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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慈悲：成果丰富的相遇」
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慈悲禧年邀请我们每一个人，一同思考传播与慈悲的关系。教会蒙召与基督──降生成人的慈悲天主
，结为一体，去实践慈悲，作为她的临在和她行动的特殊标记。无论我们说什么和如何说话，我们
的每一个用字及手势，都应当体现天主对众人的怜悯、温柔和宽恕。爱，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传播
，它通往开放与分享。如果我们的心与行动是被慈善、被天主的爱所启发，那么我们的传播也将被
天主的力量所触动。

作为天主的子女，我们蒙召与每一个人沟通，毫无例外。特别的是，教会的言语与行为的用意是要
传达慈悲，触动人心，并在通往满全生命的旅途上支持他们──耶稣基督被父派遣到世上，就是要带
给众人满全的生命。这代表我们自己必须愿意接受慈母教会的温暖，并与他人分享这份温暖。如此
，耶稣才能广为人知，且受人敬爱。这温暖也让信德的话语更具意义；借着我们的传教与见证，它
点燃火花，赋予生命。

传播具有建造桥梁、促进相遇与包容的力量，所以丰富了这个社会。每当人们谨言慎行，致力于避
免误解、治愈受创伤的记忆和建设和平与和谐时，那是多么美好。语言能在个人之间、家庭、社群
和人群中搭起桥梁；无论在现实世界或虚拟世界中，都能实现。我们的言行应该帮助所有人走出报

复与谴责的恶性循环──让个人与国家不断地鼓吹仇恨。基督徒的言语应该持续鼓励共融，甚至在那
些必须要强烈谴责邪恶的情况下，也应尽量试着不要让关系破裂，导致沟通中断。

为此原因，我想要邀请所有心存善念的各位，重新发现慈悲的力量能够治愈曾被伤害的关系，并为
家庭与社群重建平安与和谐。我们都知道早年的伤害与挥之不去的忿恨，能在很多种情况下，轻易
的使人陷入罗网，阻碍沟通与和解。这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在各种情况下，慈悲能够建
立一种新的言语和对话方式。莎士比亚曾经非常有说服力的这样说，「慈悲的本质不是勉强。它是
像甘霖一样从天上降下尘世；它是双重的祝福：不但祝福施者，受者也同得祝福。」（《威尼斯商
人》，第四幕第一场）



我们的政治和外交语言会受慈悲的启发而发挥作用，因为慈悲永远不会失去希望。我要求那些肩负
公众制度与政治责任的人士，以及那些掌管公众意见形成的领袖，在谈到那些在思想和行为上意见
不同的人，或是一些可能犯错的人时，能特别注意自己的表达方式。因为人是非常容易陷入诱惑
，趁机就煽动不信任、恐惧和仇恨的怒火。然而，正因为如此，就更需要有人鼓起勇气，引导人们
迈向和好的路程。正是这正面与创意的胆量，为一些早年的冲突提供了真正的解方，并且带来建立
永久和平的机会。「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玛五7-9）

我多么希望我们的传播方式，以及我们作为服务教会的牧者，千万不要以一种高高在上的骄傲胜利
者姿态对待敌对者，或是贬低那些被全世界认为迷失且易于被摒弃的人。慈悲能有助于减轻生活的
忧虑，并给那些只熟知冷酷武断的人带来温暖。愿我们的传播方式，能助于克服那非要将罪人与义
人区分开来的心态。我们可以且必须判断罪恶的情况，像是暴力、贪腐，以及剥削，但是我们不能
判断人，因为只有天主才能洞察人心。我们的任务是告诫犯错的人，谴责恶念与不公义的行为，为
了让受害者获得释放，并且扶助陷落的人。若望福音告诉我们，「真理将使你自由」（若八
32），而真理最终是在于基督自己，祂的温柔慈悲是我们宣讲真理和谴责不义时衡量的准绳。我们
首要任务就是「在爱德中持守真理」（弗四15）。只有以爱说出的语言，且伴随着顺服与慈悲，才
能触动我们罪人的心。严厉说教的言语与行为，只会带给我们与对方更加疏远的风险，加深对方的
抗拒感与防卫心。

有些人会觉得，一个根植于慈悲的社会，这样的理想简直是无法可行或是过度的宽容。可是，让我
们尝试，并回想我们对人际关系的初次经验，也就是与我们的家人。我们的父母爱我们，并且重视
我们本身，远超过我们的能力或成就。父母们自然会希望子女们拥有最好的，但父母的爱绝对不取
决于子女们一定要符合某些的条件。家永远是一个张开双臂迎接我们的地方（路十五11-32）。我希
望鼓励每个人在看待人类社会时，不要用一种陌生人在竞技场较量看谁能独占鳌头的眼光，而是像
看待归宿或家庭一样，宅门总是敞开，欢迎着每个人。

为此，我们首先必须聆听。传播的意思是分享，而分享需要聆听与接纳。但聆听并不是只有「听见
」而已。「听见」指的是接受讯息，而聆听则指的是沟通传播，拉近距离。聆听也让我们做对的事
，而不是只是作为被动的旁观者、使用者或消费者。聆听也同时意味着有能力分享问题与疑惑，与
人肩并肩同行，驱除心中自命绝对的权力，而是谦卑地将自己的能力与才华用于为众人的益处。

做到聆听从不容易。很多时候，装聋作哑更容易得多了。聆听意味着给予关注，想要了解，去重视
，去尊重，并深入思考他人所说的话。我们可能要受一些折磨，或做出自我牺牲，如同我们试着去
仿效那在焚烧的荆棘丛前的梅瑟：当我们与那和我们说话的那一位相遇，我们得把脚上的鞋脱下
，因为我们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出三5）。知道如何聆听是一项巨大的恩宠，我们必须为获得此
一恩赐祈求，并尽全力加以运用。

电邮、简讯、社群网络和聊天室也可以是非常人性化的传播方式。传播真实与否并非取决于科技
，而是在于人心──在于我们是否有能力明智地妥善使用所拥有的这些工具。社群网络能促进人际关
系与社会良善的一面，但是它同时也能引导个人与团体走向进一步的极端化与分裂。虚拟环境是一
个公开的空间，一个相遇的场所；在这里人们可以相互鼓励或者彼此伤害，进行有益的讨论或发起
不公平的批判。我祈祷，「愿这禧年给我们开启更热切的交谈，好使我们更能知己知彼；愿这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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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弭各种方式的自我封闭和不尊重，并驱除各种暴力和歧视」（《慈悲面容》23）。网络能帮助我
们成为更好的公民。使用网络的同时，也必须为我们的邻人们承担责任，虽然我们看不到他们，但
他们却真实存在，同时保有其尊严，必须予以尊重。网络能被明智的使用，就能建构出一个健康且
乐意分享的社会。

无论传播是在哪里发生、或是如何发生的，它都为人们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视野。它是天主的恩赐
，同时也具有一项重大责任。我认为这样的传播力也能称之为「亲近力」。传播与慈悲的相遇，将
结出丰硕的果实，产生「亲近力」，去关心、安慰、治愈、陪伴和庆祝。在一个破碎、分裂和极端
化的世界，以慈悲与人沟通，意味着在天主子女与人类手足之间，致力于发展出一份健康、自由与
友爱的「亲近力」。

教宗方济各

梵蒂冈

2016年1月24日

（台湾地区主教团社会发展委员会传播组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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