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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聖第五十年，向全國居民宣布自由；

為你們是一禧年。」（肋二五 10）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自從《願祢受讚頌》通諭頒布以來（2015 年 5 月 24 日），為基督信仰的大家庭而言，每逢九月的
第一天，就是照料受造界祈禱日以及受造界時期的開始，到 10 月 4 日，在亞西西‧聖方濟各的紀念
日結束。在這段時期，全球各地的基督徒，更新對造物主──天主的信德，並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在
祈禱和行動中團結一致，照料我們共同的家園。

對於大公運動選定慶祝 2020 年受造界時期的主題為「地球禧年」，我極為欣喜，因為今年也是世
界地球日第 50 周年。

在聖經記載中，禧年是一段神聖的時期，為使人回憶、回歸、休息、修補和歡喜的時期。

、段回憶的時期

我們受邀請特別去回想受造界的最終命運是要進入天主的「永恆安息日」。這段在時間內進行的歷
程，以一周七天，每隔七年一個安息年的節奏進行，經過七個安息年以後，就以禧年結束。

禧年也是恩寵的時期，讓人紀念受造界的本質是要蓬勃發展、成為愛的團體。只有透過關係，我們
才能存在：不僅與造物主天主，也與同一大家庭的弟兄姊妹，以及所有與我們共住同一家園的受造



物。「萬物是互有關連的，我們人類在美妙的朝聖旅途上，被天主對每一個受造物的愛交織串連起
來，如同兄弟姊妹一般，且流露出我們對太陽兄弟、月亮姊妹、河流兄弟、及大地母親的珍愛。」
（《願祢受讚頌》，92）

因此，禧年是一段回憶的時期，我們要牢記，自己的生命，存在於各種各樣的關係之中。我們必須
不斷地記得「世上一切皆互相連繫，若要對他人實踐友愛、公義和忠信，我們一方面要真心愛惜自
己的生命，一方面要維繫與大自然的關係，兩者密不可分。」（《願祢受讚頌》，70）

、段回歸的時期

禧年是回歸和悔改的時期。我們曾經破壞與造物主、與其他人和與受造界其他部分之間的連繫。我
們必須重新修復這些被損壞的關係，因為它們支持著我們，以及我們的人生。

禧年是回歸天主－－我們充滿愛的造物主的時期。倘若在面對萬物的根源、造物主時，我們心中沒
有平安，我們也無法與受造界和諧共存。正如教宗本篤十六世所觀察到的：「在天主被視而不見的
地方，受造界受到肆虐，被無情的消耗，物質對我們而言只是物質，我們自身成為最終衡量的標準
：一切僅是我們的財產。」（與波爾札諾‧布雷薩儂教區神職人員會面，2008 年 8 月 6 日）

禧年邀請我們去再次顧念其他人，特別是窮人和最弱小卑微的人。我們蒙受召叫去重新接受來自天
主的這個充滿愛的計畫，視受造界為一份共同的產業、一場豐富的盛宴，以歡欣喜悅、共融同樂的
心情，與所有的弟兄姊妹們分享，不致於陷入過度的競爭，反而大家能夠互相支持，互相保護。禧
年的目的，是要受壓迫、所有受到各種不同形式的現代奴役制度束縛的人們－－其中包括人口販運
的受害者和童工－－在這段時期獲得自由。

此外，我們必須回過頭來聆聽大地，即聖經中所說的「土地」（adamah），也是第一個人類「亞
當」（Adam）的出處。今天的受造界發聲，呼籲我們要遵循自然秩序，回歸到人類應有的位置
，並提醒我們，我們僅是受造界生命互聯網絡的一部份，而非主宰。物種的繁複多樣性，日益崩解
；氣候所造成的災害，數量上昇驚人；窮人和弱小者受到的疫情衝擊更為嚴峻；這都是向人類無度
消費的貪婪心響起的警報。

在這段受造界時期，我們更要聆聽受造界的脈動和節奏；它受造，原是為展現天主的光榮，並幫助
我們在它的美中發現萬有的主，轉而歸向祂（參閱：聖文德，《隆巴哲學思想注疏》，I，2，2，問
題 1，結論；《簡論》， II，5.11）。這塊使我們生長的土地，它也是祈禱和默想之地：《請喚醒
那天主蘊藏在我們之內對美感和默觀的意識》（宗座勸諭《心愛的亞馬遜》， 56）。我們尤其可以
從我們的原住民弟兄姊妹身上學習如何讚嘆和默觀，因為他們總能與大地和其中繁複多樣的不同生
命型態，和諧共存。

三、安息的時期

天主在祂的智慧中，保留了安息日，為使得大地和地上的居民，能夠休息和恢復精力。然而，我們
今天的生活方式，迫使整個地球瀕臨崩潰。持續不斷地追求成長，加上生產與消費兩者之間不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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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正在損耗我們的環境。森林日漸消失，土壤遭受侵蝕，田地不復存在，沙漠荒原逐年擴張
，海水嚴重酸化，風災日益嚴重：受造界在痛苦呻吟！

過去，天主子民被邀請在禧年期間放下日常工作，減少日常需求，藉此使田地得以休息，人世間的
生活能重新組織。我們現在必須找到合乎公義而長久永續的生活方式，讓土地有機會呼吸，以及尋
得足夠維持大眾日常需要的資源與管道，卻不破壞所有支持我們存活的生態系統。

現今的疫情，就某些角度而言，導致我們重新發現更簡樸、更能長久持續的生活方式。眼前的危機
，從某種意義來說，給予我們機會去發展一種嶄新的生活方式。眾所皆知，當我們讓大地休息，它
就能重新恢復原貌：空氣變得更清新，水源變得更清澈，原本不再棲息在許多地方的各種動物，現
在重現蹤跡。全球的疫情帶領我們來到抉擇的路口。我們要趁此決定性的時刻，終止從事毀滅性的
活動及具破壞性的目標，停止過度的行動，以免崩潰；並發展一些孕育生命的價值、連結和計畫。
我們應該審視自己使用能源、消費、交通和飲食的習慣。我們在從事經濟活動時，若有發生過度發
展、造成危害，應予以根除，並落實一些有果效的方式來促進貿易、生產和運輸。

四、修補的時期

禧年是一段使受造界原有的和諧得到修補，以及使受折損的人際關係癒合的時期。

禧年邀請我們要恢復每個人應享有的自由和財產，並免除他人的債務，以重建符合公平正義的社群
關係。我們不應該忘記南半球受到濫墾濫伐的艱辛歷史，釀成了一次極其浩大的生態負債，主因起
於資源被掠奪、共同環境空間被濫用來堆置廢棄物。禧年是正義發揮其修補功效的時期。因新型冠
狀疫情在健康、社會和經濟各方面所造成的危機而帶來的嚴重衝擊，我在此重新呼籲要免除最弱勢
國家的負債。同時，我們也必須確保各項正在發展和進行中的全球性、地區性和全國性復原措施
，使其成效顯著；不論政策、立法和所投注的資財，都應謀求大眾的福址，並保證達到促進全世界
環境和社群利益的目標。

修補大地，使大地恢復生機，同樣有其必要。我們目前正處於全力搶救的緊張局勢，回復氣候的平
衡狀態，極為重要。正如我們的子女和青年人要我們記得，我們每天都在與時間賽跑。所以一定要
儘可能按照《巴黎氣候協議》的規定，指定每年全球平均氣溫上升的門檻，不得超過攝氏 1.5 度
：若有超過，勢必造成災害，尤其對世界各地最貧窮的社群及聚落而言，更是如此。值此關鍵時刻
，我們必須挺身而出，促成同一世代及世代之間彼此的精誠團結。為預備即將於英國格拉斯哥舉行
的重要《第 26 屆氣候高峰會議》，我呼籲各國採取一些全國性的政策來降低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目前各個物種日漸絕跡，生態系屢屢遭到破壞，此一景況堪稱史無前例，因此恢復生物的繁複多樣
性，亦至關重要。生物的多樣性節節下降，向我們發出警訊；為了予以遏止，我們要支持聯合國的
呼籲，必須在 2030 年以前，保留百分之三十的地球表面作為生物棲息地。我在此敦促國際社會通
力合作，共同確保今年已於中國昆明舉行的《第 15 屆生物多樣性高峰會》，成為地球家園重建的
至要轉捩點，為使地球家園能符合造物主的旨意變得生氣勃勃。

我們必須修補來履行正義，同時確保所有居住大地的人，使它能完全被人享用。原住民聚落應該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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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保護，不要讓一些公司、尤其是跨國集團，「在較低度開發的國家，以絕不會在其本國（或投資
國）使用的生產模式運作」（《願祢受讚頌》，51），從事破壞性的化石燃料、礦物、木材開採和
過度工業化的農產品的開發。假發展經濟之名，對較為貧窮的社群和國家無恥地進行壓榨，這種企
業所表現出的惡劣行徑，可說是一種《新型的殖民主義》（聖若望保祿二世，《向宗座社會科學院
致詞》，2001 年 4 月 27 日；《心愛的亞馬遜》亦有節錄，見 14）。我們需要加強國內法和國際
法的訂定，對各公司的過度開發活動進行規範，確保屬於身受其害者的正義能得以伸張。

五、段歡欣的時期

按照聖經傳統，禧年來到是一件喜事，開始時吹起號角，聲音傳遍大地。眾所皆知，這幾年來，大
地和窮人的呼喊聲越來越強烈。在此同時，我們也親眼見證：聖神是怎樣地到處鼓舞著不同的個人
和團體，齊心協力重建我們共同的家園，並為最卑微弱小者發聲。基層民眾和處於社會邊緣地帶的
人們，正大幅動員，踴躍地為保護地球和窮人努力工作。我們樂見許多青年人和社群團體、尤其是
原住民聚落，在因應生態危機時，挺身而出，位居前線。他們發出制定「地球禧年」的呼籲，祈願
一個嶄新的開始，並意識到凡事都能「要求改變」。（《願祢受讚頌》，13）

在特別紀念《願祢受讚頌》頒布了五周年時，我們也欣聞通諭激發了無數區域性和全球性的行動
，去照料我們共同的家園和窮人。因此，今年應促成許多長期的行動計劃，使得推崇環境保護的生
態學，能全面地落實於我們的家庭、堂區、教區、修會團體、學校、大學、健康照護機構、企業和
農業生產組織以及其他諸多不同的領域。

我們也欣然見到各個信仰團體彼此互相接近，共同努力，為營造一個更公正，更和平和更永續的世
界。我們特別覺得高興的是，「受造界時期」成為一項真正履行基督徒合一運動的創舉。讓我們繼
續加深此意識：我們都是這個大家庭的成員，生活在一個共同的家園！

我們要歡欣踴躍，因為愛我們的造物主支持我們為大地所盡的微薄之力。大地也是天主的家，天主
聖言在這大地「成為血肉，居住在我們中間」（若一 14），也因聖神的澆灌不斷地得以更新。

「祢一噓氣萬物創成，祢使地面，更新復興。」（參閱：詠一○四 30）

方濟各

發於羅馬，聖若望拉特朗大殿
2020 年 9 月 1 日

（台灣地區主教團 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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