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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持久和平的工具是：

教育、工作与世代间的对话

1. 「那宣布和平者的脚步，在山上是多么美丽啊！」（依五二 7）

依撒意亚先知的这番话所传达的安慰和释然，是要给在流亡中饱受凌辱、暴力和压迫，丧失尊严、
生死不定的以色列人民。先知巴路克因触景伤情而自问：「以色列！这是什么事呢？怎么你竟住在
敌人的国内，在异地衰老，与亡者同污，与降入阴府的人同列呢？」（巴三 10~11）。和平使者的
来到，正是以色列人民重生于历史废墟的希望──一个光明未来的开始。

今天，令人难过的是，和平之路──也就是教宗圣保禄六世所给予的新名称：整体发展1 ──仍距离许
多男男女女的真实生活十分遥远，因此与我们人类大家庭也十分遥远，而这个大家庭已完全彼此相
连。尽管有无数的努力，以促成国与国之间建设性的对话为目标，然而，战争和冲突那震耳欲聋的
吵闹声依然有增无减，与此同时，流行病扩展蔓延，气候变迁的影响和环境质量都日益恶化，饥馑
干渴的悲剧也逐年增加，并在个人主义而非互助共享的经济模式之下继续重演。我们这个时代，与
古时先知时代一样，穷人和大地的呼喊声2 不断地提升，哀求要得到正义与和平。

在任何时代，和平同时是上天所赐予的恩典，以及人类共同努力的成果。确实，我们可以说那是和
平的「建造」──社会的各个不同机构都要有所贡献；也是和平的「工艺」──每一个人都要参与。3
我们全体都能共同合作去建造一个更和平的世界：从每个人的心中开始，而又从每个人在家庭中和
社会上的关系开始，以及从人与环境的关系，直到民族与民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开始。

在此我愿提出缔造持久和平的三条途径。首先是世代之间的对话，作为实现合作计划的基础。第二
是教育，作为自由、责任和发展的要素。最后是工作，为充分实现人类尊严。这是为「缔结社会契
约」4 所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没有这三个要素，每一个和平计划都无法持之以恒。



2. 以世代之间的对话来建立和平

这个世界仍然被疫情所引发的许多问题箝制着，「有些人试图躲进自己的世界来逃避现实，也有人
以破坏性的暴力对抗现实，但是在自私地表现冷漠和暴力地作出抵抗之间，我们总有可能作出另一
选择：对话。世代间的对话。」5

一切真诚的对话，除了正确和积极地交换意见外，还需要参与对话者之间的基本信任。我们必须学
会如何重拾这种彼此之间的信任。当前的公共健康危机已增加了我们的孤立感和自我封闭的倾向。
老年人的孤独感紧随着青年人面对未来而缺乏愿景的无助感。此一危机确实令人痛苦，但也能激发
出我们最好的一面。的确，在这疫情期间，我们在世界各地都看到了许许多多怜悯、分享、互助团
结的例子。

对话意即彼此聆听、分享不同的观点，达到共识并同道偕行。在不同世代间的对话中促成这一切
，意思就是打破冲突和丢弃文化的硬土，好能播下持久和共同分享和平的种子。

虽然技术和经济的发展经常造成世代之间的隔阂，但当前的危机也让我们看到世代之间急需一种伙
伴关系。青年人需要长者的智慧和经验，而较年长者则需要青年人的支持、爱戴、创造力和动力。

重大的社会挑战和缔造和平的过程，必然需要记忆保有者──即年长者，与推动历史向前的青年人之
间的对话。每一方都必须愿意为对方留下空间，而不是为追求自己眼前的利益而坚持垄断全部的状
况，就彷佛没有过去与未来一样。我们正经历的全球危机让我们更清楚，世代之间的接触与对话
，应该是一个健全政治背后的驱动力，这个健全的政治不能以「零星的修补或仓卒的方案」6 来处
理当前的问题，而是以爱他人为最卓越的形式，7 去寻求未来共同及永续的方案。

如果在困难中，我们能练习这种世代间的对话，「将能稳固地扎根于当下，并从这个位置探讨过去
和未来：回顾过去，从历史学习，治愈那些不时影响我们的创伤；展望未来，激发热情，让梦想萌
芽，唤起预言，满怀希望。当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可相互学习。」8 因为若是没有根，树木要如何
成长结果呢？

照料受造界，正是我们要一起关心的事情。事实上，环境「是一份借用的礼物，每一世代必须留传
给下一代。」9 所以，那些为一个更公义的世界而努力的众多青年人，都必须被赞赏并予以鼓励
，因为这世界是托付给我们管理，要我们维护的。在面对急需改变历史方向10的挑战时──而这日常
生活的挑战带来伦理和社会环境上的困难──他们不眠不休，并以热忱，尤其是带着一份责任感在为
此而努力。11

另一方面，共同建造和平道路的机会，也不能忽视教育和劳动，那是为世代间对话所特别需要的环
境和背景。教育为世代间对话提供了基本原理，而不同世代的男女应在劳动的经验中，发现他们能
够合作并为了社会的福祉而分享自己的知识、经验和技能。

3. 以教导和教育作为和平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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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用于教育和训练的资金大幅减少，此现象全世界皆然，大家多半把这些资金视为开支
，而不认为那是投资。然而教导和教育是促进人类整体发展的主要工具；它们让个人更加自由、更
负责任；也是捍卫并促进和平所不可或缺的。换而言之，教导和教育是一个能让有凝聚力的民间社
会产生希望、繁荣和进步的基础。

但军事支出的增加反而超过冷战时期后的军事开支，而且似乎还会一直暴增。12

 因此，现在正是国家政府发展经济政策的好时机，翻转用于武器的公共基金及投资于教育基金的比
例，刻不容缓。此外，释出财金资源，以适当的方式将之用于医疗保健、学校、基础建设、土地关
怀等等，才能使真正的国际裁军程序大力促进国家民族的发展。

我希望在投资于教导和教育的同时，也能更努力于促进「关怀的文化」13，在面对社会分裂和反应
迟钝的机构时，关怀的文化可以成为一个共同语言，致力于破除障碍、建立桥梁。「当国家内丰富
多样的文化之间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国家才能发展。这些文化包括大众文化、大学文化、青年文化
、艺术文化、技术文化、经济文化、家庭文化和媒体文化。」14 因此，必须透过「一个为未来世代
及与未来世代的全球性教育协议，让家庭、小区、学校、大学、机构、宗教、政府及整个人类家庭
致力于培养成熟的人」15，藉此打造一个崭新的文化典范。这协议是根据一种和平文化的模式，以
友  爱为中心的发展和永续性，以及人类和环境间的协议，来促进整体性的生态教育。16

我们可投资于教育和训练年轻世代，并透过一个目标明确的培育方案，藉此帮助他们，把他们带到
劳动市场上的适当位置。17

4. 以促进就业机会和保障劳动来建立和平

劳动是建立和维持和平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让我们表达自己和我们的天赋、我们的承诺，我们
的辛劳，以及与他人的合作，因为我们总是要与某些人，或为某些人工作的。从这个明确的社会角
度来看，我们是在工作场所中学习致力建造一个更适宜居住且更美好的世界。

面临众多挑战的劳动市场，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更是雪上加霜。数百万的经济和生产活动停摆，短
期工人越来越没有保障；许多提供大众生活必要服务的劳动者，他们的公众和政治形象变得更低
；在许多情况下，远距教学已导致学习不足，而且会使学业完成的时间延后。此外，刚进入就业市
场的青年人以及最近失业的成年人，他们都前景黯淡。

尤其是非正规经济──其中往往牵涉到移工──受到经济危机破坏性的冲击。其中有许多人往往不受国
家法律的承认，好像不存在一样。他们及他们的家人生活在极度不安稳的情况下，成为各种奴役形
式的受害者，而且没有受到任何福利制度的保护。目前全世界的劳动人口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享
有社会保障制度，或是极其有限的福利。在许多国家中，暴力和有组织的犯罪也在增加，侵犯人民
的自由与尊严，毒害经济，阻碍共同利益的发展。对此，唯一的解答就是扩大有尊严的就业机会。

事实上，劳动是每一个团体建立正义与互助团结的基础。因此我们的目标不应该是「科技的进步日
渐取代人类的工作，因为这样做对人有害。工作是必要的，它代表人生在世的部分意义，是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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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径，使人类发展和个  人满全。」18 我们必须集思广益，共同努力，为能创造出解决方案与条件
，提供机会给就业年龄中的每一位，好使他们透过工作，对家庭生活及整个社会都能有所贡献。

现在比任何时候更迫切需要在全世界推动良好和有尊严的工作条件，为促进公益以及照料受造物。
创业的自由需要得到保障和支持，同时我们必须努力，使大家的社会责任感得以更新，而不是把利
润视为唯一的主导准则。

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些敦促各种企业尊重劳工基本人权的倡议，都必须在各个层面上推动、被接纳
和予以支持，不仅提高消费者的意识，也藉此提升各机构及民间社团和企业组织的敏锐度。随着企
业界越来越意识到他们在社会上的角色，他们就越能成为人性尊严受尊重的地方。这样他们就能对
建立和平有所贡献。由此看来，政治界蒙受召叫扮演积极的角色，去推动经济自由和社会正义之间
公正的平衡。所有在这领域工作的人──从天主教工人到企业家──都能在教会的社会训导中找到明确
的指导方针。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正当我们设法齐心协力，为能脱离这疫情时，我愿再次感谢所有以慷慨之心及
责任感，在教导、捍卫人权、提供医疗照顾、促成家庭成员和病人之间的相聚，并为贫穷和失业者
提供经济支持的那些人。我会在祈祷中记得那些受难者及他们的家人，继续为他们祈祷。

我向政府领袖及所有担负政治和社会责任的人士，向教会团体的牧者和牧灵工作者，向所有善心男
女人士呼吁：让我们怀着勇气和创意，一起在「世代间的对话」、「教育」和「工作」的途径上同
行。愿越来越多的人士以谦逊和勇气，日日努力，默默地成为和平的工匠。愿和平的天主时时领导
他们，并且以祂的降福陪伴他们！

方济各

发自梵蒂冈

2021 年 12 月 8 日

 

（台湾明爱会 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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