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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聖方濟亞西西，稱所有人為「弟兄
姊妹」(“Fratelli Tutti”)。 

在中世紀大國鬥爭和暴力的時代
背景下——就好像今日的世界，
聖方濟穿越十字軍東征的戰線與
埃及蘇丹王會面，表現了他的廣
闊胸襟和對和平的實踐。 
[Francis encounters the Sultan]

https://youtu.be/SgphHf31jZw


目的
•我們必須在普世重新喚起
對兄弟情誼的渴望。

•「我熱切期盼在這個時代，
我們能夠認清每一個人的
尊嚴，從而在普世重新喚起
對兄弟情誼的渴望。」(8)



狀況

•雖然教宗方濟各在新冠疫情爆發前已
開始撰寫這份通諭，

•但是疫情下各國無法攜手合作解決這
個影響我們眾人的問題，

•更加突顯教宗有關兄弟情誼的教導的
迫切性。

•教宗說，要是有人認為我們可汲取的唯
一教訓就是改良現有的體系。



第一章 封閉的世界陰霾

挑戰

•以利益為本的經濟模式「毫不猶豫
地利用、拋棄甚至殺害人。」 
•世界出現了一種漠不關心的文化。

•包括對他人冷嘲熱諷、使他們受到
猜疑，並肆意批評他們，造成不間
斷的爭吵、對立，暴力。



•犯罪集團往往假裝提供各種
形式的援助，但其實是從犯
罪活動獲取利益。

•人權—尤其是婦女的權利—
未獲普世肯定。

•面對經濟、政治到社交媒體
充斥的各種暴力，教宗希望
推動人際友愛來作出回應。



第二章 
街道上的外鄉人
•本著慈善的撒瑪黎雅人
(路10：25-37）對人的關懷
，我們才會成功。

•慈善的撒瑪黎雅人比喻不
僅教導我們關於愛德，也
教導我們如何善待別人。

•教宗仔細描述故事中每個
角色，引導讀者反思：「這
個故事中，我是誰，我們
是誰？」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時
常受到誘惑想無視弱小
者。

•我們也必須承認，在這
個發達的社會，我們對
於怎樣陪伴、照顧和 扶
持我們當中脆弱和弱小
的人，依然一無所知。

•我們已習慣除非事情直
接影響我們，否則便視
而不見，從旁邊走過去。 



•本章介紹了教宗方濟各關於愛
的教導，愛對於實現兄弟情誼
的和人際友愛至關重要。

•他指出「愛是衡量人類生命靈
性狀況的準繩。」這種愛應超越
家庭和國家的界限，而擴展至
所有外方人，發展成一種承認
每一個人價值的友誼。

•培養兄弟情誼，包括培養對話
以清除極端個人主義的病毒。

•基於博愛精神及承認每個人與
生俱來的尊嚴，我們有責任確
保每一個人都享有充分的機會
全面發展。

第三章 
思索並締造開放的世界



•教宗方濟各認為需要重新
提出財物的社會功能，

•以確保每個人都能獲得為
度尊嚴的生活所需要的一
切。

•共同使用世物的首要原則
，及天主創造的萬物是給
予所有人的禮物的信念，

•私有產權只能被視為次要
的自然權利。

•這一原則也適用於國際層
面，因此每個國家「不應拒
絕有需要的外地人使用本
土資源。」(FT 124)



第四章 向整個世界敞開心胸
•在本章中探討了「向整個世
界敞開心胸」對道德和社會
影響。

•首先提出移民的問題，他指
除非迫使人們遷徙的問題
得到正視和解決，

•各國應該對移民和難民採
取開放的態度，接納、保
護、發展和融入他們。

•移民所帶來的文化應被視
為禮物，不應抹去文化差異
，而應該尊重和珍惜。



•在全球化的時代，國際
間的合作—包括文化上
的交流和對貧窮國家的
援助—最終能惠及所有
人。 
•呼籲實踐不計回報的兄
弟情誼，交流不純粹是
為了交易，也出於對其
他國家人民福祉的真正
關心。

•承認全球化和本土化之
間存在著一種固有的張
力。



•我們須放眼全球，
同時也要關懷本
土。

•在每個社會中，普
世的兄弟情誼和
本土的人際友誼
是兩個不可分割
和同樣重要的支
柱。



•健康的文化本質上是
開放和包容的。

•有活力的文化能夠以
各種外來元素豐富自
己，不僅是複製或重
複這些元素，而是以
其特有的方式整合新
的元素。

•這產生一種新的協同
效應，最終惠及所有
人，因為作出這些貢
獻的文化也繼而獲得
滋養。



第五章 治國良策

•方濟各在這一章中討論了如何
以真正的公益為目標的治理良
策。

•教宗首先民粹和民眾進行了直
接的比較，揭示了某些愚弄弱者
和「人民」的蠱惑行徑。

•「人民」此一觀念可以形成兩種
截然不同的發展：或是領導者以
民為本，促進民族文化的發展和
追求公益的社會大趨勢；

•或是領導者自甘墮落，致力於選
舉和贏取選民支持，以民族文化
為意識形態工具謀取私利（參見
159）。 



•愛德是連接理想和體制兩個
面向的橋樑，

•帶來新的轉變：體制、法律、
技術、經驗、專業貢獻、科學
分析、行政程式等各方面。

•為了解決具體問題，我們既要
培育兄弟情誼的靈修。

•此外，我們也不能幻想在所有
國家實施單一的經濟運作模
式，

•因為即使是最嚴謹的科學研
究也可以提出不同的解決方
案（參見164-165）。 



群眾運動和國際組織

•表面看來，這兩種不同層次的
組織給我們的印象是一種對
立的互不相容，

•但實際上兩者均以多邊主義
為基礎，分別在地方和全球範
圍各顯其能，同時在兩個不同
的領域發揮著寶貴的作用。



群眾運動和國際組織

•群眾運動將失業、工作不穩
定、非正式工人以及其他無法
在現有架構內找到生存空間
的人聚集在一起，這些運動往
往會對社會現況提出抗議，

•因為社會政策只被視作處理
窮人的政策，但從來不是與窮
人同行、屬於窮人的政策，更
非將人民團結起來的行動。
（169）



•國際組織權力正遭受空
前削弱，主要原因是跨國
的經濟及金融體系凌駕
政治之上。

•聯合國組織必須進行改
革以免失去合法地位。為
了使國際家庭的觀念真
正得以實現，聯合國有促
進法治的義務，因為正義
是「實現普世兄弟情誼的
先決條件。」 （173）
•善政不應屈從於經濟



•這種政治愛德以成熟的社會觀
念為前提，即「當人屬於一個
民族時，才成為圓滿的人；同
時，若不尊重每一個人的獨特
性，就無法形成真正的民族。」
（182）。 即是說：「人民」和「個
人」是兩個緊密相聯的概念。 

•政治「仍是一種崇高的召叫和愛德的最高表現之一，只要它以尋
求公益為主。」（180）愛德不僅體現於面對面的關係中，而且還通
過努力在社會生活的不同層面建立團體，體現於在各種社會、經
濟和政治關係上。這就是方濟各所說的「群體的愛」（參見183）。



第六章 對話與人際友愛

•對話促成相互尊重、爭取共識和尋
求真理。

•真實的社會對話應以尊重他人觀
點為前提，接受他人所持信仰或關
注可能是合理的。

•對話與相對主義毫不相干。

•如果不是從客觀真理或穩固原則
出發，而是為了滿足個人願望和眼
前需要，法律只會被視為偏頗的施
加或是應避免的障礙。



•建立一種能夠超越彼此的差異
和分歧的相遇文化。

•這意味著努力創造一個多面體
，代表一個差異共存、互補、豐
富和相互啟發的社會。

•承認他人所帶來的喜悅意味著
一種慣性的能力，能夠承認別
人有權利活出自我和展現差
異。

•「相遇文化」意味著人民對包括
每個人的全民規劃的熱切期
望。它的美善超越自身的範圍，
是一種廣義的實現共同利益的
方式



第七章 重新相遇交流之路
•社會友情和政治愛德應保持充分開放
的態度，以便與所有人，包括與政敵進
行比較和對話。

•我們不應畏懼由分歧引起的衝突，因
為「劃一則使人窒息，並導致文化的衰
落」（191）。
•  這一切要求政治家在其日常人際關係
中實踐愛德（參見193），懂得體驗生活
中的溫柔。

•這種政治與溫柔之間的聯繫聽起來似
乎前所未聞，但實際上確實有效，因為
溫柔是「親近別人和具體實在的愛」
（194）。



第八章 
宗教為世界的兄弟情誼服務

•宗教有責任參加社會
的事務

•「教會有一個社會性
的角色，不只是扶助
弱小或教育青年，也
盡力促進人的進步，
及一個大同博愛的世
界。」(276)



禱文
向造物主祈禱文上主，

全人類的父親，祢創造了人類，

賦予所有人同等的尊嚴，

求你將兄弟情誼的精神傾注我們心中。

求你喚起我們對重新相遇交流和對話
的渴望，

追尋正義與和平的夢想。

激勵我們創建更美好的社會、

更有尊嚴的世界，

沒有飢餓，沒有貧窮，沒有暴力，沒有
戰爭。



願我們敞開心扉，

擁抱世界所有民族，所有國家，

為能認識到

祢在每一個人身上播種的美善，

因而精誠團結，衷誠合作，

為共同目標和希望奮鬥。

阿們。



真福嘉祿‧富高

•他的理想是將自己全
心全意奉獻給天主，
並為此來到非洲沙漠
深處，服事被遺棄的
弱小者，與他們站在
一起。
•https://youtu.be/9uqTxZ7B1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