世接社團方式而組織的 J 58 ;她

擁有「現世有形可見的社會，所賴以團結為一的適宜方法 J 59 。於

是，教會便成為一個「有形可見、而又是精神的固體」的。教會同

整個人類共同前進，並和世界共同體驗塵世的命運，她猶如人類社

會的酵母與靈魂61 ' ;志在基督內革新人類社會，並將這社會變作天

主的家庭。

要了解「人類歷史的奧秘 J '就需要一種信仰透視，這個歷史

既為罪惡所因，又有地上國和天上城市間所造成的緊張。

這種天土神園和地土王國的互相滲透，只能早已信德所覺察，以

人類歷史來說，則是一個奧蜻。因為人類歷史直到天主義子的光明

充分彰顯時，常~罪惡所滋擾。教會追求著拯救人類的固有宗旨，

不單把天主的生命傳與人頭，而且以系種形式傾注其反射的神光於

普世，教會尤其醫治並提高人性尊嚴，鞏固人類社會結構，並將人

們日常生活活動沉浸於高深意義之中。所以，教會深信通過其成員

及其整個團體的活動，可能非常有助於人類大家庭及其歷史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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俠之更為適合人性。

其他基督信徒也可以為這項任務有所貢獻，而這個世界也可以

為福音舖路。

此外，教會也重視其他信仰基督的教會或教會團體，為滿全土

述任務所合力創造的成績。同時，教會也認定世界能夠以各種方式，

通過私人或社會的各種優點及活動，幫助人們接受福音。為了在同

時隸屬教會和世界的事物上，妥善促進二者闊的共同關係與相互扶

助，將陳述下列若干基本原則。

教會可以對個人有許多貢獻，使人的生活、活動和死亡都有意

義。沒有人會完全忽視宗教的。追隨基督能使一個人更是人。

現代人正朝向充分發展其人格，朝向發現豆豆肯定其權利的方向

邁進。教會使命既在宣揚天主的真蜻而天主正是人的最後宗旨，因

此，教會在宣揚天之奧蹟時，自然使揭示人生的真實意義，揭示人

性的乏深真理。教會深知唯有她事奉的天主才能滿足人心的最深願

望，塵世的養料絕不能使之滿足。教會熟知在天主聖神不斷的啟迪

下，人心對宗教問題不可能毫不關心。這一點有歷代經驗可以作證，

而且也為現代許多事例所證實。人對自己的生活、活動及死亡的意

義，常希望得到至 ..1，，'"大咯的認識。教會存在於現世的事實，使令人

想起這問題。唯有依自己的肖像創造了人並救人於罪惡的天主，才

能對土述問題提供圓滿的答覆。而這一點又是倚仗他F學生成人的聖

子基督的啟示。凡追隨號稱為完人的基督者，也，將更稱得起是一個

λ、。

沒有任何一種法律能像福音這樣，維護人的尊嚴和自由。一種

「信友行事的基本法令」是建立一個真正人道秩序和促進入的各項

權利的牢固基礎。

教會抬著f吉德可以將人性尊嚴由不斷變動的臆說，中拯救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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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有些聽說太過貶抑人體，或太過頌揚人體。任何人為的法律不

能比委託教會宣講的福音，更能穩妥係證人性尊嚴和人類自由的。

福音宣傳天主子女的自由，而持絕奴役的最後根由一一一罪惡62. 對

良心的尊嚴及其自由裁決，予以至大的尊重，並不斷昭告人類說:

人所有的智能'J.tà全部用來事奉天之及為人服務;最後，又向人類

推薦泛愛人的愛德63' 這完全迎合信友行事的基本法令。天主雖是

救主及造物主，雖是人類虛史和救世歷史的主宰，但他在處理一切

時，不草不取消受這物，尤其人類的獨立自主，反而會恢復並鞏固

早已。

教會根據委託於她的福奇宣佈人的權利，並承認和重視現代各

地為推動人權所做的運動。不過，這類運動應沉浸於福奇精神內，

並應係衛這一運動，使之不至受到偽裝獨立的損害。因為我們常受

到一稜誘悉，認為我們的權利只有和天主的法律的標準脫離關係才

能係得完整。但這樣做不但不能係全人格尊嚴，反而使之消失。

教會對社會的貢獻是基於她的宗教使命。教會在政治、經濟或

社會團體中沒有使命。然而，她的宗教使命卻有助於促進和鞏固人

類社會。教會以她特有的方式參與尋求統一與合作的活動，這是我

們這時代特別渴望的。

人類大家庭的團結，有賴基督所組成的天主子女的家庭64 來鞏

固和充實。

基督委託教會的固有使命不是政治、經濟或社會性的;基督給

教會預定的宗旨是宗教性的鈞。但由這宗教性使命所發出的教會的

任務、光芒及神力，對依照天主的法令建立並加強人類社會的大業

頗多貢獻。同樣，如呆地區及時代的環境需要，教會自身也可以，

甚至應當創辦慈善事業，以服務人群，尤其以服務貧困者為目標。

此外，教會承認現代社會中所有美好的一切，尤其是走向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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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展，健全的社會化及國民和經濟的合作。因為，促進統一與教

會的內在使命頗為相連;因為「教會在基督內，好像一件聖事，就

是說教會是與天主親密結合，及全人類間結的記號和且具66J 。於

是，教會使向世界表明，社會真正外在的團結，是出白人心及思想

的統一， ~p 出自信愛二德;因為教會的統一便是因著信愛二德而堅

強地建築在聖神內的。教會所能灌輸於現代社會的力量便是實踐信

愛二德，而不是利用純粹人早已的手段去執引系種外在的統治。

教會的使命是普世性的，因此她不對某一特定的文化或社會制

度貢獻，心力。教會是團結人類各組織的紐帶，非常重視任何與她的

使命相一致的機構。

又因教會的性質及使命不為任何個剖文化形式，或經濟社會體

系所束縛。為了這種大'Ä無私性，教會才能在人類各社團及各國間

成為一個聯繫他們的鎖鏈;但人們必須信任她，並確實認她有執引

這項使命的自由。所以，教會勸告其子女及所有的人，以天主子女

的家庭精神克服各國及各種族間的糾紛，並穩函人類的合法社園。

大'Ä會議對過去或現在的人類組織中的真理、美善及正義的因

素都予以重視。教會宣佈只要是在教會權力下，並符合教會使命的

事件，教會都樂意幫助，並促成這些組織。教會熱切希望的是，為

每個人的福利而服務，同時能在承誌個人、家庭基本權利，以及承

認'Ä共福利之急需的各式體系中，自由地吾吾展自身。

我們這個時代的一項嚴重錯誤，就是信仰與社會活動的二分對

立。天主教徒勢必在日常生活和信仰之間謀求綜合。兩項錯誤必經

加以抵制，一是不願承擔公民生活中的責任;另一項則是埋首塵世

闊的各種活動，好像凡事與宗教無關。

大'Ä會議勸告教友，本著福奇精神，忠實地完成現世的任務，

因為教友不單是天國子氏，也是世土的國民。固然，在世界主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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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沒有永久的國土67 '而應尋求來生的函土，但如呆教友認為可以

因此而忽略現世任務，不了解f吉德更要他們各依使命完成現世任務

68' 則是遠離了真理。同樣錯誤的是，另一些人妄想自己可以沉浸

現世事務，以為現世事務絕對不能與宗教生活協調。在他們看來，

宗教生活只是做做禮拜並滿全若干道德任務而已。許多人信仰和日

常生活相分剖，真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嚴重錯誤之一。這現象早已遭

舊約先知的嚴厲這貴的，而在新約內，耶蛛基督更不惜以重罰嚇阻

之70 。所以，教友不得將職業和社會活動與宗教生活對立。教友忽

略現世任務更是忽略其愛人甚至愛主的任務，且將自己的永生引入

危險。教友追隨曾作勞玉的基督的芳表，應該為自身可以從事現世

活動而慶幸，把人類所有的努力，無論其屬家庭、職業成科學校術

等，同宗教價值綜合為一個有生命的系統，茲在宗教的最高原則下，

將一切指向天主的光榮。

「使天主的法律深刻在此世的生活中 J '教友在這方面有其獨

特的角色，神職人員可以在精神上給予指導，但要尋找解決問題的

具體辦法，還要由在俗教友自行處理。

從事世俗任務典活動是普通教友分內的事，即使不是存有的責

任。當教友(私人或團體)以現世成員的資格做事峙，不僅要依循

各行各黨的規則，而且還要取得各行各黨的真正技能。教友要無意

與追求同一宗旨的人士合作。他們應意識到f吉德的需求，並在f吉德

的扶助下，在必要時，毫不猶豫地提出新的計劉，而且付諸實施。

教友按照自己的正確良心，使天主的法律深刻在此世的生活中。教

友應由神職人員求取光明和神力，但不應認為後者常如此多才多智，

能對各種難題，尤其比較重大的難題提出具體的解決方素;也不應

認為他們負有這種使命。反之，教友應在基督信徒智慧的光照下，

遵從教會的訓導71 '負起自己應負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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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徒之間，常對同一狀況提出不同的解決之道，意見不盡

相同是很自然的事，但是，他們不應輕易地把所提出的辦法說成是

與福音或與教會的指示相」致。

按照基督信徒對事物的看法，教友在系些場合中，多次做出去在

種決議。但另一些具有同樣誠意的教友，對同一事件可能抱有不同

的見解，這也是常見而並非不合法的事。雖然雙方的主張很容易超

出雙方的意向，而被人誤認為是有福音根據的，此時，教友必須記

得，對以上的事例，不得把自己的意見視為教會權威，來排斥其他

意見。教友應經常開展坦誠的交談。在此情形下，任何人應彼此親

愛，尤其應該為主之共福利著想。

普通教友在接個教會生活中既負有積捶的任務，因此，他們不

單應以基督信徒的精神薰陶世界，而且還要依其特殊使命，在一切

事情上，尤其在社會生活中替基督作謹。

主教們連同神父、教友和修會人士，可以樹、工起一個教會形象，

不僅能與世界交談，還能推動人類大家庭的團結-致。因此，大家

需要細心探討，並不斷地淨化和歸依。

負責治理天主教會的主教們應偕同其司鐸，宣講基督福音，使

教友的在世活動，都沐浴在福奇的神光之中。所有牧人不得忘記每

天應關心和應行的事沌，是代表教會的面貌，而人們常依這面貌，

對福音的德能及真理進行判斷。收人們應偕同修會人士及教友以行

為及善言指出:教會在現世的存在及其所包今的恩寵，已經繪成現

i!í:迫切需要的美德，它是取之不竭的泉源。主教們應不斷研究，才

能有資格在和現世懷各種思想的人交談時克盡厥職。他們尤其應將

本大~會主義的勸諭記在心裡: r 現代人日漸趨向民事、短濟與社會

的統一，司鐸們也史應該在主教及教宗的領導下，群策群力，避免

任何力量的分散，以期引導全人類達成天主家庭的統一。 J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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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教會依靠聖神的德能，常是基督的忠實淨配，在現世常是

人類得救的記號，但教會絕非不知道，在許多世紀裡所有成員 74 ' 

即神職人員和普通教友中，曾有不忠實於天主之神者。甚至現代，

教會也熟知，在負責宣講福音者的人性弱點及其所宣講的福音之間，

存在著遙遠的距離。不論歷史對這些弱點作何評論，我們都應當意

識到這些弱點的存在，而全力克服，以免有礙福音的傳拾。同時，

教會也明白，在她和世界的交際上，從歷代經驗中得知，尚須不斷

成熟之處還很不少。由聖神所領導的教會，不斷勸勉其婦女滯煉革

軒，好讓基督的記號更清晰地反映在教會面部。 75

教會意識到她從這個世界和人類的發展中所得到的一切;許多

人類的發現和不同文化的進步使教會得以豐富。教會宣講福音，並

在一種生動活潑的氣氛中，與各種文化進行交流。這是一切宣揚基

督文化所必須遵循的法律。

猶如世界應當承認，教會是一個歷史的社會現實和歷史酵母，

教會也知道，人類歷史及其發展對教會所提供的一切。歷代的經驗、

科學的進步、潛在於各式文化內的寶藏，都是人性賴以表達自身，

共替人們開拓邁向真涅的新途徑。這一切也有神益於教會。自教會

歷史創建之初，教會使嘗試以各民族的觀念及語言宣講福膏，並設

法以各民族的哲學智慧、解釋福音，目的是在可能的範圍內，就合眾

人的理解力，益適應哲學家們的需求。這種就合人們文化而宣講啟

示真正里的作法，應當繼續奉為傳揚福奇的定律。這樣一來，便是鼓

勵各國的才能，以本地方式表達基督福音，同時，又促進教會同各

民族所有不同文化之間的生命交流。 76

在變化中的世界裡，教會需要專家貢獻他們在制度和思想方面

的知識，牧者和神學家必須學會傾聽他們的呼聲，根據福音來解釋

他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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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上述交流，在演變迅速、思想、紛歧的現代，教會尤其需

要生活在世界內、熟悉各行各業、各類學科、並精通其內在意義的

人的幫助，不論他們有無信仰。整個天主子氏，尤其所有牧人及神

學家，應當依靠聖神的助佑，去傾聽、分析並解釋這個時代的各種

言論，而借助天主聖言的光明，加以評價，以希望人們能更徹底地

領略、更深入地了解、更適宜地陳述啟示真理。

教會有賴於外在世界，所以，人類社會在各個層次上的發展都

使教會豐富起來。

教會是個有形可見的社因，因而，她雖是自身統一於基督內的

信號，卻可以受孟於人類社會的進步。這並非說她由基督所接受的

體制在最初就缺乏主在些因素，而是說社會的進步使她對這種體制獲

致更深刻的認識，更透徹的解釋，並更適宜地使這體制符合時代的

情形。教會欣然體會到她本身的這個固體及其每位子女，由各階層

的人接受援助。因為凡在家庭、文化、經濟、社會，乃至國際方面，

促進人類固體生活者，依照天主的計封，對教會的固體生活，提供

了不少貢獻，因為教會與外在事物也係持著羔種關係。教會甚至承

認，人們已往和現在封她所有的敵視與迫害，也能對她有所碑羊。

77 

不論教會奉獻或受益於世界，她都是為了 個目的，就是天主

的王圈。教會宣稱耶穌基督是人類歷史的開始與完結，通過舉行救

贖人類的聖事而改造人類社會。

教會一面幫助世界，一面從世界接受幫助。教會的唯一宗旨是

認天主之國臨於大地，使整個人無得救。凡天主子氏，在世界的旅

途上所能提供於人類大家庭的好處都出白這一點，就是教會是拯救

普世的聖事78 '揭示並執行天主愛人的奧Z責。

3名物將以受造的天主聖言曾經 F學生成人，成為一個完人，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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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救民責人餌，並將車已物總匯於自身內。基督是人無歷史的終向，歷

史及文明所有的願望，都集中在他身上，他是人類的中心，人心的

喜樂及其願草的滿全。受父由死者中使他復活並顯揚他，他，坐在聖

父的右邊，由聖父指定為審判生者死者的法官。我們因基督之神而

重生，集合在一起，朝向人類歷史的圓滿而邁進。這與基督聖愛的

計劃'完全吻合: r 使天上和地上的一切總歸於基督。」

主耳戶妹說:看!我快要來:我的報酬也同我一道來;我要按每

人的行為，還報每人。我是阿爾法和教默加，最初的和最末的，原

始與終點。

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有一項重要的任務，就是要求教會面對

今日的各種文化。《現代〉憲章詳細討論了這個問題 (53 - 62 號)。

這一部分的結尾部分與我們所要談的主題更有直接的關係，因為它

闡明了教會對各種現代文化的探討方式。

基督宗教與各種文化之間的對立可能會再度出現。由於近期取

得的科研成果，今天又產生了各種新的問題。神學家需要理解有益

於信仰的世俗科研成果。心理學和社會學在這方面可助一臂之力。

f盡管教會封推進文化貢獻很大，但經驗告訴我們，文化和欠教

教育的和諧，因偶然的因素而不常順利進行。這些困難並非一定危

害f吉德，反而會激勵封信德真正旦獲得更為深刻的了解。科學、史學

和哲學的最新研究及發現，引發了新的疑問。這些疑問典人的生活

有重要的聯繫'因此神學不得不做新的探討。

此外，神學家除了應該堅持神學的固有方法及需求外，教會還

邀請他們經常從事發掘向現代人宣講真理更適宜的方法。因為信德

真正旦和在確保真正里內容不變的條件下，發揮真理的方式，是兩件截

然不同的事79 。為人靈牧者，在領導教友度更成熟、更純粹的教友

生活時，不獨應該教導神學原則，還應熟悉並運用現代科學，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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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運用心理學和社會學的新知。

同樣，還必須了解和解釋新的文學藝術的形式，因為它們能提

高人類生活的素質。

同時，在一定程度內，文藝及美術與教會生活也有很大關係。

因為它們的目的是研究人的性質，難題及人努力認識並成全自身和

世界的經驗，揭示人類在歷史及世界內所處的環境，解釋人類的不

幸與喜樂、急需和能力，並替人類擬定更好的生活方案:故此，文

藝可以提高人類生活，這生活因時間空間的各異而有多種不同的表

正見 。

因此，應設法f史上述文藝及美術專家感到教會對他們工作的了

解，並使之利用其正常的自由，與教會開展一個更為自然的接觸。

同時，凡依各國各地情形而為現代J采用的新美術，也應為教會所承

認。只要其表現合乎禮儀的需求，並能高舉人心t!~往天主，也應在

堂內採用郎。果真如此，人類就會封天主有較清楚的認識，人的理

智更能對福含有所了解，而其生活則更為福音所薰陶。

所有天主教徒都被邀與同時代的人密切合作，努力了解他們的

思想，並以基督宗教的方式應用科技成果。

所以，教友應與同時代的人們度著親發團結的生活，應徹底認

識他們以文化所表現的忠、想方式，庭，將新的學說、主張、發明和欠

教倫理、教義及教育連貫起來;其目的在使教友的宗教熱誠及心地

的聖潔，同所有科學知識及日新月異的藝術並肩前進，才能本著欠

教的完整思想、而判斷並解釋一切。

神學研究必須對其它的學科開放，以加深封信德的認識，並易

於培養 些能開展自由研究和對社會承擔基督徒義務的人。

凡在修院及大學中攻讀神學者都應與在其它科目上嶄露頭角的

人，一心一德地合作。神學的研究因應對啟示真理獲得高深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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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應與時代脫節以期能幫助精通各門科學者，充分了解信德真理。

這種神學與科學的攜手合作，對訓練神職人員碑豆豆良多。這樣訓練

出來的神職人員，將能更加適宜地向這時代的人解釋有闊天主、人

類及世界的真正里，使他們樂於接受此真控制。我們希望，更多的教

友在神學上接受適當的教育，有人專門致力神學的研究和深造。早已

使他們克盡厥職，教友和神職人員應享有合法的自由研究、思索，

3É.在專長問題土謙虛而勇敢地發言。但

《大眾傳播工具法令》

在此文獻中的，大公會議意識到傳播媒體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所

產生的巨大影響，呼請教友負起責任，以一種批判和創造性的方法

運用這些媒體。如此做需要一種特別的培訓，應賦有公教的精神並

特別注意教會的社會訓導。

為適應上述各種需要，應當造就若于司鐸、修會人士及在俗教

友，令其具備所需的學識以運用是項工具而達到傳教事黨的目的。

首先，要以藝術、學理、道德等教導在俗教友;增設學校、專

科學院及大專學系，以造就新聞記者、影創作家、電台、電視、廣

播等技術之人才施以完整而基督化的教育，尤其對教會頭f布的社會

問題的教材均應加以注意。 ft作家也應當予以培育和援助，使他們

能以自身的技術為人類社會服務。最後還應造就文學、電影、電台、

電花節目等評論人才，使他們都成為學識相稱的人才，懂得並願意

在倫理的光照下評判一切。

《大會主義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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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法令中駒，大公會議在大公運動問題上邀請所有基督信徒為

促進社會正義和藝術科學的進步而齊心合力。啟發的動力應該是

「把福音的原則應用到社會生活之中。」今天，社會問題十分複雜

和緊迫，因此必須號召所有的人通力合作。基督信徒有特別的理由，

以大公性的合作方式來開展社會活動。

全體基督徒應面對普世主主氏''Ä'認f言1ír三位一體的天主，以及

F學生成人的天主子是我們的救世主。他們須攜手努力，在相互尊重

之下，為絕不會落空的希望作證。鑒乎現代社會事業上之合作如此

廣泛，大家都被召叫從事集體工作，那麼相信天主的人，尤其享有

基督名號的所有基督徒，更應認為理所當然。全體基督徒之間的合

作，生動地顯示他們已有的聯系，也更明顯地揭示基督為僕人的面

貌。不少國家業已開始了這樣的合作，對此，應該加強和發揚光大，

尤其那些在社會和技術方面處於發展中的地區，如正視人格尊嚴、

椎動和平建設、福者原則應用於社會生活、以基督精神發展藝術與

科學，或利用各種方法減輕現代之各種痛苦，例如:飢荒、天災、

文宮、貧困、房屋及財富分配不均等。有了這樣的合作，全體信仰

基督的人才能彼此更深切地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並為基督徒的合

一鋪路。

《教友傳教法令》

關於在俗教友的角色問題，大公會議在《教友傳教法令> 85中

闡述了不同類型傳教活動所需的培訓|形式，如:傳福音、社會活動

以及慈善工作。

在向有信仰和無信仰的人宣講基督的啟示時，教會須具備交談

的能力。



147/童讀天主教社會訓導

各種不同形式的傳教事業，需要特別的訓練。為了和有信仰及

無信仰人士建立起交談關毛手，給眾人宣講基督福音，教友須受特別

的訓練鉤。因為當前各種唯物主義到處漢廷，在'Ä教信友中都無例

外，所以，教友不僅應當更加用心研習教理，尤其要研討所爭論的

問題，還應當針對各式各樣的唯物主袋，提供福音生活的見證。

就世俗團體活動而言，有必要展開特別的培訓。教會的道德和

社會的司11導應作為培訓的指南。這是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明確說

明教會社會訓導的少數段落之一，雖然本制大會曾廣泛論述了這個

問題，特別是在《現代〉憲章中，它曾詳細地忠考了教會與世界的

關係。

關於以基督精神重整現世秩序一節，教友應主主理解現世事物本

身，以及它們對人生各項宗旨的真實意義及價值;教友在正當使用

世物及組織機構等事上應有所體驗，且主常以教會的倫理和社會主11) 導

的原則，關注社會主2益。尤其要學習社會訓導的內容及其實際運用，

好使他們對此訓導的椎動有所貢獻，同時知道如何運用於每一種實

F奈的情況，中。 87

因為慈善事業是教友生活的擷著見證，因而，訓練教友傳教的

工作，也應當引導教友去執行這些事業，使基督徒自幼年起!!p 學習

對弟兄有同情，心，慷慨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o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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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教宗保綠六世: (民族發展》通諭 (1967)89

關注人類各民族的發展

在我們這個時代發展是個重大的挑戰。

教會特別強調促進個人和全體人類在

文化和宗教上的發展。

本書的第一部分，我們已就教宗保祿六世論述發展問題的《民

族發展〉通諭的歷史意義進行了探討。通諭的主要貢獻是，用世界

性的觀點看待教會對社會問題的訓導。現代各民族尋求發展的願望，

這對基督徒發表見解和採取行動來說，是一個新的挑戰。教宗很少

使用「教會的社會訓導」這種說法，卻在新的世界形勢 f' 賦予教

會訓導新的見解和觀點。

我們需要思考的一個主要的實際情況是，各種社會問題已成為

世界性的問題。梵二大公會議要求我們，從現在開始，著于分析這

一實際情況。

今天，我們必須認清一個重要的實情是，社會問題已成為世界

性的問題。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己用明確的語言有所陳述的;大欠會

議在《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91重複了他所說的話。所以，它

不但是重要的，應用它則更是當務之急的事。今天，處於飢餓之中

的氏族正向富有的民族撥出強烈的呼聲，教會對這種痛苦的呼喊:家

為感動，號召每一個人對這種呼聲做出仁愛的響應。

教京保祿六世在對發展中國家和聯合國的訪問中，所發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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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言論，為他對發展問題的見解做好了:准備。

我們就任教宗之前，曾於 1960 和 1962 年到南美和非洲旅行。

兩次旅行使我們直接接觸到充滿生機和希望的大陸，所面臨的各種

尖銳問題。我們成為眾人之父後，又有了聖地和印度之旅，實際目

睹了困擾著具有悠久文化歷史之民族的種種難題，他們正艱難地應

付著發展的問題。當梵蒂岡第二屆大'Ä會議尚在進行時，上天卻讓

我們有機會在聯合閱大會土發表講話。我們在這個卓越的機構面前

為貧窮民族的事務而中辯。

貧窮國家的戲劇性狀況，貧富之間難以容忍的草異，以及各民

族對發展的渴望都是一些訊號，激發現代人承擔維護人類正義的任

務。下列引言足以看出教宗的誘導態度，是先從各民族的需要和渴

望談起，而後提出基督宗教的各種答案。

免除為苦，更進一層地確係獲得物質利益，健康和固定職業，

在沒有任何壓迫且係證不損害人格尊嚴的情況下，分擔更大的責任;

享受完善教育，總而言之，能更有所為，知道得更多，獲孟也更多，

更有身償。這一切就是現代人所渴望的。但是，大多數人卻不由自

主地生活在這些合理的希望只是幻想的環境中。剛剛取得獨立的國

家，需要在政治自由的形勢下，獲得一種社會和經濟的自由，以便

確保國民在人性方面得到全面的投展並享有與其它國家相同的地位。

傳教 =1:在傳福音的同時，也努力推動人類生活的發展;教會在

這方面的訓導，就是因此而得充實的。

創立教會的基督，曾以向窮人f享福音一事，證明他的使命來自

天主92 。忠於基督聖吉!Il 及芳表的教會，除帶給各民族基督信仰外，

對提高人性尊嚴的稜種從未懈怠，傳教人員不僅設立了教堂，而且

還建造了宿合、醫院、各級學校等。他們向當地群眾講授開發自然

資源的方法，保護他們不受外國人貪得無厭的剝削。無疑地，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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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出發的事情不可能都是完善的，有些人可能在傳揚福晉時加雜他

們本國思想見解和生活方式，但他們對各地的制度，不僅曾給予培

植，而且竭力提高，許多傳教人員還成為各地物質和學識進步的先

鋒。嘉祿富高神父便是一例，他的仁愛之心為他贏得了「大眾仁兄」

的雅號，他還編著了一部他瓦肋(Touareg) 語的字典。我們應該崇敬

這往往不為人知的先輩，他們受著基督聖愛的鼓舞，不辭勞苦，鼓

勵他們的追隨者和繼承人為了福音，慷慨而不國私利地為人服務。

一種新的其有精神價值的人道主義，是必須確立的。因此，在

他的訓導中強調應觸碰文化。

我們必須確立一個完整的人道主義93 '而所指的不就是個人和

全人類，得有整體的發展嗎?一稜自我封閉式的人道主義，不顧及

精神價值，忽祝天主生命之根源，仍能有其成就的'的確，人可以

在沒有天主的情況下安排世界，可是， r it有天主，人祇能、組織一

個賠客人的世界。故脫離精神事物的人文主義，非一變而為非人的

人文主義不可94 0 J 世土只有接受夭主並具有履行天職意識的人道

主義，才是可靠的，它賦予人的生命一種真正的意義。人絕不是價

值的最後標準，人只有在超越自我後才能認識自己。巴斯噶說得非

常好: r 人可以無窮盡地超越自己。 J 95 

教宗繼續介紹各專家在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他們的水準，以

及他們應有的道德和文化條件。

我們高興地看到，各種國際的或雙邊的機織或私人組織派遣越

來越多的專家去執行開發使命。他們「不應以征服者的身分自房，

而應以幫忙者和合作者的身分自居鈞。」接受援助者很快能覺察援

助者是否心存善意，是只求灌輸技巧，或是也有意提高人們的尊嚴。

如泉他們不以兄弟友愛的情誼執行任務，他們就不會受到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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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具備技術能力的同時，還要真正表現出無利害銜突的

友愛精神，專家們應避免民族主義的自滿情緒和稜族主義的行為﹒

要學習與所有的人密切合作。他們應該知道，卓越的學識和技能，

並不使他們在人生各領域中佔優勢。他們受薰陶的本國文化，雖有

適用於全球各地的成分，但卻不是天下唯一的文化。他們不應輕視

他國文化，本國文化輸入他國時，仍須就合誠地文化的性質。擔負

這些使命的人應該根據接待他們的國家的歷史，專心致志去發現該

地文化的內涵，這樣便會建立起相互的暸解，並有助于豐富各自的

文化。

有宗教信仰的人和苦心人中，別具思想和智慧者將肩負重要的

角色。

如果世界確實因為耕乏思考而出現難題，那麼，我們便另召智

慧型的思想家，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以及敘天禮天的人，我們效法

基督的芳表，坦誠而冒昧地請求各位:去追求，你便會得至')97 '打

通所有的道路，以便實主見各民族之間的相互支援，加深人類的知識，

擴大胸懷，在宇宙人類的社會中度真正的手足情誼的生活。

教宗閻明國際問合作應走向一個超國界的權威。

世界性的國際合作需要建立各種籌備、協調和指導此一合作的

機構，最終應建立一個普世公認的合理的機構。我們全心鼓勵支持

為了世界各民族的發展而形成的各項組織，我們希望它們不斷地提

高自己的聲望和威信。正如我們對聯合國的各位代表所說的: r 人

們要求你們不僅要使一部分人，而是要使所有的人都意識到彼此是

兄弟姐妹......必須由此而逐漸形成一全球性的權威，足以在司法和

政治上發揮實際效能 J 0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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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教宗保祿六世: <<八十週年》公函 (1971)ω

基督徒團體對世界前途

負有責任

教會的社會訓導提供行動的指南，

並邀請基督徒固體發揮創意負責

找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方素。

教宗的這封傳教牧函是為紀念《新事》通諭頒佈八十周年而發

表的。基本上說，它增補了教會面對新時代的新問題和新思想，所

採取的訓導內容。牧函分析了與下歹IJ有關的問題:城市化、消費主

義、青年處境、婦女角色、種族歧視、人口膨脹、大眾傳播和環境

問題。各種新的趨向，也有所考慮，如對平等和社會參與的更大要

求，馬克思主義與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改變，和全人類的整體發展。

教宗用一種新的眼光看待現代社會為人類造成種種現象。現象

的複雜性和l新奇性要求教會再次對其訓導做進《步的調整。

首先，教會難以提出一個獨到的，適合所有形勢的辦法。教宗

也沒有打算這樣做。人們要求基督徒團體本身展開研究工作，把福

音之言應用到具體情況中，並與教會進行交談，與一切善，心人士合

作。教會的社會討11導則提供行動的指南。

在面對差異如此之大的形勢面前，我們很難以一概全地發表談

話和提出一種普遍性的解洪問題的方法。我們沒有這樣的雄心，這

也不是我們的使命。這要由基督宗教團體從客觀的角度分析符合其

本囡囡惰的形勢，把福音不可改變的神光照射在它上面，並從教會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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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訓等中制定發表見解的原則，評判事物的標準和行動的指令。

社會的訓導是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特別針對工業化地區而發表的，

始自教宗良十三世發表關於工人們的狀況的歷史性談話。今天，我

們能慶祝這篇講話發表入十週年，實在是一大榮幸和快樂。各地教

會應該在聖神的幫助下，與肩負職責的主教和其他，基督宗教的兄弟

及一切善良的人進行交談，體察人們所希望的各種選擇方式和應該

履行的各種義務，從而，為社會、政治和經濟帶來各種改變。在尋

求促進改變過程中，基督信徒必須重新堅定福者所要求的那種賦有

堅韌性和特殊性格的信念。福奇且直沒有過時，雖然它是在不同的社

會和文化背景下宣講、編寫和實踐的。它的啟示性對于人的信仰皈

依和改善社會的生活來說，仍是那般的清新;在經過這麼多世紀基

督宗教的實證後，它變得更為豐富。福音不是為了某一特殊的特權

而存在，它的普遍的和永恆的真正里是不容忽視的。 1∞

在目前混亂和不穩定的形勢下，教會要宣佈一則具體的啟示，

並支持人們攜手奔向未來所做的各種努力。新工黨社會中工人的起

慘情況受到了《新事〉通諭強有力的譴責，因而，在歷史的演變中

也引起人們對其它方面以及其它社會正義之道的注意。《四十年〉

通諭101和《慈母與導師〉通諭102也都注意到了這樣的事實。最近召

開的大去會議謹慎地提到了這兩項通諭，特別是在《現代》憲章中

捉到了我們也在自己的《民族發展〉通諭中繼續遵循這些思想脈絡。

成們說過，今天我們必須承認的主要事實是，社會問題已成為了世

界的問題103 。重新認識福音所提出的各種要求是教會應承擔的責任。

教會須服務所有的人，幫助他們解決各方面的問題，並使他們確信，

在人類歷史的轉披點上4采取團結一致的行動是當務之急。 104

教宗的觀11導明確地涉及隨著新文明而產生的變化和各種問題。

解決未來的問題必須要找到新的途徑，但不應忘記永恆的真理。



155/重讀天主教社會訓導

我們的目的是，通過這種方式來引起人們封幾個問題的注意，

不要忘記我們的先輩已經處理過的那些永久性的問題。由於這些問

題具有迫切性、廣泛性和複雜性，因此，在未來的幾年中，它們必

須成為基督信徒首先要考慮的問題，這樣才可以同其他人合作，全

力以赴地去解決破球人的前途的各種新難題。這些由現代經濟造成

的問題，實應放在更加廣泛的新的文明形勢中來考慮。這些問題色

括:人的生產條件，商品的父平交易和財富的合理分配、消費需求

量的增大和分擔責任的意義。在當前這些相當深刻和迅速的變化之

中，人每天都發現自己有新的收獲，並向自己提出自我及其固體的

生存意義。人對已成過去且與今日截然不同的經驗教訓，不願多加

回顧，但卻需要真光的指引，即永恆的真理來照耀他的未來，一種

他感覺正在變化而難以預料的未來。如果人下定了決心，他就能夠

找到可遵循的蹤Z責。 105

展望未來已是必須的了，過去從未像現在這樣需要一種社會的

想像力。

沒有任何其它的時代曾如此明確地號召社會去發揮它的想像力。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各行各業都應投身於創造和投資活動中，這與

軍備投資或取得科技成就同樣的重要。如果人們不能及時預見即將

出現的各種新的社會問題，而使自己超前冒進，這些問題就會嚴重

地阻礙人們去尋找所希望的和平解決問題的方法。

公函有一部分談及人類科學，它們在今日社會的重要性，它們

的用途，以及隨之而產生的簡化論觀點。教宗在批判了這些科學假

借實證主義的觀點，隨即說明它們可以怎樣支持基督宗教的社會倫

理。

經常與人頡科學同時出現的實證主義，必須加以辨認的。

在這個由科技演變所文配的世界裡，又產生了另一個更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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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疑問，把世界引土新的實證主義的道路。人以理智征服了大自然，

但卻發現自己又被理智困住了手腳，反而成了科學的研究對象。今

天，人文科學正朝氣蓬勃的向前發展，這類科學一方面在受到批判

和徹底的審查，因為，迄今被人所接受的有關人為何物的知識不是

顯得太過實驗化，便是太過理論化。另一方面，這類科學因方法土

的需要及先入為主的偏見，每次都在不同的情況下，將人的羔些方

面逐漸孤立起來。同時，這種解釋又將人說成是完整的，或至少純

粹由數量及現象觀點來看是無所不色的。這類科學對人早已何物所做

的歸納證明有一個危險的臆斷存在。人若崇奉上述分析中而得來的

看法，等於是在文解人的軀體，等於是在科學的藉口下，使了解整

個人為何物的且作變成不可能。

這些科學還可以用來統治和操縱人民。

還須注意人文科學可能引發的一種活動，這類科學可能會使人

創造一種社會模式，益迫使人根據這種由科學證實的模式而矯正他

的行為。於是人便成為被操縱的對象，不僅是人的意願和需求受到

了駕取和更仗，連人的價值觀也莫不如此。無庸質疑，這對未來的

社會和人本身都潛伏著一個嚴重的危險，因為，即使所有的人都贊

成建設一個為人服務的新社會，但主要的問題仍在於認"青人究竟是

怎樣的。

我們必須根據福音所確立的全球性觀點來解釋人文科學。教會

鼓勵支持一切科學研究，希望與人文科學進行一次有希望的交談。

我們對基督宗教訓導中運用這些科學的準則，已做了闡述。

關於人文科學的疑慮封信友的影響要大於其他的人。但是，教

友卻不鼓缺乏應付的準則，如我們在《民族發展〉通論中所寫的，

這正是教會對文明世界的具體貢獻: r她分享人的崇高追求。當看

到人得不到滿足時，她感到痛苦，她希望幫助他們完全成熟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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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為什麼她為人提供了她自身所具備的獨特品行，用全球的眼

光看待人性和人類峙。」反過來說，教會是不是應該反對研究人文

科學，並譴責它的企圈?如對自然科學一樣，教會相信人文科學並

鼓勵信友積極參加研究工作107 0 信友被探討人為何物的願草所鼓舞，

在f吉德神光的照耀下，投身人文科學的研究，教會使能與這個新的

科學領域開始交談，這是頓有希望獲得成呆的。當然，每門科學只

能在其專門領域內對人作部分或片面的認識，但卻不能對人的意義

獲得充分的及圓滿的認識。這些科學可能在其界限內有積極的功能，

這一點是教會所無於承認的。這類科學可以使人的眼界擴大到比有

限環境使人預見到的還要大的範園。所以，這類科學便會有補於欠

教的社會倫理。-A'教社會的倫理在對特定的社會模式有所陳述時，

必然也會了解自己也是局限於固有的領域之中。 f旦-A'教社會倫理批

評事物，並將事物提升到更高境界的功能則將會大為加強，因為主J

教社會倫理指出羔社會認定絕對依附於人性的行為和價值，只是一

個相封的特色而已。要史進一步地發現人為何物，這些科學是一個

即不可或缺，而又是不夠充足的條件。它們是一種越來越複雜的語

言，是一種非但沒有揭開，反而加深了人的內心秘密的語言;對於

人內心深處道發出的心聲，它也不能給予完整的和最終的答案。

教宗說明了教會必須對進步的觀念再做思考:

人們對人為何物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便可能對存在現代社會深

處並號稱為現代社會活動的動機、尺度及其宗旨的進步二字，作一

批評和說明。從十九世紀起，西方社會以及與西方社會交往頻繁的

其他地區，曾寄望於不斷的進步和無限度的進步，人們認為，這是

人類努力從大自然的需要及社會的壓力中解救出來的方法。進步曾

經是人無自由的條件及尺碼，進步藉著現代化通訊工具的宣傳，及

人們要求更多知識和更多消費，而成為無所不在的思想。但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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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們對進步的價值及效果發生了疑問:這種使人永無休止地追逐

的進步究竟有什麼意義?人們正確信即將獲得和享受進步時，進步

卻逃之夭夭。這種;受無標準的進步怎能滿足人心呢?無疑，這說明

只顧及量而不顧及質的經濟進步不僅有限，而且是錯誤的，人也需

要質的進步。人們彼此交往的真誠及承擔任務的負責精神，對未來

社會的重要性，並不亞於物品的生產量及消費量。

如果追求進步只是局限於實現經濟目標，自會造成一種錯覺。

真正的人類進步必須包括道德和文化的發展。只有在接受了他人和

天主之後，才能使進步的內容豐富起來。

人們在克服了以經濟效率、商業、力量和利害關係衡量事物的

誘惡之後，決心以交往的密切、知識、文化的普及、互相服務，並

共同致力於'A共福利，來取代以量為標準的原則。真正的進步難道

不在於道德意識的發揚嗎?不在於休戚相關精神的擴大，並自願對

他人及天主開放嗎?對教友來說，進步不得不朝著末世及死亡的奧

蹟進展。基督的聖死與復活，聖神的降臨幫助人們在真理的進步中，

和唯一不致受騙的希望內，以知恩的心情，遂用具有創造力的自由。

今天，教會的社會訓導非常注意人的各種新的需求，並始終尋

找新的解決問題的途徑。在這方面，福音總是推動著訓導向前發展。

教會面對許多新的問題，在其固有的活動範圍內努力滿足人們

的期望。雖說今天的困難在廣度和緊迫性方面都是空前的，但是，

難道真的沒有解決問題的方案了嗎?富有活力的教會的社會訓導常

與人們的研究同步進行。這訓導即使不能去然核定系種社會制度是

否良好，或提供一個黨已佈置妥善的模型，卻也不限於只提示一個

普遍的原則。它在福音的大力椎動下一一福音的內容及需求如全部

為人所接受，則將是革新的泉源 將其考慮之結果拍合於正在演

變的世界局勢。同時，教會的社會訓導是以教會固有的精神，不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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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只求服務，尤其注意最貧困者的精神施教。

最後，教會的社會訓導是出自教會許多世紀的經驗。這經驗除

使教會繼續執行正常任務外，又使她負起現代世界局勢所需要的大

膽而具創造性的革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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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教宗保祿二世: <<人類救主》通諭(1979)1ω

人，是教會遵循的基本道路

由基督論看人類的進步

教宗若望保祿三世在《人類救主〉通諭中，根據他所處的歷史

狀況，他本人和社會的情形，以教會有益於人的行為提出一個全面

性的觀點。這樣，教會的社會副11導便與神學觀點下的人，歸屬基督

奧蹟的人(即使當事人並不知此事實)緊密相聯。人因而被稱為<

教會應遵循的基本道路〉。

教會不能放棄人，因為人的命運， I!p他的被送、被召，生與死、

得救或喪亡，與基督是密切而不可分割地連結在一起的。我們說的

是生活在此星球上的每一個人，住在造物主對第一個男人和女人說. • 

「充滿大地，治理大地1ω」的世界土的人。我們是談每一個人，他

的存在和行為，理智和意志、良知和心都是完整而獨一的實體。因

為他具有位格，人在自己的實體中，有他自己的生命歷史，更重要

的是，有他自己的心靈歷史，人為了係持他精神的豁達，和他肉體

和今世生存的各穩需要，經由連接他和別人的許多關係、接觸、現

狀和社會架構而撰寫他個人的歷史，從他存在於世的那一刻，他，受

胎和誕生開始，就是這瑩個人，他的存在、他的位格和他的閻體性

和群體生活的人一一一在他自己的家庭方面，在他的社會和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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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方面，在他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方面(或部族與部落方面) .以

及在登個人類方面一一一此人是教會在完成她使命的旅途中應接走的

第一條路:人是教會第一條主要的路，是基督自己規劃的路，是經

由 F學生和救貝貴的奧蹟而不斷走的路。

就是這個人，他的整個生命、良知、不斷傾向罪惡並同時不斷

嚮往真善美，正義和愛，正是此人，才是梵二大主:會議在描述他在

琨代世界時所注意的，經常是從環境的外在因素進而到人內在的真

理: r在人性內，存在著許多互相抵抗的因素。一方面，由於人是

受造，體會到自身在多方面的限度。另一方面，又感到自身有無窮

的願望，並被召度更高級的生活。人既為眾多欲念所吸引，故必須

經常有所選擇和有所放棄。甚至由於自身的是弱無能及向惡成性，

往往做出本心不願做的事，而要做的卻沒有做到。於是，人在內心

感到分裂之苦，而社會土如此眾多與巨大的爭執，使造端於此。」

110 

這個人是教會的路 在1某種意義土說，這條路是教會應走的

其他道路的基礎一一一因為人，任何人都不例外，都互為基督所救贖，

而且基督和人，和每一個人，多多少少是結合在一起的，即使人並

未感覺: r 為眾人死而後活的基督給人，給每一個人光明和力量，

以幫助人滿足自己的崇高使命。 J 111 

既然這個人是教會的路，教會日常生活和經驗的路，使命和辛

苦的路，今日教會應該以不斷更新的方法覺察人的情形。就是說教

會應注意人的能力，這些能力常以一種新的方向頰示出來，教會也

要意識到人的危險，及一切似乎阻礙使人的生活更合乎人性112 '並

使生活的每一因素都的令人性真正尊嚴的努力，一言以蔽之，教會

應當關切阻礙這一過程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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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教宗若望保蘇三世 z

《論人的通作》通諭 (1981)113

工作，解決社會問題的關鍵。

在大去會議、教宗、主教和教友的合

作下，教會的社會訓導有機地發展開

來了。

這份有關人的工作的通論是在〈新事〉通諭發表九十周年之際

問世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詳細地介紹了教會的社會訓導的發展

過程之後，又考慮到如下的主題:工作與人;今日勞資雙方的衝突;

工人的各項權利;工作的神聖意義。

通諭一開始便仔細地分析了當前教會社會訓導的情形。教宗再

次重申，應當把人看作是教會所要走的路，而這是起點。從這-觀

點可以看出，工作是人的生存環境的中心內容。工作生產了糧食，

創造了科學和文化。一些新的問題和衝突有待思考。

今年五月十五日是教宗良十三L世發表《新事〉通論九十周年紀

念日，這是一份具有決定性重要意義的通諭。我們願以本文獻專論

人的工作，尤其是在工作的廣大領域中討論人。正如我在繼承聖伯

多祿羅馬宗座服務之初所發表的《人類救主》通論中曾說過的，人

是教會所應遵循的第一和基本的道路114 '確切地說，正是因為在基

督內莫測高深的救恩奧Z食，因此有必要不斷地回到這條道路土來，

益重新在各個方面遵循這條道路，我們大家都會從中看到所有的財

富，看到人類在地球土辛勤努力的成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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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人生存的一個長年而又基本的層面之一，它常是切身的，

並不斷地要求新的關注和確切的見證。由於總是出現新的疑問和問

題，因此，也就總是有與人的生存的基本方面相聯的各種新希望，

新恐懼和新威脅。人的生命是建立在工作土，從工作中人得到特有

的尊嚴，但同時，二L作也包含了人不斷忍耐的艱辛和痛苦，以及在

各國和國際問深入社會生活的傷害和不仗。的確，人吃他雙手賺來

的食糧115 '不僅指生活的日用糧，也指科學和進步，文明和文化的

食糧;人必須汗流滿面 116才能享用此食糧，意思、是說，不但靠他個

人的努力和辛勞，而且需置身許多緊張、街突和危機中，這些都與

工作有關正L擾亂各社會和整個人類的生活。

自《新事〉通諭問世以來，又出現了新而複雜的問題。教宗對

這些具有人'1生意義的戲劇性的變化作了概略性的論述。嚴格地說，

對這些變化進行科學性的分析並不是教會的事情。教會的角色是捍

衛從事工作的人的尊嚴。

我們現在慶祝〈新事〉通論發表九十周年，正值科技、經濟和

政治新發展的前夕。在許多專家看來，這些新發展對工作和生產世

界的影響，立且不比上一世紀工業革命為少。這一趨勢由諸多原因所

造成:許多生產領域實行了自動化，能源及材料價格的上漲，人們

越來越發現大自然資源的有限，而且受污學到難以忍受的地步，各

囡囡氏迫切要求登主政治舞台，結束了屈辱的地位之後，他們要求

在國內和國際決策方面享用適當的權利。這些新的條件和要求將迫

使現代經濟的各種結構和工作分配，做出新的安排和調整。遺憾的

是，千千萬義的熟練工人可能因為這些改變而失業，最少在一段期

間會沒有工作，成需要重新接受訓練。這些改變很可能降低或壓縮

先進國家的物質福利，但卻可為目前生活在痛苦而貧困中的人帶來

慰藉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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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這些變化為人類可能造成的後果作學術性的分析，不是教會

的事。但是，教會有責任為工作的人的尊嚴和權利請命，有責任譴

責損害尊嚴和權利的行為;也有責任伸出援助之手，引導上述的改

變，使人類和社會獲得真正的進步。

教會的社會訓導已經歷了一種有機體的發展過程。教會繼承了

福音的遺產，並持續不斷地努力發現人的工作所包含的新的意義，

教會各項社會文獻的中心議題，就在這一點上。

工作既是人的事，也是社會問題的桔心。自從上述過論發表以來的

差不多一百年間，教會的訓導以及許多與傳教使命相聯的工作，都

特別關注這個問題。本通諭對工作的反省並非另關系徑，而是更有

系統地承襲這一訓導和活動的傳統。然而，我要遵照福奇的精神，

從福音的寶庫中提出新的和舊的東西 117 0 當然，工作是舊東西的一

部分，和人以及人的生命一樣的老舊，但是，人在現代世界中的狀

況。根據不同的地理、文化和文明研究和分析，要求我們發掘人類

工作的新意義。同時又要求我在這方面，面對個人、家庭、每一因

家、整個人類，以及教會本身，要形成新的職務。

教會在支持杜會正義方面所承擔的義務促成了一廣大的合作關

係，包括教宗、梵二大公會議、主教、各類社會中心以及宗座正義

與和平委員會。正義已越來越與和平相提並論了。

自從《新事〉通諭頒f布以來，社會問題一直受到教會的關注。

歷任教宗、梵二大-A'會議和各國主教國發表的許多文獻，以及教會

在國際土和地方上的牧民行動和構思都是明顯的證明。這裡很難一

一列舉教會和教友關懷社會問題的實際行動，因為這些行動實在太

多了。大-A'會議以後，教會設立了宗座正義與和平委員會，負責協

調這方面的工作，各國主教國都已設立了同類的機構。機構的名稱

極具意義，它表示社會問題須從整體考慮，爭取正義須與爭取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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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和平相聯系。這兩項行動顯然受到過去兩次世界大戰痛苦經

驗的支持;這兩次大戰在過去九十年間曾使歐洲很多國家，以及其

他大洲的部分國家創傷 i笨重。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核子戰

爭的長期威脅，以及由此形成的可怕的自我毀滅的陰影，更堅定了

人們爭取正義與和平的決心。

最近，教會的社會訓導主題，多指向世界的和平與發展。

如采我們隨從教會最高訓導文獻中的主要思想，會發現對此問

題的確認。關於世界和平問題，其主要立場是教宗若草二十三的

《和平〉通論。但是，如果要研究社會正義問題的發展，就得注意

在《新事〉和教宗比約十一的《四十年〉之間的一段時期，教會的

言1月導主要集中於各國「勞工問題」的合理解決，在隨後的一個時期，

教會的訓導視野擴大到整個世界。貧富懸殊的現象，系些困家和大

洲富裕先進，另一些貧窮落後的地區，要求均富及父平發展大眾福

利，這些是若望二十三的〈慈母與導師》通論，梵二大'A會議《教

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和係祿六世《民族發展〉通諭的訓導方向。

教會的社會訓導的發展路線已清楚顯示，由「階級」問題走向

「世界」問題。

教會在社會問題土的訓導和參與發展的趨勢，是完全符合事情

的客觀性的。過去，問題的重點是「階級 j ，近來則以『世界 j ~ 

重心。因此，不僅考慮階級領域，還考慮世界的不平等、不正義的

領域。如此一來，在詩求現代世界的正義中，同時涉及階級頓域。

對今日世界現狀的全面分析，更能深刻而完整的顯示，先前對社會

不去的分析的意義，這意.Æ必須在建立世界正義的努力中提出，因

此不是要消除不去的架構，而是要求這些架構接受檢討和改革。

人類 E作是社會問題的關鍵。教會的社會訓導在聖經和教會

脈相承的傳統中，找到自己的根源，必隨時代的需求而漸形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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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宗旨是使人的生活更合乎人道。

在整個過程中，即在複雜而多方面的社會問題中，診斷客觀的

社會實體和教會訓導的過程一一一人頓工作的問題自然不斷出現。工

作問題總是牽涉社會生活和教會訓導的。本通諭對此問題，較過去

九十年更為關注。事實土，教會的社會訓導游、自聖經，始於創世記，

而以福音和宗徒書信互為重點。從初世紀起，人的觀念，人的社會生

活，尤其不同時代所制定的社會道德，都是教會言111 導的一部分。這

傳統的祖絮，始自《新事〉由歷代教宗對當代問題的訓諭，而得繼

承與發展。在此背景下，工作問題的研究不斷追土時代，同時卻係

持永恆的基督真正里的基礎。

本iill.諭重談此一問題，但不想談及此問題的全部重點，也不是

把已有的訓導蒐象在一起，重複討論，而是要強調人的工作是登個

社會問題的關鍵。假如日漸發生而又被雜的社會問題的解決，應該

以「使生活更合乎人性118 J 作為方向，那麼此關鍵，即人的工作，

有其基本的和決定的重要性。

教會在福音的鼓舞下，從人性的和倫理價值的觀點看工作，並

推動工作的靈修。

在《新事〉通諭棋布九十周年之際，在此文獻的最後一章談基

督徒意識中工作靈修，庭、詩說是最適宜的了。就主觀方面而言，工

作永遠是一項人性的行為，不論其早已體力或是腦力的工作，都是身

體、精神整個人的投入。天主聖言的對象也是整個人;福脅中有很

多有關人類工作的話，並且對工作給予特別的指示。我們應該適當

地吸收這些話。人在信 3喜愛的引導下努力，他的工作在天主日叭里就

有意義，而工作的人和其他看似平凡卻也重要的因素，一併進入救

恩的 i邊干呈。

教會認為，從人性價值和倫理秩序的觀點談工作是她的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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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傳教工作中重要的一環。教會也認為，自己有特殊的責任去培

發工作靈修，協助所有的人通過工作更趨團結，更加接近天主造物

主和救世主，參與他的救世工程，加強與基督的關係，響應梵二大

主:會議的指示，在生活中實踐信德，履行司祭、先知和王者的五項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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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教宗若望保禱三世=

從《新事》到《工作》研討會中的講詞 (1982)119

教會社會首1(導注定的要素

及其持續的發展

1982 年 4 月 3 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從《新事〉通諭到

〈工作》通諭:邁向 2000 年」的國際研討會上發表了演說。出席

會議的有聯合國秘書長、國際勞工組織總幹事以及來自訐多國家的

專家代表。教宗再次提到〈新事》通諭在教會的社會訓導中所包涵

的強而有力的參考要點，這一要點包括隨著新的要求而發展出來的

持久而更加新鮮的因素。為了更好地了解教會的社會訓導及其在今

天的實際應用情況，有必要持續地開展研究工作。

1981 年 5 月 13 日也就是紀念《新事〉通諭發表九十周年的前

兩天，我在未能發表的一;有演說中，用下列的話闡述了此紀念活動

的意義: r 對教會來說， <新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因為它色

含了教會的訓導及其在現代世界中採取的社會行動所體現的一個強

而有力的參考要點。」我還補充說道: r 社會的訓導，與任何生活

實體一樣，充滿活力，並包含持久的和最高的因素以及可以隨緊迫

的問題而演變吾吾展的偶然因素，但不動搖它的各項原則和基本準則。

」我今天重複這些話，是因為它們清楚地表明了慶祝週年紀念的意

義和精神。你們可本著同樣的精神，對我在《工作〉中所提出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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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訓導發表見解，根據傳教，學術研究，國際組織，貿易聯盟和各

不同的新機構中所得的各抒己見，交流思想。

顯而易見，你們在這幾天中所應承擔的義務不僅是深入地研究

教會的社會訓導，而且還要更好地了解它，以便採取必要的行動，

將訓導應用到人所涉及的和繪成的社會責任領域的各方面。

教會的社會訓導具有全球性的觀點，因為它論及全人類和每一

個整體的人。

社會問題現在和將來都永遠是全球性的，也就是說，它一且談

及每一個人和全人類時，它使觸及了人的本質和生存意義。人的本

身及人性尊嚴必須是一股動力，推動人為尋找社會問題的最佳解決

之道而努力。就在正義與和平中建立世界而言，人始終都是一個具

有決定性的標準。從全球性的觀點出發，我們還必須訂定「反省的

原則 J ' r 判斷的準則」以及「行動的指南」

教會處理這問題的能力不是技術性的。她行動的標準是人格尊

嚴。教會的各機構都必須根據此標準時常修正社會制度，這是教會

為服務人類而承搶的義務。

眾所周知，教舍不能對經濟和政治問題直接提出技術性的解決

方案。然而，她卻可以要求人們接照人格尊嚴的標準，經常修正各

項制度。早已此，她號召各地教會，各級基督徒固體、各種傳教和社

會運動、牧者、教員、科研人員等，以及每一位接受過洗禮的人，

在社會中善盡職守。

在這樣的基本標準引導下，錯誤的或偏差的制度，唯物的或經

濟主義的意識形態，便能力口以克服。.i\們便可以自由地對社會現實

做出客觀的撿驗，也能針對問題找出合理的解決之道。這樣，我們

就是首先為植根於天主內的真正自由服務，與其創造和救世工程合

作，沿著基督，真天主和真人所指引的道路去完成救援人類的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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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在提出自己的訓導思想，以及把訓導交託給她的信徒去積

極實踐的過程中，有意與所有善良的人真誠而主動地合作，與承擔

責任的人和影響國際生計的機構組織合作，以便為全人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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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教宗若望保祿三世 z

《社會事務關懷》通諭 (1987)120

發展有賴於全人類的團結

教會的社會訓導的持續不輯和更新，

強調了它獨特的觸角和自成一體的風

格。

在紀念教宗保祿六世的《民族發展〉通諭發表二十周年之際，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頒布了《社會事務關懷〉通諭。

我們以前曾提到過，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繼保祿六世之後再次強

調人的倫理、文化和宗教等的發展，這些發展必然涉及經濟因素，

但卻不可簡化為物質的追求。

在這份通諭中，教宗在好幾個章節中，說明如何理解教會的社

會訓導。

開始的一段介紹了教會的社會制導是在理智反省和社會科學的

幫助下，逐漸從基督的聖言中確立起來的。它是一種公開的過程，

在《新事〉發表之後這一點更是明顯，也又一次說明它被視為歷史

的參考點。

教會對社會事物的關懷是直接針對人和社會的真正發展的，它

尊重並促進人各方面的投晨，教會一貫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達她的

關懷。近年來，教會參與社會事物的特殊方式之一便是羅馬教宗的

社會訓導。以教宗良十三的《新事》通論為首創 121 '教會常探討此

問題，並且有時配合首為社會事務通諭的頒佈紀念日，發表各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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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有關社會事務的文獻，以資紀念。 122

歷任教宗從不忘在教會的社會教導的新觀點上，加土新的光照。

從教宗良十三世所做的卓越貢獻開始，及其繼任的歷任教宗所加土

的豐富滋潤，使社會訓導已成為合乎時代要求的訓導主題。這一主

題是逐漸形成的，正如教會在耶蛛基督所啟示的全部受言 123 '和聖

神的助佑下，吉羊悶那些展現在歷史過程中的人類事Z貴。教會就是這

樣借助理性的反省典人類科學的支援，設法帶領人們對自己所承擔

的建設世界的社會使命做一答覆。

在提及教宗保祿六世的同樣具有歷史意義的〈民族發展〉通諭

時，若望保祿二世強調了教會的社會訓導中所包含的兩方面:它的

持續性及其經常不斷更新的必要性。

藉此，我希望能實現兩個重要的目標:一方面走向教宗保祿六

世此一歷史性的文件及其訓導致敬，另一方面，踏著我所尊欲的這

位伯多祿的繼承者的足跡，再次肯定社會訓導及其不斷更新的連續

性。事實上，持續性與更新是教會訓導的永怯價值的具體證明。

這兩方面是教會在社會領域中開展訓導活動的典型形式。一方

面，它是永恆不變的，因為在其基本的啟示上，在其反省的原則上，

在其判斷的準劑，在其根本的行動指南 124土，都是一貫的。而最重

要的是，它與主的福奇密切 4日遠。另一方面，它是常新的，因為它

適應.了在各種歷史條件下所發生的多稜變化以及人類生活與社會生

活所帶來的不斷的演變。

對技術性的、政治性的和經濟性的問題，教會都不提供解決方

案。作為人|生方面的專家，她保護人性尊嚴。在履行聖化世界的使

命中，教會提出了一個真正的發展觀念。

正如教宗係祿六世在他的《民族發展〉通論中已經證實的 125 ' 

對於未完全開發的問題，教舍不提出「技術性的解決之道。」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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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提出經濟和政治體系的方素，也不偏向任何一方，一旦人的尊嚴

獲得尊重與促進，教會就能獲得所需的空間，在世界土執行她的職

責。

然而，教會卻是「人性方面的專家126J '而這必然會引導她擴

大她在其它各個領域中的宗教使命。在這些續域中，人們努去尋找

那種只有合乎人性尊嚴才能在這個世界上得到的相對的幸福。

我須學習前任各教宗的芳表，重申下列問題:凡影響個人及民

族尊嚴的事，諸如可靠真實的發展，都不能使之降低成為一個技術

性的難題。若是如此，發展的真實內容就是空洞的，而且對那些視

發展早已服務的個人及民族而言，也是一種背叛的行為。

這就是今日的教會，正如廿年前和未來的教會，對可靠真實的

發展的本質、條件、要求和目標及其前進道路土的各稜障礙，教會

有理由加以詳說。教會以這種方式履行其傳播福音的使命，因為，

當教會宣揚基督的真正里，對教會本身和人，在具體的環境中實行這

真理時，她為發展的急迫難題提供了她第一個解洪的方法。 127

教會的社會訓導就是教會用來宣傳解決倫理問題的各項原則的

途徑。

教會以她的社會訓導作為實現這一目標的工兵。在今天困難的

形勢中，對于教會訓導所提出的「一整套反省原則，判斷的標準和

行動的指南 J '之更準確的認識和更廣泛的傳播128 '在促進人們對

峙面臨的問題之正確認識，及尋找最佳解決方法上，有很大的助益。

因此，我門立即明白了，我們所面臨的都是些倫理問題;無論

是對發展的問題所進行的分析，或克服目前困難的種種途徑，都不

能忽視這個基本點。

教會的社會訓導的神學特徵是受到肯定的。社會訓導不可視為

「第三條路」或另一種意識型態，它別具一格，自成一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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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社會訓導不是介於自由資本主義與馬克思集權主義之間

的「第三條路 J '也不是在不相違背的解決方法中之可能的代替方

法，教會的社會訓導自成一體。它不是一種意識形態，而是在社會

與國際的秩序中，在信仰與及教會傳統的光照下，對人的存在之複

雜事實作仔細反省後的精確而有系統的說明。其目的在解釋說明這

些事實，確定這些事實在人對人的使命土是否與福音教導一致。此

種使命是地土的，也是超越的，因此，它的目的是在指導基督信徒

的行為。它所屬的領域不是意識形態，而是屬於神學特別是倫理神

學。

教會的社會訓導有先知的角色，是教會傳播福音使命的‘部分。

從教會維護正義和譴責非正義的言行中，可清楚看到這一點。

講授和傳揚教會的社會吉1 1 1 導是教會傳撥福音的使命之一。鑒於

它是一種旨在指導人的行為的訓導，因此，其結采便是接熙、每個人

的角色、使命和1袁壞而逐漸封正義履行一種義務。

譴責罪惡和不正義也是在社會領域中傳播福音使命的一部分，

這是教會發揮先知角色的一個方面。我們應該清楚地知道，傳播福

音要比譴責罪惡重要的多，後者不能忽略前者，因為前者的動機更

高，並具有真實的穩定性和力量。

教會的杜會訓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樹立一個國際的觀

點，特別是當我們首先考層服務窮人不[]愛護窮人的時候。

今天尤甚於往昔，教會的社會吉JlI導必須在合乎梵二大去會議129

和最新發表的各稜通諭130的路線，尤其在我們所紀念的這個《民族

發展〉一一一的路線土 131 '放眼於國際形勢。因此，我們認為，在這

一光輝的照耀下，重新按司令並進一步發清近幾年來教會吉111 導當局所

論述的主題和指南並不是一件多餘的事。

在此，我願說明其中的一點:選擇或愛戴窮人。這是一種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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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一種實踐基督徒愛德的首要的特殊方式，發個教會的傳統都證

明了這一點。它影響每一個基督徒的生活，因為他們效法基督的生

活，然而，它同樣適用於我們的社會責任和生活方式，適用於有關

擁有和使用財物的的決策土。

此外，從今天社會問題所帶來的世界性的範圍來看 132 '這種對

窮人的優先愛戴和由此啟役的各項決定，不能不色括大批的飢餓者、

貧困者、無家可歸者，無法綴得醫療照顧者，特剖是那些對未來感

到絕望者。不考慮這些事實的存在是不可能的，無視這些事實就像

是變成了佯裝不知道乞丐拉昆祿躺在自家門外的富人一樣。 133

我們必須在日常生活和在政治經濟方面所做的決定中注意這些

事實。同樣地，各圓領導人及國際機構的首領們必須常常牢記，真

正的人性應是他們所制定的發展計劃中的優先領域，我們不應該忘

記優先考慮日孟增長的貧窮現象。遺憾的是，貧窮的人數不但沒有

減少，反而卻增加了。不僅是未完全開發的國家是如此，令人慚愧

的是連已開潑的國家，也是如此。

這一訓導要求我們在國家和國際層次上做各種決定。這方面，

需要記住的是，教會的社會訓導的獨特原則是實現受造物的共同目

的。

再次說明教會社會吉11) 導的獨特原則確是有必要:這個世界的財

物原本就是為大家所共有的 134 '私有權是合法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但是，私有權豆豆不降低這個原則的價值。事實土，私有財產是處於

「社會抵押 135 J 之下，也就是說，私有財產本身具有社會功能，

其基礎和合理存在的理由是財物普通終向的原則。同樣地，在關心

窮人方面，我們不應忽略特殊形式的貧窮， I1p 失去人的基本權利，

特別是宗教信仰的自由權和經濟開創的自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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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百年來教會社會訓導的成果

尊重文化，捍衛真理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表《百年》通諭，隆重地紀念《新事〉通

諭問世百週年。這份文件豆豆申了百年來教會社會訓導的要點，對教

會社會討11導的性質，特別是它與教會的傳教使命的關係，提供了較

為詳細的說明。《百年〉通諭更從基督信徒的立場觀察現代世界，

指出了在這個世界中的新的事務、新的願望、新的矛盾。

〈百年〉集中敘述兩樁事件。第一樁當然是〈新事》問世的百

過年及其在這百年中所產生的影響;第二樁則是最近中歐和東歐共

產政權的沒落。而這兩樁事件不是沒有關係，因為在 1891 年教宗

良十三世己預料到社會主義思想的毀滅性的作用，說它是在企圖把

人類社會建立在一個對人和人的精神價值作不正確的估計的觀念上。

兩個重要的觀念:文化與真理

有兩個重要的觀念被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用來分析今日世界的社

會形勢，並制定通諭的內容綱要。

第一一個觀念是文化。我們可以從後面的選錄中認出這個觀念的



E 解釋社會訓導的文件/180

意義和重要來。我們要特別注意其中像「工作與文化 J ' r 各民族

的文化 J ' r 極權主義的文11:: J ' r 國家與文化 J '以及「教會對

文化的貢獻」這樣的句子。

第三個觀念是真理。這是《百年〉中的基本觀念，幾乎每一頁

上都談到它。據教宗若望保禱二世說，社會問題只有在「人的真理」

「有關人與天主的真理 J ' r 理性和啟示的真理 J 中，才能獲得解

決。舉一個明顯的例子，在通論的 29 節，教宗這樣說: r 不尊重

人有認識真理及按照真理而生活的天賦基本權利，決不能有真正的

進步。」不錯，真理的觀念不是新的;但是在今日的文化環境中，

一般社會學上的觀察和反省都在迴避真理這個名辭，尤其不敢提及

真理的規範作用， {百年〉通諭卻不斷地應用這個觀念，這實在是

件新奇的事。

下面的選錄介紹教會社會訓導的十個特點:

1.教會不得不對它所面臨的新形勢做出估計，但是這樣的估

計並不是教會訓導職權的固有對象。

2. 藉著教會的社會訓導，教會實行它的傳揚福音的歷史使命。

3. 教會始終以貧窮人為其關懷的優先對象。

4. 教會的社會訓導的中心是在:人、人的尊嚴、權益、與精

神歸宿。

5. 教會維護各民族固有文化的真理及其內在活力。

6. 教會主持正義與真理，以非暴力的方式反對迫害與戰爭。

7. 馬克斯主義的經驗說明教會對人的真正解放的正確見解。

8. 教會不會提供任何特定的社會模式，卻給社會指出一種有

效的道德標準。

9. 傳佈福音是發揚文化的一個起因。各民族、在各時代，都

需要不斷地傳佈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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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天主教徒要懷著與其他教會與宗教人士合作的精神，從事

推進正義與和平。

教會的社會訓導教人把教會的傳統訓導應用在變化的歷史情況

中。它的前提是認清事實，就是對歷史的情勢和現狀做審慎的估計

與分析。這樣的工作為傳播福音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它並不產生決

定性的效果，並不成為教會社會訓導的組成部分。

本通諭有意凸顯良十三世所頒佈各項原則的成果。這些成果屬

於教會的教義傳統，因而也是教會訓導權威份內的事。另一方面，

牧者的心腸，也促使我針對近期歷史上所吾吾生的若干事件，從事一

種分析。教會牧者的職責之一，不可言喻，乃是詳察時事以明辨福

傳的新要求，不過吾人應知曉的是:此項分析的本意並不在於提出

確定的判斷，因為說事原不屬於教會訓導的特定範園。

教會講授它的社會訓導，目的不外乎傳揚福音。在今日傅揚福

音不能不講教會的社會訓導。今日的社會問題，像過去一樣，不能

在福音以外獲得圓滿的解決。

實則教導和廣揚教會的社會教理，屬於教會福傳使命的範園，

是基督信仰訊息重要的一樣。此因被項要理給人指出了信仰訊息在

社會生活中，所能帶來的直接後泉，並且也使人明白，日常生活中

為了正義所作的會門與持勞，也能在為救主基督作見證的脈絡裡去

加以瞭解。

今日，事隔百年，上述作法依然有效。讓我有機會對基督徒的

社會教理，作進一步的推展。我曾多次強調的「新的福傳 J '為現

代世界所急需，其精髓應當包括宣揚教會的社會教理。今日，正嘗

不同的意識形態日益為人們所揚棄之際，教會的社會教理，一如在

教宗良十三世的時代，仍然能夠提供正確的指向，以應對當前巨大

的挑戰。正如往昔，我們今日依然需要一再反覆強調的是:捨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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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 r 社會問題」便無真正的解決之道:猶有進者，對所謂「新

事物 J '我們惟有在福音中才能尋得其脈絡，從而給予正確的理解，

並且在適當的倫理觀點下，加以判斷。

教會杜會計"導的特點之一，是對貧窮人的特別關懷。不論在甚

麼時代，教會常以貧窮人為服務的優先對象。在今日貧窮已成為一

個極嚴重的問題，如果國際團體不及時採取行動，正在發展中的國

家將面臨十分可怕的危機。

在現代實況的燭照之下來重讀《新事〉通論，使我們能對教會

為基督所特愛的一群人所做的奉獻與恆常的關懷，加以珍惜。通諭

的內容在在明證教會內所謂「優先選擇窮人 J '有始有終。本人將

此選擇定義為「基督徒愛德實踐的首要特殊方式」。因而教宗良十

三世論《工人的情況》這份通諭，其所討討論的，著實是窮人以及

由於新穎而往往又是激烈的工業化過程，給廣大群眾所帶來的可怕

情況。今日在經濟、社會和政治方面所發生的類似過程，正給世界

許多地方帶來同樣的災禍。

教宗若望保綠三世強調《新事〉通諭頒佈以來教會社會訓導的

一貫性，他指出教會社會訓導的核心是在人，性的獨特的尊嚴。教會

的全部社會訓導都以這原則為綱要和指南。

以上所強調的幾點(誠然並未完全涵蓋過諭內所強調的各點)

是由教會的一脈相承而來，並且是在有關私有財產、工作、經濟過

程，國家的主扎實，以及至關緊要的，人本身的健全觀念之指引下，

而提出來的。

下文當我們檢查現代局勢的若干方面時，將會觸及其他一些主

題。從此開始，我們必需將一事牢記於心:貫穿教宗良十三世整個

通論的主要思想， (就某種意義而言，即通論的指導原則)乃是對

於一個做為人類一分子的人，及其獨特價值的正確觀點。此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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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上，人......是惟一的一種天主願他為其自身的目的而存在的受造

物。」天主將祂自己的肖像銘刻在人身上，使人相似祂(參:創一:

26) ，從而賦與人無與倫比的尊嚴，一如《新事〉通諭-_f斗力陳的。

事實上，人除了由其工作所獲取的權利之外，尚有其他非與工作對

應相關的權利，這些權利乃出於人之為人所必有之尊嚴。

教會促進人權，推翻了各種意識形態，喚起了新的民主政體。

善心的人都應該支持這樣不訴諸暴力而以對話及互相關懷來克服敵

人或戰爭的行為方針。

教會在其中所做的一項重要甚至具有決定性的貢獻，便是她在

係衛、促進人權方面的投入。有些情況深受意識形態之影響，以致

於對於人類共通的人性尊嚴之覺醒，竟被兩椏分化的傾向所模糊。

在此情形下，教會明晰而有力地肯定每個人一一一不論其個人的信念

為何一一一皆為上主的肖像，因而值得尊重。是項主張多時獲得大多

數人們的認同，並且由此導致人們著手深尋那些能更尊重人的尊嚴

的抗爭方式，以及政治解決方案。

從這項歷史過程中，產生了民主的新形式，並給搖搖欲墜的政

治和社會架構，帶來一線轉變的希望。原來，這類架構不僅為一連

串給人帶來痛苦的不欠道和怨恨所拉累，而且也為傷痕累累的經濟

和嚴重的社會街突所累贅。許多牧人，雙個基督徒固體，個別的信

眾以及其他善心人士，往往在這麼困難的環境中，作出其豪的見證，

我偕同整個教會為此感謝天主，同時，我祈求祂支持每個人的努力，

以建造一個更美好的將來。其實，這不僅是各國的國民，也是所有

的基督徒以及善心人士所應肩負的責任。問題在於指出:人們所面

臨的棘手問題，是能夠以對話和密結的精神，而非以戰爭來毀滅敵

人的方式，去獲得解決。

教會採取和平的于段來應付迫害與仇恨。它的唯-武器是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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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正義。為爭取社會正義而引起的衝突，教會是可以贊成的;但是

教會堅決拒絕任何仇恨與暴力。教會要求人們放棄階級鬥爭與國際

闊的敵對，主張以非暴力的方式令敵人自動放下武器。

這類「集囡」或帝國的垮台，幾乎都以和平抗爭的方式來促成，

其所使用的「武器 J '僅止於真理和正義。這點也值得強調一番。

正當馬克思主義鼓吹只有激化社會銜突一途，方能以暴力對抗的方

式，使該衝突獲得解決之際，導致烏克思主義崩潰的抗爭行動卻百

折不撓地堅持要嚐儘各種談判、對話與為真理作證的途徑來訴之對

方的良心，以喚醒其對人類共過的人性尊嚴之意識。

乍看起來，由第二次世界大戰所造成，並~雅爾達協定所裁定

的歐洲秩序，難免不為另一次戰爭所推翻。事實不然，由於人們之

投身於非暴力的行動而避免了這場戰爭。這些人們始終拒絕使用武

力，同時一次又一次、且又成功地找到有效的方法早已真理作證。這

樣使解除了對手的武裝，因為暴力的使用，始終需以欺騙為其找到

藉口， í!p 無論如何虛偽不實，也要裝做為了維護一項權利或者應付

一項由他人所造成的威脅的棋樣。於此我再度感謝天主，因為她曾

在人們困苦的磨難中，使人心堅持不拾。我也祈求這個事例，也能

在其他地方和不同的環境裡'普及開來。願人們學得不用暴力而為

正義奮戰，無論是在國家內部成圓際的紛爭裡，都能把階級鬥爭務

之特門外。

馬克斯主義的所以失敗是由於漠視了文化與人的關係。它以階

級的標準來劃分人，把人封閉在唯物主義的經濟制度中。由於抹殺

了活的文化，馬克斯主義結果也毀滅了社會。馬克斯主義所宣傳的

無神思想曾迷惑了幾代的青年。今天青年們已開始發現他們的宗教

與文化根源了。

此外，還應附以文化和國家的幅度:我們不可能單從經濟的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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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去瞭解人，也不可能單從階級分子的角度去給人下定義。若要對

人做比較完整的理解，就要把人置諸於其文化領域，透過其語言、

歷史以及他對生命基本事件，諸如生命的誕生、愛情、工作和死亡

所採取的立場而去加以暸解。在每一文化的核心處，我們可以看出

人對天主，這項最偉大的奧秘，如何看待。不同的文化，基本上是

人們面臨個人存在的意義這項問題時，所採取的不同應對方式。一

且這個問題被取銷，國家的文化和倫理生活必受腐化。因此之故，

維護且作的奮門，自然而然地便與為文化和國家權利所從事的奮門，

1袁環相扣。

然而各項新的發展，其真正的原因，在於由無神主義所造成的

心靈土的空虛。數代年輕人因而失去人生的方向。在許多情形下，

這也導致他們無法壓抑地要去尋覓個人的認同、探究生命的意義，

去重新找到本國文化的宗教根源，以及重新發現基督本人，對於人

人內心追求美巷、真正史和生命的渴草而言，乃是一項迫切的存在性

答覆。那些在困難環境中、身受迫害卻對天主保持忠誠的人們，他

們的見證也給土述從事追尋的人們，帶來一番鼓舞。馬克思主義斷

言，要從人心中拔除人對上主的需要，其結果則已指明:若要成功

地這樣做，勢必會把人心搞得雞犬不寧，動盪不安。

中歐和東歐的經驗說明馬克斯主義與天主教的無法妥協。它教

訓我們要在馬克斯主義的意識形態之外提出一種道地的解放神學來

推進每一個人和每一個民族的全面發展。

不久之前，許多基督徒透過各種不同的途徑，去尋覓一條能將

馬克思主義與基督宗教相調和的道路。這是一件不可能辦到的事。

他們這樣做，走出於一種真誠的渴望:站在受壓迫者的一邊，而又

不自絕於歷史的途徑。

經壓了這些有如曇花一現的。嘗試之後，目前的環境，正促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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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去重新肯定一門真正討論人的整體解放的神學，有其積極的意義。

由此觀之，可以證實一九入九年的事件，對於正在尋找其發展途徑

的第三世界因家而言，有其重要性，一如它們之於中歐和東歐諸圈。

教會沒有什麼經濟或政治的模式，可以提供給人們參考。它的

訓導限于道德的範圍之內。它維護自由與人權以及各社會問合作互

助的價值。

教會並沒有什麼模式可以提供。不同的歷史環境自有其框架，

而真實有效的模式，也只能出於此。這是要大家能負責任地去面對

具體的問題，就其彼此文4日作用的社會、經濟、政治和文化各幅度

而予以應對，由此努力而得來。教會給這項任務提供了她的社會教

導，做為一項理想而不可或缺的指向。一如土文所言，這項教導承

認企業和市場的正面價值。不過同時也指出，有需要將企漿和市場

導向全2共福利。此外，工人為使其尊嚴獲得全面的尊重，以及在工

業企業的生活中，為求取廣範的參與，為這兩個目的所從事的努力，

其合法性也為教會訓導所承認，如此，在系種意義之下，他們才能

一面與他人合作，並在其指導之下，透過運用自己的自由和才智，

而「為他們自己工作」

rÍ::i卜，個民族傳播福音就是向這個民族傳授真理，並促使這個民

族世世代代不斷地更新。為此，傳播福音可以使文化變得更加豐富;

不必怕懼隔音會遇到本地文化的非議或對抗。

如此去闊地追尋真理，代代更新，一圓的文化，逐漸取得其個

性。的確，代代相傳的價值遺產，總是受到年青一代的挑戰。所謂

挑戰，不必一定意味先天地予以毀滅或否定，而最重要的是在自己

的生命中，去考驗這些價值，並通過這項存在性的驗證，使其變得

更真實、史中肯、更親切。而在過程中，能將傳統內確實有效的因

素，與虛假、錯誤的部分，或是與那些過時、而又早該淘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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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辨出來。

在此背景之下，我們可以適時地記起:福音的傳播，在各種不

同的國家被，也扮演一項角色，即是在文化邁向真理的進展中，給

予支持:並且協助文化獲得淨化並充實其內涵。然而，當一個文化

變得內向而企圖利用以下的手段，來把過時的生活方式，永恆地延

續下去時，終將淪於貧將不育而趨向腐朽一一這個手段就是:排除

對於有關人的真理的辯論和意見交流。

教會啟迪人的良心，給人啟示天主創造世界和拯救人類的道理。

這是教會對文化與社會的革新所提出的獨特貢獻。

人類所有的活動，莫非在文化內進行，且與文化交感、互動。

早已能適當地形成一種文化，全人的參與是必要的。在其中，人發揮

其創造力、才智以及運用他對世界和人的知識。尤有進者，他也在

其中展示自我控制、犧牲個人、與他人團結的能力，以及隨時隨地

準備好去促進~主主的精神。準此，居先而首要的工程，乃是在人心

內完成的。人投入參與建造其未來的方式，主為賴他對自己和其前程

的暸解。教會對真實文化所作出的獨特而具決定性之貢獻，即在於

1七一層面。教會提倡人類行為中，有益於真正和平文化的各面，這

種作法與系些缺式背道而馳。在這類模式中，個人消失在群眾裡，

他的自由和積極進取心，為人所忽略，而他的偉大，則在戰爭和銜

尖的仗f雨中，才能顯示出來。教會以宣講兩項真理，來為人類社會

提供服務。其一、是關於世界之創造的真理:天主將世界交在人手

中，讓人能夠指著工作，使之收豆豆良多，益變得更為美好。其二、

關於救買賣的真正里:天主子藉此拯救人類，豆豆把所有的人團結起來，

使他們彼此負責。聖經繼續不斷地告訴我們，要我們積扭地投入，

為鄰人著想，同時要求我們分擔對全人類的責任。

啟發教會社會訓導的唯一的起因，是對人，對具體的人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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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天主聖子降生成人所救贖的人的關心。所以說:人是教會所應走

的道路。

其唯一的用意，在於對人的關懷和責任。原來，基督本人已把

人託付給了教會。就是這人，一如梵蒂岡第二屆大'A會議所言，是

世上惟一天主願其為其本身的目的，而存在的受造物。並且天主對

他有所計割，讓他，分享永恆的救贖。此處我們所論及的，並非 r抽

象」的人，而是真實、「具體」、 r 有其歷史」的人。我們所面對

的是每一個個人，因為每一個人都被色容在救貝貴的奧蜻內，而基督

透過這項奧Z責，將祂自己與每一個人結合在一起。既然如此，教會

當不能捨棄人，而且「逗人就是教會要完成其使命時，當行的首要

途徑......這是一條基督本人走過的道路，一條必然途經 F學生和救蜻

奧蹟之路。

人文科學和哲學可以指出人在杜會中的地位，但是只有基督信

仰給人啟示人的真諦。

人在現代社會中，處於一個複雜關 t擎的網絡內，教會有鑑於此，

今日其社會教1里也以人為焦點。哲學和有關人的各種科學，有助於

闡釋人在社會裡的中心地位，並使他更能暸解自己做為一個『社會

性的存在 J '是怎麼一回事。不過，人真正的身份是通過信仰，才

完楚地啟示於他的，而教會的社會教導，正是始於此一信仰。教會

因然有賴於哲學與其他科學之貢獻，其社會訓導之目的，則在於協

助人走土救援的途徑。

《幸斤事〉通諭可被視為十九世紀末萃，一項具有確實貢獻的社

會經濟分析來闊論，不過其特殊的價值，係出自其為一份教會訓導

文件，與其他這類性質的文獻一起，道這地地成為教會宣揚福音使

命的一部分。

教會的社會訓導是傳播福音的一個方法，因為它向人宣報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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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救世奧跡，同時也給人啟示人之所以為人。它給人指出人的尊嚴，

人的權益以及人對別人的生命、對社會與對國際團體所負的道德責

任。

因此，教會的社會教導本身，就是一項確實有效的福傳工具。

準此，它向學個人類宣揚天主，及其在基督內的救恩奧Z賞，並囡此

給人揭示其真正面目。繼於此，且僅繼於此，教會才讓自己與其他

一切事物有所牽連，包括個人、尤其是「工人階級」的人權，家庭

和教育，國家的責任，國內和國際社會秩序之整頓，經濟生活，文

化，戰爭與和平，以及對生命之尊重:由受孕之始直到死亡。

社會問題並不是純粹的技術問題。要解決社會問題必定先要改

變人的內心。為此需要所有的人的合作。基督信徒應該和其他宗教

的信徒，和所有的善心人，甚至和自認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一同負

起這個責任。

今日世界日豆豆明白:解決重大的國家或國際問題，且直非只是經

濟生產成司法與社會組織方面的事，而且也需要藉助於特殊的倫理

和宗教方面的價值，外加心態、行為和結構上的改變。教會自覺在

這方面負有特殊的責任，作出貢獻，一如本人曾在《社會事務關懷〉

通諭中，所寫過的一般。世界上有許多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人士，但

願他們也能作出貢獻，有助於給社會問題提供必要的倫理基礎。關

於這點，成們抱有相當的希草。

在該同一通論中，我也向各個基督的教會和世界各大宗教提出

呼籲，邀請他們為我們共同的信念:神所創造的人性尊嚴，提供一

致的見證。事實主我深信，各種宗教，不論現在或將來，都會在維

護和平、和建立一個配得上人的社會，這兩方面，有卓越的貢獻。

誠然，抱著開放的心，去與他人對話及合作，乃是所有心懷善

意的人士，所必備的條件。這對於那些在國家和國際層面主，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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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和社會生活領域裡，負有特殊責任的個人或群體，尤其是

去11 J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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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思考與建議

在調查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些有條理的報告資料。對此，

我們願簡明扼要地略作論述並提出一些建議。

我們認為在導論中提出的有關教會的社會訓導的起源、它的實

質和現實意義等問題，已經有答案了。我們也認為，已經確定了我

們的基本假設，即教會社會訓導是與歷史上教會的全部生活和訓導

歷程連繫在一起的。這樣的觀點不是全新的。然而，重新確立一下

卻是重要的，因為我們要駁斥有些人把社會的訓導歸於教會後期發

展的範疇。根據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那種狹隘的觀點使教會的社

會訓導與其歷史的和訓導的起源隔裂開來，並使之成為無源之水，

無本之木。

另-方面，我們把教會的社會計11導重新放在了一個廣泛的歷史

和神學環境中，並再次認真地思考了教會所提倡的正義與兄弟友愛

的真正根據與動機。通過闡述這些觀點，我們發現，還有許多方面

有待我們進一步的探討。在皇上會腎、史、神學發展和教會的社會運動

方面開展新的研究是必要的，這樣，才可以更加准確地評估各不同

時期及不同渠道對教會的社會思想所做的貢獻。針對聖經、初期教

會、教父、聖師以及晚近的神哲學家等所提出的社會思想而發表的

專論，為數並不少，匯集這些研究的成果並作綜合性的報告，必將

有利於深一層的研討。

我們的調查並不是最後的結論，但卻願意向讀者提供-些我們

在分析中覺得更為重要的思考。這些思考可說就是我們在研讀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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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觀察，在此提出來希!有能激發深于宵的探討。

1. 首先， Jk們注意到 J ， 社會 ~)II 導向教會本詩具有同樣的悠久

歷史。由於教會肩負先知使命，因此，一開始便閻明了福音對社會、

政治和經濟行為所持的觀點;教會→質保護窮人、譴責不義行為，

推動正義與愛德。教會的各項指導原則始終都是天主聖言以及理性

所能理解的自然法則。信友把舊約中閥，霍窮人、飢餓者、無家可歸

者、陌生人等以及←些正義和平等的法則，綜合警理;從新約中，

信友們學們1 、i立宣講上主的苦世博愛。的碎， {E扯會改革中， t f:的

訓令是一股真正的力量。

2. 教會的社會訓導因過去幾個世紀的獨特經應而自顯豐富。教

會特別 f 角干人的生存條件，因為她 -1宜與許多照史的、主1:會的干[]文

化的狀況緊密相聯。這使教會的社會訓導具備 f 白訝的標史觀點，

它不僅 -[íJJ 尊:電過去的成就， If]j且也同時展望未來，就是說，不白

眼於周期日標。正確地說，教會是從神學的角度來看待!歷史和人類

社會的;她括為人是從造物主JJI)f~!尋得[1己的根源， ftJ基督救恩而

認清自己赴被21 OJ1-去獲得一種超然的命運。 JE閃教會對標史上的各

種社會有超然和常然的理解，因此她才可以被稱為「人性的專家 J ' 

教京保祿六時干[]若望f'i~祿~ jU:都說過這樣的話。

3. 我們已明臼教會初期的社會思想，就反映了教會;在古講福音、

提倡正義與愛德等的豐富傳統。早期的基督徒思想家深受宣道者及

聖人的影響。不同的神學和倫理學i辰，對本|會討11導也都逐步清楚地

說明。其Lj l布許多學派部與 些修會相關聯。 f- fi".世紀前後，再教

宗開始發表犯關社會問題的正式聲明，諸如1 :奴役、高手IJ頁，經濟

上的公平交易、尊重殖民地問家人民等。教宗的社會聲明日能使成

為定期的壯會ðJ!I導的發表。社會訓導與教會最初的相繼績進行的福

音化歷史性社會的演命是不可分的，這-li，l~j尤需jJ[J以姐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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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示良卜三世的《新事〉通諭取得了:jf:凡的成就，因為它是

有史以來第一次由一位教宗用系統的方式談及各種伴隨工業革命而

出現的卜分複雜的問題。直到今天， (新事〉依舊是社會計11導的一

個標誌。技們在認識它的非凡價值的同時，也看到《新事〉是直接

受惠於十九世紀教會的訐多研究小組。在教友中，還出現了一種新

的探討社會問題的方式。他們投身為工人階段、青年人、城市與鄉

村居民服務。此外，還成立了各種各樣令人印象深刻的社會組織。

為了保護工人和窮人，好些主教也就正義問題發表了令人鼓舞的牧

函。有些教會作家對教會的社會思想作了系統的闡述。如果說《新

事》通諭的豐富和發展是基於{吾友的共同經驗，那麼，這部通諭便

決定性地推動了一種發展，教京、比約十一日後稱之為「天主教的杜

會科學」。教宗良十三世以後歷任教宗都把他的通諭看作是基智宗

教社會思想的一個重要的參考文獻。

5. 從我們的調查中還可以看出，在出現「天主教社會訓導」問

題之后的，教會就已經從事社會訓導的活動了。只是到了十九世紀，

教會才以這樣的方式考慮和討論她的社會1ìJI!導。《新事〉提供了垂

要的啟示，但是，我們可以說，第一份主題獨特而被認為教會杜會

訓導的官方文獻者，應是教宗比約十→的《凹|年〉通論，其中，

它正式地分析了教會的社會副11導的本質、方法、惡礎和權威。教會

繼之而後發表的各項文獻經常涉及這」主題， ;ìí~iH此給予幢大的關

注。這在教宗若望保祿二間的《社會事務關懷〉通諭中可再次看到。

作為 J門學科，教會的社會訓|導從根本上說是建立在神學和人

類反省的基踏上的。它不能與社會理論或社會忠想相混淆。它很實

際;它的去肯是為面封社會、經濟、政泊和國際問題的人和l人類團

體提供倫理上和精神上的指南。

6. 教會的社會討11 導是隨;軒I~學和人類科學的發展而漸形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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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教會的各項社會文獻從近期的神學和聖經學的研究中，獲得

了不小的效益。它匯集了社會學、經濟學、社會歷史和人類學的最

佳信息。教會在努力了解當前社會形勢及山這些形勢所引起的各種

新的倫理問題時，並沒有忽略任何現代科學。

教會在人類科學領域中並不要求擁有自己的權力，但是，她同

任伺機構→樣，與社會學的專家們展開自由的交談，並從他們身上

學到任何可為其訓導所用的經驗、知識和方法。

今日社會思想中的 些較新穎的概念，教會也提供了實質的影

響，諸如發展、世界和平、團結、進步、解放、人的工作、人權、

相互依存、四海皆兄弟以及文化發展等。

7. 我們所做的一般性的觀察已經說明了一事實，即教會的杜會

訓導同時具布持久的和偶然的因素。這些永恆不變的原則植根於福

音和活生生的教會傳統之中。全人類的尊嚴，四海皆兄弟，社會生

活中正義與博愛的基本要求，關注窮人，保護和促進貧困者的發展，

邀請社會生活中的問伴皈依天主等等，這些不論是通過怎樣的方式

表逞，都是永恆不蠻的。

教會的司11導之所以有偶發l'生，是因為它的訓導符合各種歷史的

和變化中的形勢。人們必須根據正確的情況來了解教會對這些形勢

所做的判斷。例如:如果教宗良十三世只闕，心古老的歐洲政權如何

覆滅，以及傳統的基督宗教文明又是如何被毀的問題，我們就很難

說他在通諭中所提出的「模範國家」始終是教會所提倡的形式。今

天，天主教徒被召 II伴去建設未來社會， ~[íí_以大公精神與其他基督徒，

其他宗教人 t以及善良的人們和問體合作。特別是自教宗若望二十

三世時代起，教會的社會計11導便開始認識，必須在以多元化、多種

信仰為標誌的社會中實現本|會 IE義。在福音的啟示下，天主教徒確

實有自己的觀點，他們的的確確宣佈了他們在社會生活中的宗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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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但是，如果任何一項社會方案假借了福音或教會的名義，那麼，

他們絕對不會予以支持。今天，教會可以更加明確地說:它的社會

訓導具有普通價值，是為所有善心人士而蠢的。對於教會而言，社

會問題已決定性地成為引起人類家庭關注的世界|生問題。

8. 為此，我們的主要結論是，社會訓導的確不能與教會的全部

生活和使命相隔離。教會服存在歷史社會中，因此，她注定要向全

人類宣講福音的思想。在某種意義上，教會不可能不具備」種社會

訓導。

梵二大公會議，特別是有關〈教會在現代世界的牧職》憲章，

生動地表達了上述信念。今天，我們對梵三大公會議重新考慮教會

在人類社會中所產生的決定|生的推動力已有進-步的認知，整個教

會都承擔了與現代世界展開新的交談的義務，並努力對各種希望和

矛盾做出評估。

教會的社會使命，曾以隆重而普遍的詞句加以肯定。教會用→

次大公會議的權威宣佈她贊成所有人群及整{[i'il人頡的社會、文化及

靈性的推展。這慢慢會展示為一件有龐大?是果及希望的事。

天主教人士意識到，他們在歷史過程中並沒有常常忠於社會正

義及愛德的要求。他們多次可能違反了 j主義，這是應該承認的。但

是他們教會的訓導，是為福音的能力做持續↑生的見證，即以正義、

和平及于足情誼為原則不斷重整人類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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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輯注釋

1 Leo XIII , Encyclical lnscrutahili, April 2 1. 1978, in ACla Leonis Xlll , 

1 (1 881) 、 pp. 44-58.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E. Gilson , The Church Speaks 10 the 
Moden1 Wor[d: The Socia! Teachings o{ Leo XIII. Garden City, N. Y. , Image 
Books , 1954. pp. 278-290; paragraph quoted is No. 5. 

Leo XIlI, Encyclical Diuturnum, ]une 29 、 1881 ， in Acta Leonis XIII , 2 
(1 882). pp. 269-287.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E. Gilson 、 op. cit. , pp. 140-156‘ 
paragraphs quoted are Nos. 1. 2, 11 ‘ 23. 

、 Leo X lII、 Encyclical lmmortale Dei, November 1 st ‘ 1885 ‘ in Acta Leo
lJ is XIlI , 5 (1 886) ‘ pp. 118-150.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E. Gilson , op. cit. , 

pp. 161-187 ‘ paragraphs quoted are Nos. 1, 2、 20-22 、 39 、 43-46
4 Dc morihus Ecc/csiae , 1. cap. 30司 No. 63 (PL 32, 1336) 。
; E均恥p戶仰l叭穹付f 肌
Ap%gc寸f.， 27 (PL 1.525) 
Leo X IlI‘ Encyclical Rerum NOl'aJ'um , May 15. 1891 ‘ in Acta Leoni可 XIlI ，

11 (1 892) , pp. 97-148.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E. Gilson ‘ op. c此， pp 凶手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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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Ti月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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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Ap%gia ,\eculldll , 39 (ApO/ogclifll5 , cap. 39、 PL 1, 533 A) 
11 A1116:26 
1, Ml 6:32-33 
1.' Pius XI , Encyclical Uhi A ,.cano, DecemQer 23 , 1922. in Acta Apostolicae 

Sedis 14 (1922).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 P. McLaughlin , The Churc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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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s. 2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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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M122:21 
17 Cf. Jolm 19:11 
18 Mt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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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AψslIll C. De /1l州11.1 Ecc/esiae Catho/叫 Bk ， 1, c, 30 (PL 3之 1334)
們 1 Killg.\ 16:7 

CO!O.ISÙIIlS 3: 11 
* No(c句。f Part 1 se~ pp. 45-47 
2J _~ius XI , Encyclical Quad,.agesimo Annu , May 15. 1931 ‘ in Acta Ap川Iυ !i('([1!

Sedis 23 (1 931)、 pp. 177-228 ,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 p , McLaughlii1、 UJI ， ι 1 {" 
pp , 219-278; paragr , quoted are Nos , 17-1íL ::?O-23; 39-43 , 

,4 Rerllm No l'叫ru間， No , 13 (Act(/ , 11 ‘ 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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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芯5 Let it suff白ìcc to mention somc 0叫f、 1凶hc凶se: Leα()】 XIII 、 ApοS叫t. Lc叫tt心cr Pr川iα仙i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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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ius XI, Encyclical Ubi Arcan甘 Dei ， Dec. 23 ‘ 19~2 
1() Pius XI , Encyclical Divini Redemptoris, March 19 、 1937 可 mAAS29(1937)‘

pp , 65-106.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T. P. McLaughlin , op. cir., pp. 366-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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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ius X口 ， Speech to the Cardinals , r、ebruary :2υ ， 1946‘ in AAS 38 (1946).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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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Mαrk 16:15 

的 John XXIIL Encyclical Mater et Magistra. M叮 l 丘 1961 ‘ in AAS 月 3 (1961). 
pp , 401-464. N ,C.W.C. lranslalion , Boston ‘ S t. Paul Edilions、 par泣gr.叫 uot叫 ar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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恥 John XXIIL Encyclical Pacem in Terris. April II 司 1963 、 inAA.\í55(1 吵(3).

pp. 257-304. N. C. W.C. translation ‘ Boston , SI. Paul Edllions; pιlragr ，叫 uo[cd are 
Nos. 40-45 , 144-145 、 147-150，的7、 160.

盯 Cf. Encyc l. Muter Cl Mugislra (A .4 S 53 [1961]. p. 456) 
岫 /hid. ， p. 456; c f. Encyclical /!Il/1l 0rl(//e Dei ( A cta Leoflis X / / /, 5 [188呵呵 p.128)、 Enc:vcl

['hi Arc ω/() (AAS 14 [1922]. p. 698): and Addrcss of Pius XII to Delcgates of the [nterna
tional U l1Ion 01、心tholic Womcll、 Lcagucs gathen:d in Rome for a joint convelltion , Sc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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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47 (AAS 3<; [1947] , p. 4X6) 
制 From the documents 0 1'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 we quote mainly the 

Pastoral Constitu lÍon Gaudium et Sp肘， Oecember 7 , 1965, in AAS 58 (1 966) 
English translation from Austin Flannery、 VutiCGII Coul1cilll: 刃le COllciliur ω/(1 
Po.\'t COflcilill/' Do('wncllt 可 Northporth、 N. Y.， Costello Publ. Co. , 1984、 pp.
9υ3-1υ14; paragr. 吋 uoted are Nos. 4 , 10, 40a , 40b , 40c ‘ 41a , 41b、 42品， 42b 、
43aA3b咱 43ι 可 43d 司 44凶， 44b、 44c 可 45 ‘ 62a ， 62b司 62c 司 62d. Other documents from 
Vatican Il are taken as follows: Jnter Mil'ifica, Oecember 4 , 1963 , in AAS 5ö 
( 1964) , pp. 145-157, c f. A. Flannery , op. cit. , pp. 283-349、 qUQted is No. 15 ‘ 

Unitati.1 Redintegratio, November 21 司 1964， in AAS 57 (1965) 、 pp.90-112 ‘ U
A. F1annery ， υp. ci/. , pp. 452-563 、 quoted is No. 12: Apostolicam Actuositatem, 
November 18 , 1965 、 in AAS 58 (1 966) , c f. A. Flannery , op. cÎI. , pp. 766-798 、
4uoted is No. 3 1. 

'" c r. R刊川 7:14 fT 
"C f. :: Cor 5:15 
" ('f. A('I.I 4: 12 
刊 Cf、 /J('hr D:~ 
54 Cf. Co/l:15 
j戶5 P扒》夫t仙IV吋1 ， E 此y叭抖川'C叫c叫吋:IiκCωi凶llD“川CIιωJ甘J
::( ( 「 Tt叫1 3:4 、 .予'phi叭帥州h仙lil沁ζ孔圳仙圳1汀m川n圳1刊I廿rop刊11沁川1，川‘且l
c可1γj'、 hj!h 1. 3‘ R手一h 、 13-14、 23

1 、/‘llican ('ouncil II 、 [)ogmalic ('onslilution LUfIlCII (j可 (，1I 1/U川. ch. 1. No. X IA .-t 九?予 7
[1 甘65] 、 p. 12) 

叫 lhid.. ch. 2‘ No. 9 (.-t AS 57 [1965]、 p. 14); cf. No. ~ (AAS, /0ιι il.. p. 11). 
"" lhùl. , ch. 1, No. 8 (AAS 57 [1965] , p. 11) 
'" lhid.. ch. 4、 No. 38 I AAS 57 [1%5] 可 p. 43 ‘ with note 120) 
"2 ('f. ROIll X:14-17 
(, 1 cr MI 22:3<; 
叫 CI、 Oogmatic Cllnstitulion L lImen Gcnlillfll , ch. 2、 NO.9 (AAS 57 [1<;65] 、 pp. 12-141 
吋 Cl、 Pius Xll. 斗的iculiU!I 10 HisloriaJl.\' a!ld Anisls , March 9, 1<;56 (AAS 48 

[1956] , p. 212) 
的 [)ogmalic Clln叫 itutllln /_/II i1叫1 (j('lI lillfll. ch. 1. No. 1 (AA5; 57 [1965] , p. 5) 
(1' cr. Hch 13:14 
州 C f. :: Th 3:6-13 、 LjJh 4:28 
川 CI、 1.1 5 日 1-12 
、“ C f. MI23:3-3天 Jlk 7:10-13 
可 I C f. John XXIII , E叫yclical MυI(' /， el ,Hagislra , IV (AAS 53 [1%IJ司 pp.456-457位 ι f. 1

4AS, 10<' cil. , pp. 407、 410-411)
" Dogmati c: Cùnstitution LIII1lC!1 Gcnlilltn , ch. 3, No. 28 (AAS 57 [1%月、 pp. 34-35) 
, lhlil.. No. 2R (4AS , loc 叫 1.. pp. 35-36) 

" C f. St. Ambrusc、 J)e ~'j/阱 l1 illll l!. ch. VIll , No. 是8 (PL 16 、 278)
弓 ])ogm :.1 tic Cll l1 S11tuti廿 11 1.1111 1<'11 (/c l1 liu lI1, ch. ].司 No. 15 14AS 57 [1965]. p. 20) 

'(, [)。芷m泣 ti c: CUllstitutioll LlllilCI1 (ìcl1 lilllll. ch. 2 、 No. 13 (AAS 57 [1965] , p. 17) 
J ustm. Dia/oglls clllil Tnplw l1 c, ch. 110、 P(j 6 、 72<; ‘ ed.Otto ‘ 1897‘ pp. 391-393: " .. ,ed 

甘 IIιlnto m泣巴IS t且 lia Ilobis in l1 ig: llnlur ‘ tanto plurcs alii fìdclcs et pii pcr nomen ksu tìunt" 

C r. Tertullian , Apologe1icus , ch. L. 13; Corpus Chris t. sc t. la t. 1, p. 171: "Etiam plurcs ct'lìci
ll1 ur , quolles metlmur a 、'obis: scmcn cst san g: uis Christian廿rum" C f. 00芷mallC Con叫l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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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on Lumen (j叫{/u/呵， ch ‘ 2 、 NO.9 (AAS 57 [1965]. p. 14) 
,0 Dogmatic Constitution Lumen Genliu月1 ， ch. 7 、 NO.48 (AAS 57 [1965]. p. 53) 
., Cf. 10hn XXIl I, Speech deli、 ered at the opening ofthe Council (AAS 54 [196~] ‘ 

p , 7(2) 
則I Cf, Constitution on thc Sacred Liturgy ， δ~.仙h咀;a仙/crυ

56 [口19俑64釗l勻 p. 1口31仆); Paul VI , Addr阿Uω5必δ lωυ Romα叫n AI川f叫九丸， M 述吋) 7, 1門964 (AAS 56 [19怖64叫j 
pp. 439-442) 

k! C f. V且llC且n Council II 、 Decree on Pri.:stly Formation , Oplalμ月1 TolillS ， 且nJ on 
Christian Education , Gru l' issimllnl 且可iuculiunis

8心2 Cf、 Dog πma 且叫仙圳t1仙Hκ‘ι2 Co 叫 Ilut lOn Lu叫叫馴H州州F丹mη1缸W叫正e
肘 See not臼e No , 49 
,4 See note No , 49. 
kS Sec note No. 49. 
k6 C f. Pius XII 司 Encyclical Scrlll l1l !w:,tiliue , Novembcr I"t ‘ 1939 (AAS 31 [193叫司 pp

635-644); cf. idem、 Ad "LωlIreuli" 04('1. C叫th ， 11" May 24‘ 1')53 
到 C f. Pius XII 、 AJ Congressu tl1 Universalefll Fo('(Ù'ra !ionis JUl'enluri 、 Femininae (可叫 rhυ 1， 一

ζ ae ， April 1 且 ， 1952 (AAS44[195~] ‘ pp. 414-419); cf. iJcm ‘ 4J Æ口。u'(/lionelll Chrislia l1 w l1 

οperario/'lIIn flaliae (A.C.L.I.). May 1 哎， 1')55 (AAS 47 [1')55] ‘ pp. 403-404) 
出 Cf. Pius XII , AJ Delegalos C叫H't'nrui Naliollali!(叫 /ico SodulilalU1I1 Car l1Ulil , Apnl 27 

1952 I AAS 44 [195~]. pp. 470-471) 
卅 Paul VI , Encyclical Populorum Progressio , March 26 , 1967 、 in AA ,':>' 59 

(1967). pp , 257-299. English transl叫ion: London , Catholic Truth Society; paragr. 
quoted are Nos , 3-4 , 6 、 12 、 42 ， 71-72 , 78 ‘ 85 

圳J C f. 10hn XXIII , Encyclical Alal1'r 1' 1 九1agislra (AAS 53 [1961] 司 p.440)
沙 1 C f. Vatican Councill l. Pastoral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in the Worid ofTod圳、

GauJium el Spes , No. 63 (AAS 58 [1966]、 p. 1084) 
"2 Cf. Lk 7: 22 
叭 Cf. for example , 1. Maritain ‘ L 'hu /J wnisme i/l1 ègral , Pans , Aut子Icr ‘ 1936. Engltsh 

translation: True Humani，1'f月， London ‘ Geoffrcy Bles‘ and Ncw Y ork. Charlcs Scribncr's 
Sons. 193íì. 

"4 H. dc Lubac, Le Jramc de /'IlU月1叫nism1' alhèe ， 月 rd ed 、 Paris ， Sp.:s. 1945 、 P 10. En芷Ilsh
lr且 nslatiün: The Dra!lla ofAlhei.l li(' Humllllism , LonJon. ShccJ and Ward , 194甘、 p. VII 

昕 Pl!lIsèl!，\， ed. Brunschvicg. No. 434. Cf 沁1. Zundel 、 L '1lOnlme pa 、 H'I'IzOfl1斤/e， LI: Calrc ‘ 

Ed. du licn 、 1944
叫 Valic且n Council 11. Pastoral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in the World of Today. 

GauJium I!{ Sp i'S, No 的 (AAS 58 [1966] , p. 1108) , 

們 Lk ! 1:9 
叫后lAS 57 (1965) , p. 8~O 

.Y Pau! VI , Aposto!ic Letter Octogesima Adveniens, to Card 心laurice Roy on 
the ocωsion of the 80th Anniver此ry 0 1' "Rerum Novarum" , May 14‘ 1l) 7 1, in 
AAS 63 (1971) , pp. 401-44 1. English tran且!ation: Vatican Polyglot Press; p址ra草r.
quoted are Nos. 4-5 、 7 、 19 、 38-40. 41a , 41 b、 42

1'" (ìuuJ i1ItI1 e/ Sp叫， No. lD IAAS 58 [1966] 、 p. I(33) 
川 4AS 23 (1 931)、 p.209 日

AAS 53 (1961) , p. 429 
IU1 AAS 59 (1967). p. 258 
刊 14 fi)/(I.. 1: p.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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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j] C，汁. 4: 17 
!Oo }'o/JlI/ofllm Progrl'ssio ( A.4 S 59 r 1967] , p. 264) 

1" Cf. Guudiu lII eI Spes , No. 36 (AAS 58 [1966]、 p. 1054) 

11), John Paul II ‘ Encyclical R l'demptor Hùminis , March 4, 1979 司 in AAS 
勻 1 (1979) , pp. 257-324. English translation: Edizioni Ancora句恥1ilano ， 1979 司

pp. 30-32 、 paragr. ljuoteJ i 呂 NO.14
川 Gcn 1: 28. 
110 Valican Coullcil 11 ‘ Pasloral ConstÍtutÍon on the Church in the Modern World、

(;alidium ('1 主!JCS ， No. 10 (AAS 5~ [1966] , p. 1032). 
川的id. ， No. 10 心， p. 1033 
11 • Jb!d., No. 38: /.c. , p. 1056; Popc Pau1 VI , Encyclic且1 Pupulurum Prugressiu , No. 21 

4.4 S 59 [1967] , pp. 267-26R) 

11' John Paulll , Encyclical Laborem Exercem', September 14， 1981 、 in AAS 73 
11(81)‘ pp. 577-647. English lranslalion from Vatican Polyglot Pre泌、
Boston 、 St. Paul EJitions: par且gr. quoted are Nos. la , I b ‘ 2a 、 2b ， 2ι ， 2d 弓 3 、 24.

11 斗 Enc)'clical R.cdclllpIO f' 1/υlII inis ， Nll. 14 (AAS 71 [1979] , p. 284) 
11 、 c r. 1'.1 127 (128) 、 2
lit CÎil 3: 19 
117 CI、 lf 1 13 丹 2

l1k Sccond Valican Ecumcnic且 1 CounciL Pasloral Conslitution 011 the Church in lhc 
\10dern World. Gaw/illlll 叫 Sp(\， , Nll. 38 (,1.4 S 58 [1966]司 p. 1055). 

"" John PallllL AJdr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llm "From Rerum N o
I'arum to Lahore11l Exercens: TowarJs the Year 2000" , April 3-5, 1982. English 
text in "Rerum Nυvω'um - Laborefn Exercens: 2000". Vatican City , Pontitìcia 
Commissio '"lustitia et Pax" , pp. 43-45; paragr. quoted are Nos. 2, 4a, 4b. 

l~U ‘101m Palllll , Encyclical Sollicitudo R I'Î Socialis, Decembcr 30‘ 1987, in AAS 
目。(1 988) 、 pp. 513-586 , English translation: Vatican Polyglot Press; paragr 
Lj llotcd are Nos. 1. 3, 41a 可 41b‘ 41c ， 41d 、 42且， 42b.

'" LωXIll ， Encyclical R.emln NO \'<lrulIl (,1 ('lu Leonis Xlll , 11 [1892]、 pp 抖-1 抖).
i 一 Piu 凶 Xl ， Q lI刊的叫“11110 斗 IInυ ( ，1 AS 23 [1931]‘ pp. 177-228); John XXllI‘几.JU{1!r ('{ 

I,fagi.\{ (IJ ! A.4 S 53 !1 '!6 1]、 pp.401-4(4); Paul VI , OClogl'sim叫 Ad\'l!fliefl.l' (AAS 63 [1971]‘ 
pp. 401-441 )‘ John Paul 11. Lahorl.'m f.λ:ercl!ns (,1 AS 73 [1981 ], pp. 577-647). Also Pius X Il 
ddivercd 凶 Radio Messλge (J une 1st 司 1941) for the 50th Annivcrsary of Rerum NO \'<lrum 

A.4 S 33 [1 941] , pp. 195-205) 
"3 cr. Sccond Vatican Ecumenical Council ‘ Dogmatic Constitution 011 Divine Rev e1a

lion Dl'i Vl.'rblllll , No. 4 
12. Cf. Congregalion for thc Doctrine of the Faith、 Instruction on Christian Freedom 

且 nd Li b.:ration Libert iJI i.l' COfl.l'cil'nlia , March 22, 1986, No. 72 (AAS 79 [1987] , p. 586)、
Paul V I. OC(ognilllu Adr(,!l iells. No. 4 (A ,1 S 63[1971]、 pp. 403 f.). 

lè 可 C f. Popu/orlllll Prugress!o , Nos. 13; 81: /uι cil.， pp. 263 f 、 296 f. 
1:" Cr. ihid., No. I~: /刊C. l 刊， p. 263 
,,- Ct、 Addrc抽泣tlhc Opcnil1且 0 1' thc Third General Confcrence 01' the L叫in AmcflL'山1

日ishops 咱 J 且nuary 28 , 1979 (,1,1 571 [1979] , pp. 189-196). 
1', Lih叫 la lÍs CυIIsciClllia ， No. 72 (AAS 79 [1987]、 p.586)電 Paul VI , Apostolic Lell已 r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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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Cf. Galldium ('1 Spes , Part 1I ‘ Ch. V. Scction ::': "Bllildm l' IIp thc Internatioil泣!Com-
11111nilv". No、 S _1 -90

1 、" CI、 A1aler CI A1叫gislra (.4 4S 5:1 [19的 1] 、 p.440)、/>(/此'111 川 Terris ， Parl IV 1.1.4 5)) 
[196 :1 1. pp. 291-296): Oclo!?c\i月w Ad\'cniens. Nos. 2-4 (AAS 63 [1971] ‘ pp. 402-404) 

1'1 C f. Pop叫mllηP州附sio ， Nos. 3 司 9: /01'. ( 叭 pp. 258 ‘ 261 
I'~ lhid. , No. 3: /口 c. cir. , p. 258 
1" P什pll/orllffl Progrcssio , No. 47: /Oc. ('il. , p. 280: Lincrtalis CO l1scicllria. No. 68 (AAS 

79 [19R7]. pp. 583 f.) 
1.1< C f. Galldill月1 cr SpCS , No. 69: Popll/orum Progress川， N Cl. 22: /0 1'. cil. , p. 2倍 8:

l.if們ralis Conscienlia , NO.90 (AAS 79 [19日 7] ‘ p. 594): SI. Thomas Aqllina~丸 SlIlI1 mil

Theρ/. Ila Ilac. q. 66. ar t. 2. 
1" Cf. Addrcss al thc Opcning ofthc Third Gcncral Confcrcncc ofthe Latin 人 111CnC <l n

Bishops (AAS 71 [1979]. pp. 1 耳 9-196): Ad Liminil Addrcss 10 扎 grolll可 of Polish 日 ishops.
Ikccmhcr 17. 1987. No. 6 (L'。有 \'er\'llrOrl' R川 l1il1lO， Dcccmhcr 18.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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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書，本社每出一本新書，隨即寄送到府上，並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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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令您愈感生活之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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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f J1.1 .../ J ~J -r __'JJ ~G~ 1=.1 .~ 

' γ﹒.~. 
全 10746 耶穌基仔史實與立迫 樂叫:譯 f:
.~. 10128 第二依撤意叫 詹德降、張雪珠等 fT 著 手
空 10140 福音新論 張存申著 f
m 

手 10747 耶仙米叩先夫[1 劉家址:宇編萬 三
.~. 10748 保祿使毛主的生活 !f_t tr-~ 反而Ijl '}L 房志榮編苦 。
,; 
-tlO750 神學 得救的學問 主秀谷血事 -5.

.~ 

.~. 10150 約伯 [(jj 對朋友反人;主 劉家正等編茗.少

.~. 20:331 性愛﹒婚制﹒獨身 金象速著:考
阿

拉﹒ 10148 絕妙禱辭 聖品 房志榮、于 L錚合譯手

令 :30209 創新生前的心理基礎 >f-;一豆豆泉著 .~. 
,. 

3.10761 塑料巾學 劉的編著 3
M 

.~. 10151 綴立一一一簡介與詮釋 胡圍棋等著 .:. 

全 20655 牛命的流溢 牧封心理學 朱蒙泉著 f 
.~. 107::;7 教會本位化之探討 李秀取軍錄，張春市等著 手
旁 10771 區(Jg新論 溫保祿講述.~.
oc. 

手 10156 聖詠心得 黃懷秋譯主
.~. 108301 與天主和好 談告解聖事(新版) 詹德陸著 .~. 

支 10831 病捕各誓:事 溫保祿講述，李秀莘莘錄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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