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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與慈悲：成果豐富的相遇」親愛的兄弟姊妹們：慈悲禧年邀請我們每一個人，一同思考
傳播與慈悲的關係。教會蒙召與基督──降生成人的慈悲天主，結為一體，去實踐慈悲，作為她的臨
在和她行動的特殊標記。無論我們說什麼和如何說話，我們的每一個用字及手勢，都應當體現天主
對眾人的憐憫、溫柔和寬恕。愛，就其本質而言，就是傳播，它通往開放與分享。如果我們的心與
行動是被慈善、被天主的愛所啟發，那麼我們的傳播也將被天主的力量所觸動。作為天主的子女
，我們蒙召與每一個人溝通，毫無例外。特別的是，教會的言語與行為的用意是要傳達慈悲，觸動
人心，並在通往滿全生命的旅途上支持他們──耶穌基督被父派遣到世上，就是要帶給眾人滿全的生
命。這代表我們自己必須願意接受慈母教會的溫暖，並與他人分享這份溫暖。如此，耶穌才能廣為
人知，且受人敬愛。這溫暖也讓信德的話語更具意義；藉著我們的傳教與見證，它點燃火花，賦予
生命。傳播具有建造橋梁、促進相遇與包容的力量，所以豐富了這個社會。每當人們謹言慎行，致
力於避免誤解、治癒受創傷的記憶和建設和平與和諧時，那是多麽美好。語言能在個人之間、家庭
、社群和人群中搭起橋梁；無論在現實世界或虛擬世界中，都能實現。我們的言行應該幫助所有人
走出報復與譴責的惡性循環──讓個人與國家不斷地鼓吹仇恨。基督徒的言語應該持續鼓勵共融，甚
至在那些必須要強烈譴責邪惡的情況下，也應儘量試著不要讓關係破裂，導致溝通中斷。為此原因
，我想要邀請所有心存善念的各位，重新發現慈悲的力量能夠治癒曾被傷害的關係，並為家庭與社
群重建平安與和諧。我們都知道早年的傷害與揮之不去的忿恨，能在很多種情況下，輕易的使人陷
入羅網，阻礙溝通與和解。這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在各種情況下，慈悲能夠建立一種新
的言語和對話方式。莎士比亞曾經非常有說服力的這樣說，「慈悲的本質不是勉強。它是像甘霖一
樣從天上降下塵世；它是雙重的祝福：不但祝福施者，受者也同得祝福。」（《威尼斯商人》，第
四幕第一場）

我們的政治和外交語言會受慈悲的啟發而發揮作用，因為慈悲永遠不會失去希望。我要求那些肩負
公眾制度與政治責任的人士，以及那些掌管公眾意見形成的領袖，在談到那些在思想和行為上意見
不同的人，或是一些可能犯錯的人時，能特別注意自己的表達方式。因為人是非常容易陷入誘惑
，趁機就煽動不信任、恐懼和仇恨的怒火。然而，正因為如此，就更需要有人鼓起勇氣，引導人們
邁向和好的路程。正是這正面與創意的膽量，為一些早年的衝突提供了真正的解方，並且帶來建立
永久和平的機會。「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瑪五7-9）

我多麼希望我們的傳播方式，以及我們作為服務教會的牧者，千萬不要以一種高高在上的驕傲勝利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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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姿態對待敵對者，或是貶低那些被全世界認為迷失且易於被摒棄的人。慈悲能有助於減輕生活的
憂慮，並給那些只熟知冷酷武斷的人帶來溫暖。願我們的傳播方式，能助於克服那非要將罪人與義
人區分開來的心態。我們可以且必須判斷罪惡的情況，像是暴力、貪腐，以及剝削，但是我們不能
判斷人，因為只有天主才能洞察人心。我們的任務是告誡犯錯的人，譴責惡念與不公義的行為，為
了讓受害者獲得釋放，並且扶助陷落的人。若望福音告訴我們，「真理將使你自由」（若八
32），而真理最終是在於基督自己，祂的溫柔慈悲是我們宣講真理和譴責不義時衡量的準繩。我們
首要任務就是「在愛德中持守真理」（弗四15）。只有以愛說出的語言，且伴隨著順服與慈悲，才
能觸動我們罪人的心。嚴厲說教的言語與行為，只會帶給我們與對方更加疏遠的風險，加深對方的
抗拒感與防衛心。

有些人會覺得，一個根植於慈悲的社會，這樣的理想簡直是無法可行或是過度的寬容。可是，讓我
們嘗試，並回想我們對人際關係的初次經驗，也就是與我們的家人。我們的父母愛我們，並且重視
我們本身，遠超過我們的能力或成就。父母們自然會希望子女們擁有最好的，但父母的愛絕對不取
决於子女們一定要符合某些的條件。家永遠是一個張開雙臂迎接我們的地方（路十五11-32）。我希
望鼓勵每個人在看待人類社會時，不要用一種陌生人在競技場較量看誰能獨占鰲頭的眼光，而是像
看待歸宿或家庭一樣，宅門總是敞開，歡迎著每個人。

為此，我們首先必須聆聽。傳播的意思是分享，而分享需要聆聽與接納。但聆聽並不是只有「聽見
」而已。「聽見」指的是接受訊息，而聆聽則指的是溝通傳播，拉近距離。聆聽也讓我們做對的事
，而不是只是作為被動的旁觀者、使用者或消費者。聆聽也同時意味著有能力分享問題與疑惑，與
人肩並肩同行，驅除心中自命絕對的權力，而是謙卑地將自己的能力與才華用於為眾人的益處。

做到聆聽從不容易。很多時候，裝聾作啞更容易得多了。聆聽意味著給予關注，想要了解，去重視
，去尊重，並深入思考他人所說的話。我們可能要受一些折磨，或做出自我犧牲，如同我們試著去
仿效那在焚燒的荊棘叢前的梅瑟：當我們與那和我們說話的那一位相遇，我們得把腳上的鞋脫下
，因為我們所站的地方是「聖地」（出三5）。知道如何聆聽是一項巨大的恩寵，我們必須為獲得此
一恩賜祈求，並盡全力加以運用。

電郵、簡訊、社群網路和聊天室也可以是非常人性化的傳播方式。傳播真實與否並非取決於科技
，而是在於人心──在於我們是否有能力明智地妥善使用所擁有的這些工具。社群網路能促進人際關
係與社會良善的一面，但是它同時也能引導個人與團體走向進一步的極端化與分裂。虛擬環境是一
個公開的空間，一個相遇的場所；在這裡人們可以相互鼓勵或者彼此傷害，進行有益的討論或發起
不公平的批判。我祈禱，「願這禧年給我們開啟更熱切的交談，好使我們更能知己知彼；願這禧年
消弭各種方式的自我封閉和不尊重，並驅除各種暴力和歧視」（《慈悲面容》23）。網路能幫助我
們成為更好的公民。使用網路的同時，也必須為我們的鄰人們承擔責任，雖然我們看不到他們，但
他們卻真實存在，同時保有其尊嚴，必須予以尊重。網路能被明智的使用，就能建構出一個健康且
樂意分享的社會。

無論傳播是在哪裡發生、或是如何發生的，它都為人們打開了一個更寬廣的視野。它是天主的恩賜
，同時也具有一項重大責任。我認為這樣的傳播力也能稱之為「親近力」。傳播與慈悲的相遇，將
結出豐碩的果實，產生「親近力」，去關心、安慰、治癒、陪伴和慶祝。在一個破碎、分裂和極端
化的世界，以慈悲與人溝通，意味著在天主子女與人類手足之間，致力於發展出一份健康、自由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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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愛的「親近力」。教宗方濟各梵蒂岡

2016年1月24日

（臺灣地區主教團社會發展委員會傳播組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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