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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主教團牧函「歡慶慈悲禧年，愛護共同家園」 
 
 
親愛的弟兄姊妹：  
 
教宗方濟各將要在 2015 年 12 月 8 日揭開《慈悲禧年》的序幕，以天主慈悲

為懷之心，分享他對全世界共同家園的關切。面對我們的共同家園瀕臨的危

機，他切願與全世界所有的人開始「對話」。我們必須與國際政壇之間推動

彼此的對話，以免不斷的沉淪下去。教宗在《願禰受讚頌》通諭中談到氣候

的變化、水、土壤和空氣的污染，使全世界的生態惡化（參閱《願禰受讚頌》

2）；他尤其對受到最嚴重的打擊的貧窮的兄弟姊妹，滿懷慈悲之情。面對地

球的生態，我們應該徹底的悔改，才能改變整體的生態環境。（參閱《願禰受

讚頌》218）  
 
大地母親  願禰永受讚頌  
 
亞西西的聖方濟說「我主，願禰受讚頌。」這句話在著名的《造物讚》（又名

太陽歌）中不斷迴響著，提醒我們，普世共同的家園就好比與我們一同分享

生命的姊妹，又如張開雙臂擁抱我們的美麗母親：「我主，願?藉我們的姊妹

──大地母親受讚頌。她滋養及照管我們，並出產各種果實和色彩繽紛的花

草。」可是，今天大地已被濫墾、掠奪，再也不能為此而讚美天主。教宗說，

因為我們人類不負責任的濫用天主所賞賜的萬物資源，致使大地母親痛苦哀

泣。我們沒有意識到我們自己並不擁有地球及其資源的所有權，忘記了自己

也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驕奢無度的濫用，使大自然遭受空前浩劫。  
 
天主創造萬物時，祂看見了祂所創造的一切都很好（創一 31），而天主卻是

按照自己的肖像和模樣創造了人類（創一 26），所以才把管理大地的責任委

託給人類：「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

飛鳥，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創一 27-28）。由此可見，在天主的創世

計劃中，天主要人治理祂的受造物，藉此反映祂的智慧與美善。但是，一旦

人驕傲，將自己視為大地萬物的主人，按照自己的私意管理天主的受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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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無法反映創造主的智慧與美善，大地也無法再供應食糧給人類。  
 
共同家園  齊心協力照管  
 
「愛護我們共同的家園」是整部通諭的主軸。教宗剴切的呼籲普世人類：保

護我們共同的家園是個急迫的挑戰，全人類應該團結一致，追求永續和整體

的發展，因為我們知道事情可以改變。人類會墮落，但也有能力復原重生，

而且造物主也絕不會遺棄我們。整個世界的沈淪不是自然發生的，是因為人

類自私的行為，所以我們要共同負責我們的家園。大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環

境會一起惡化，除非我們切實的處理導致人類和社會墮落的源頭，否則我們

無法抗拒環境的繼續惡化。事實上，環境和社會每況愈下，首先受到最大傷

害的是地球上最弱勢的人。  
 
共同家園  齊心協力照管  
 
「愛護我們共同的家園」是整部通諭的主軸。教宗剴切的呼籲普世人類：保

護我們共同的家園是個急迫的挑戰，全人類應該團結一致，追求永續和整體

的發展，因為我們知道事情可以改變。人類會墮落，但也有能力復原重生，

而且造物主也絕不會遺棄我們。整個世界的沈淪不是自然發生的，是因為人

類自私的行為，所以我們要共同負責我們的家園。大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環

境會一起惡化，除非我們切實的處理導致人類和社會墮落的源頭，否則我們

無法抗拒環境的繼續惡化。事實上，環境和社會每況愈下，首先受到最大傷

害的是地球上最弱勢的人。  
 
崇尚科技  宰制人性尊嚴  
 
「科學和科技是天主賞賜的驚人的創造力。」但科技所產生的全球化經濟、

資訊和政治的制度，卻令人類幾乎完全受到宰制。面對如此龐大的動能，人

類缺乏清晰主導的智慧，因為我們在責任感的培育、價值觀的辨別和良心的

敏感度上，趕不上如此巨大而且日新月異的科技能力。  
 
科技幫助人類改善生活條件，但相對的卻被那些利用科技，掌握經濟力量的

人，主宰著全人類和全世界。對他們來說，完全接納科技的進步，以得到最

大的經濟利益已經足夠，他們從不考慮因此可能對人類造成的負面衝擊。經

濟的自由市場並沒有保證人類可以共享整體的發展和社會多元性的包容。

「一種所謂超級發展，而享受到極奢侈的消費生活，與那揮之不去且損人尊

嚴的貧困生活，構成一種令人不能忍受的對比。」世界在建立經濟結構和推

廣社會行動，以及幫助窮人得到基本資源的穩定供應等方面的進展，實在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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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實際的需求。  
 
極端消費  導致生態失衡  
 
現代高科技傾全力研發各式各樣的新產品，藉著大量傾銷，誘發人們的購買

慾，使得大多數人在不知不覺中隨波逐流，役於物而不自覺，甚至跌入非必

要的消費漩渦裡，認為這就是理所當然的生活方式。可是這種過度的消費與

濫用，不但浪費資源，也導致生態失衡，天地萬物面臨重大劫難。我們必須

承認，後現代人類對整體的生態概念，缺乏了方向一致的共識，我們僅有零

碎的方法，和少數微不足道的目標。  
 
面對極端的消費主義，唯有消費者改變生活方式，始能給予政治、經濟和社

會各方面的掌權者一股良性反訴的壓力。由消費者發起抵制某些產品的運動，

可成功的改變商業的運作，迫使他們檢討其環境足跡和生產模式。消費者的

社會責任意識是重要的，今天環境惡化的問題，要求我們檢討自己的生活方

式，因為「購物永遠都是道德行為，並非只是經濟行為。」  
 
生態悔改  重建美好家園  
 
生態急遽改變是當今全球的大問題，像氣候變遷、物種多樣性的消失、人口

販運、墮胎、貧富懸殊、社會不正義等等。台灣最近 30 年對生態保護方面

的發展是可觀的：節約用水、減少空氣和土壤的污染、公共運輸的發展、垃

圾分類和再生物品的利用等。但還有改進的空間，例如面對丟棄文化的盛行、

不斷的購買最新的電器產品、各種污染、空調、汽車的適當運用、野生動物

和植物漸次的消失等。  
 
教宗多次呼籲我們應該從日常生活小事做起，內心深處的悔改，就是促使我

們改變生活習慣的動力。藉此，我們才能打破不自覺的自私與剝削。有些熱

心祈禱的虔誠信徒，以實用主義為藉口，認為關注保護環境的行動無濟於事；

有些則是口頭承諾，習慣還是不改變，言行不一。這些人需要的是「生態悔

改」，這樣才能使他們與耶穌基督的親密連結，表達在他們與世界的關係上。

以實際行動保護大自然，關注窮人的正義，承擔社會責任。  
 
由己出發  內外兼顧並行  
 
由個人悔改而至保護生態的具體行動：可分兩方面來說，對內──堂區、家

庭；對外──社區、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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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悔改的具體行動：  
 
從改變日常生活中的細節開始，珍惜萬物，做一個名符其實的「生態公民」。

常常檢視自己在個人食、衣、住、行方面是否懷有保護環境的信念和態度，

如使用環保餐具、低碳食物且食不過量，減少使用冷暖氣，多利用大眾交通

工具，做垃圾分類、資源回收、發起二手物資捐贈或義賣的活動，利用各種

機會教育，比方彌撒中的道理、教理講授等，提昇環保意識、鼓勵大家落實

環保。  
 
對外悔改的具體行動：  
 
積極參加社區 /里長辦公室推動的環保志工隊，參加環保社團活動－清潔環

境、健走、聽演講、閱讀環保資訊，認養廢耕土地，參與小農耕種活動、購

買小農產品等。  
 
「生態悔改」除了檢視個人生活之外，更需要內心的轉化，培養關懷大地的

福音精神，並與他人攜手合作，結合團體的力量，效法基督的慷慨、自我犧

牲和善行。悔改需要「愛的覺醒」，生命之主的愛不斷催迫我們尋找前進的

新路徑；天父是萬物的終極根源，將我們與萬物連結一起。我們與其他受造

物是生命共同體，藉著悔改，可啟發我們更大的創意和熱忱去解決全球當前

的問題，並奉獻自己給天主，作為「生活、聖潔和悅樂天主的祭品。」（羅

12:1）  
 
讓我們以慈悲之心，愛護我們共同的家園，一起祈禱：  
 
天父，我們偕同一切受造物向禰稱頌  
萬有全出於禰的創造  
藉著聖母瑪利亞──人類之母的轉求，  
請助我們守護生命，  
建立更美好的家園，   
充盈禰的慈悲，  
願禰受讚頌！  
阿們。  
 
 
台灣地區主教團全體主教  
2015 年 11 月 22 日  
常年期第卅四主日，基督普世君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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