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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持久和平的工具是：

教育、工作與世代間的對話

1. 「那宣布和平者的腳步，在山上是多麼美麗啊！」（依五二 7）

依撒意亞先知的這番話所傳達的安慰和釋然，是要給在流亡中飽受凌辱、暴力和壓迫，喪失尊嚴、
生死不定的以色列人民。先知巴路克因觸景傷情而自問：「以色列！這是什麼事呢？怎麼你竟住在
敵人的國內，在異地衰老，與亡者同污，與降入陰府的人同列呢？」（巴三 10~11）。和平使者的
來到，正是以色列人民重生於歷史廢墟的希望──一個光明未來的開始。

今天，令人難過的是，和平之路──也就是教宗聖保祿六世所給予的新名稱：整體發展1 ──仍距離許
多男男女女的真實生活十分遙遠，因此與我們人類大家庭也十分遙遠，而這個大家庭已完全彼此相
連。儘管有無數的努力，以促成國與國之間建設性的對話為目標，然而，戰爭和衝突那震耳欲聾的
吵鬧聲依然有增無減，與此同時，流行病擴展蔓延，氣候變遷的影響和環境品質都日益惡化，飢饉
乾渴的悲劇也逐年增加，並在個人主義而非互助共享的經濟模式之下繼續重演。我們這個時代，與
古時先知時代一樣，窮人和大地的呼喊聲2 不斷地提升，哀求要得到正義與和平。

在任何時代，和平同時是上天所賜予的恩典，以及人類共同努力的成果。確實，我們可以說那是和
平的「建造」──社會的各個不同機構都要有所貢獻；也是和平的「工藝」──每一個人都要參與。3
我們全體都能共同合作去建造一個更和平的世界：從每個人的心中開始，而又從每個人在家庭中和
社會上的關係開始，以及從人與環境的關係，直到民族與民族、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開始。

在此我願提出締造持久和平的三條途徑。首先是世代之間的對話，作為實現合作計畫的基礎。第二
是教育，作為自由、責任和發展的要素。最後是工作，為充分實現人類尊嚴。這是為「締結社會契
約」4 所不可或缺的三個要素，沒有這三個要素，每一個和平計畫都無法持之以恆。



2. 以世代之間的對話來建立和平

這個世界仍然被疫情所引發的許多問題箝制著，「有些人試圖躲進自己的世界來逃避現實，也有人
以破壞性的暴力對抗現實，但是在自私地表現冷漠和暴力地作出抵抗之間，我們總有可能作出另一
選擇：對話。世代間的對話。」5

一切真誠的對話，除了正確和積極地交換意見外，還需要參與對話者之間的基本信任。我們必須學
會如何重拾這種彼此之間的信任。當前的公共健康危機已增加了我們的孤立感和自我封閉的傾向。
老年人的孤獨感緊隨著青年人面對未來而缺乏願景的無助感。此一危機確實令人痛苦，但也能激發
出我們最好的一面。的確，在這疫情期間，我們在世界各地都看到了許許多多憐憫、分享、互助團
結的例子。

對話意即彼此聆聽、分享不同的觀點，達到共識並同道偕行。在不同世代間的對話中促成這一切
，意思就是打破衝突和丟棄文化的硬土，好能播下持久和共同分享和平的種子。

雖然技術和經濟的發展經常造成世代之間的隔閡，但當前的危機也讓我們看到世代之間急需一種夥
伴關係。青年人需要長者的智慧和經驗，而較年長者則需要青年人的支持、愛戴、創造力和動力。

重大的社會挑戰和締造和平的過程，必然需要記憶保有者──即年長者，與推動歷史向前的青年人之
間的對話。每一方都必須願意為對方留下空間，而不是為追求自己眼前的利益而堅持壟斷全部的狀
況，就彷彿沒有過去與未來一樣。我們正經歷的全球危機讓我們更清楚，世代之間的接觸與對話
，應該是一個健全政治背後的驅動力，這個健全的政治不能以「零星的修補或倉卒的方案」6 來處
理當前的問題，而是以愛他人為最卓越的形式，7 去尋求未來共同及永續的方案。

如果在困難中，我們能練習這種世代間的對話，「將能穩固地扎根於當下，並從這個位置探討過去
和未來：回顧過去，從歷史學習，治癒那些不時影響我們的創傷；展望未來，激發熱情，讓夢想萌
芽，喚起預言，滿懷希望。當我們團結一致，我們可相互學習。」8 因為若是沒有根，樹木要如何
成長結果呢？

照料受造界，正是我們要一起關心的事情。事實上，環境「是一份借用的禮物，每一世代必須留傳
給下一代。」9 所以，那些為一個更公義的世界而努力的眾多青年人，都必須被讚賞並予以鼓勵
，因為這世界是託付給我們管理，要我們維護的。在面對急需改變歷史方向10的挑戰時──而這日常
生活的挑戰帶來倫理和社會環境上的困難──他們不眠不休，並以熱忱，尤其是帶著一份責任感在為
此而努力。11

另一方面，共同建造和平道路的機會，也不能忽視教育和勞動，那是為世代間對話所特別需要的環
境和背景。教育為世代間對話提供了基本原理，而不同世代的男女應在勞動的經驗中，發現他們能
夠合作並為了社會的福祉而分享自己的知識、經驗和技能。

3. 以教導和教育作為和平的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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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用於教育和訓練的資金大幅減少，此現象全世界皆然，大家多半把這些資金視為開支
，而不認為那是投資。然而教導和教育是促進人類整體發展的主要工具；它們讓個人更加自由、更
負責任；也是捍衛並促進和平所不可或缺的。換而言之，教導和教育是一個能讓有凝聚力的民間社
會產生希望、繁榮和進步的基礎。

但軍事支出的增加反而超過冷戰時期後的軍事開支，而且似乎還會一直暴增。12

因此，現在正是國家政府發展經濟政策的好時機，翻轉用於武器的公共基金及投資於教育基金的比
例，刻不容緩。此外，釋出財金資源，以適當的方式將之用於醫療保健、學校、基礎建設、土地關
懷等等，才能使真正的國際裁軍程序大力促進國家民族的發展。

我希望在投資於教導和教育的同時，也能更努力於促進「關懷的文化」13，在面對社會分裂和反應
遲鈍的機構時，關懷的文化可以成為一個共同語言，致力於破除障礙、建立橋梁。「當國家內豐富
多樣的文化之間進行建設性的對話，國家才能發展。這些文化包括大眾文化、大學文化、青年文化
、藝術文化、技術文化、經濟文化、家庭文化和媒體文化。」14 因此，必須透過「一個為未來世代
及與未來世代的全球性教育協定，讓家庭、社區、學校、大學、機構、宗教、政府及整個人類家庭
致力於培養成熟的人」 15，藉此打造一個嶄新的文化典範。這協定是根據一種和平文化的模式，以
友愛為中心的發展和永續性，以及人類和環境間的協定，來促進整體性的生態教育。16

我們可投資於教育和訓練年輕世代，並透過一個目標明確的培育方案，藉此幫助他們，把他們帶到
勞動市場上的適當位置。17

4. 以促進就業機會和保障勞動來建立和平

勞動是建立和維持和平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讓我們表達自己和我們的天賦、我們的承諾，我們
的辛勞，以及與他人的合作，因為我們總是要與某些人，或為某些人工作的。從這個明確的社會角
度來看，我們是在工作場所中學習致力建造一個更適宜居住且更美好的世界。

面臨眾多挑戰的勞動市場，在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更是雪上加霜。數百萬的經濟和生產活動停擺，短
期工人越來越沒有保障；許多提供大眾生活必要服務的勞動者，他們的公眾和政治形象變得更低
；在許多情況下，遠距教學已導致學習不足，而且會使學業完成的時間延後。此外，剛進入就業市
場的青年人以及最近失業的成年人，他們都前景黯淡。

尤其是非正規經濟──其中往往牽涉到移工──受到經濟危機破壞性的衝擊。其中有許多人往往不受國
家法律的承認，好像不存在一樣。他們及他們的家人生活在極度不安穩的情況下，成為各種奴役形
式的受害者，而且沒有受到任何福利制度的保護。目前全世界的勞動人口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享
有社會保障制度，或是極其有限的福利。在許多國家中，暴力和有組織的犯罪也在增加，侵犯人民
的自由與尊嚴，毒害經濟，阻礙共同利益的發展。對此，唯一的解答就是擴大有尊嚴的就業機會。

事實上，勞動是每一個團體建立正義與互助團結的基礎。因此我們的目標不應該是「科技的進步日
漸取代人類的工作，因為這樣做對人有害。工作是必要的，它代表人生在世的部分意義，是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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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徑，使人類發展和個 人滿全。」18 我們必須集思廣益，共同努力，為能創造出解決方案與條件
，提供機會給就業年齡中的每一位，好使他們透過工作，對家庭生活及整個社會都能有所貢獻。

現在比任何時候更迫切需要在全世界推動良好和有尊嚴的工作條件，為促進公益以及照料受造物。
創業的自由需要得到保障和支援，同時我們必須努力，使大家的社會責任感得以更新，而不是把利
潤視為唯一的主導準則。

從這個角度來看，那些敦促各種企業尊重勞工基本人權的倡議，都必須在各個層面上推動、被接納
和予以支援，不僅提高消費者的意識，也藉此提升各機構及民間社團和企業組織的敏銳度。隨著企
業界越來越意識到他們在社會上的角色，他們就越能成為人性尊嚴受尊重的地方。這樣他們就能對
建立和平有所貢獻。由此看來，政治界蒙受召叫扮演積極的角色，去推動經濟自由和社會正義之間
公正的平衡。所有在這領域工作的人──從天主教工人到企業家──都能在教會的社會訓導中找到明確
的指導方針。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正當我們設法齊心協力，為能脫離這疫情時，我願再次感謝所有以慷慨之心及
責任感，在教導、捍衛人權、提供醫療照顧、促成家庭成員和病人之間的相聚，並為貧窮和失業者
提供經濟支援的那些人。我會在祈禱中記得那些受難者及他們的家人，繼續為他們祈禱。

我向政府領袖及所有擔負政治和社會責任的人士，向教會團體的牧者和牧靈工作者，向所有善心男
女人士呼籲：讓我們懷著勇氣和創意，一起在「世代間的對話」、「教育」和「工作」的途徑上同
行。願越來越多的人士以謙遜和勇氣，日日努力，默默地成為和平的工匠。願和平的天主時時領導
他們，並且以祂的降福陪伴他們！

方濟各

發自梵蒂岡

2021 年 12 月 8 日

 

（臺灣明愛會 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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