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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圣第五十年，向全国居民宣布自由；

为你们是一禧年。」（肋二五 10）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自从《愿祢受赞颂》通谕颁布以来（2015 年 5 月 24 日），为基督信仰的大家庭而言，每逢九月的
第一天，就是照料受造界祈祷日以及受造界时期的开始，到 10 月 4 日，在亚西西‧圣方济各的纪念
日结束。在这段时期，全球各地的基督徒，更新对造物主－－天主的信德，并以一种特别的方式
，在祈祷和行动中团结一致，照料我们共同的家园。

对于大公运动选定庆祝 2020 年受造界时期的主题为「地球禧年」，我极为欣喜，因为今年也是世
界地球日第 50 周年。

在圣经记载中，禧年是一段神圣的时期，为使人回忆、回归、休息、修补和欢喜的时期。

一、一段回忆的时期

我们受邀请特别去回想受造界的最终命运是要进入天主的「永恒安息日」。这段在时间内进行的历
程，以一周七天，每隔七年一个安息年的节奏进行，经过七个安息年以后，就以禧年结束。

禧年也是恩宠的时期，让人纪念受造界的本质是要蓬勃发展、成为爱的团体。只有透过关系，我们
才能存在：不仅与造物主天主，也与同一大家庭的弟兄姊妹，以及所有与我们共住同一家园的受造
物。「万物是互有关连的，我们人类在美妙的朝圣旅途上，被天主对每一个受造物的爱交织串连起



来，如同兄弟姊妹一般，且流露出我们对太阳兄弟、月亮姊妹、河流兄弟、及大地母亲的珍爱。」
（《愿祢受赞颂》，92）

因此，禧年是一段回忆的时期，我们要牢记，自己的生命，存在于各种各样的关系之中。我们必须
不断地记得「世上一切皆互相连系，若要对他人实践友爱、公义和忠信，我们一方面要真心爱惜自
己的生命，一方面要维系与大自然的关系，两者密不可分。」（《愿祢受赞颂》，70）

二、一段回归的时期

禧年是回归和悔改的时期。我们曾经破坏与造物主、与其它人和与受造界其它部分之间的连系。我
们必须重新修复这些被损坏的关系，因为它们支持着我们，以及我们的人生。

禧年是回归天主－－我们充满爱的造物主的时期。倘若在面对万物的根源、造物主时，我们心中没
有平安，我们也无法与受造界和谐共存。正如教宗本笃十六世所观察到的：「在天主被视而不见的
地方，受造界受到肆虐，被无情的消耗，物质对我们而言只是物质，我们自身成为最终衡量的标准
：一切仅是我们的财产。」（与波尔札诺‧布雷萨侬教区神职人员会面，2008 年 8 月 6 日）

禧年邀请我们去再次顾念其它人，特别是穷人和最弱小卑微的人。我们蒙受召叫去重新接受来自天
主的这个充满爱的计划，视受造界为一份共同的产业、一场丰富的盛宴，以欢欣喜悦、共融同乐的
心情，与所有的弟兄姊妹们分享，不致于陷入过度的竞争，反而大家能够互相支持，互相保护。禧
年的目的，是要受压迫、所有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现代奴役制度束缚的人们－－其中包括人口贩运
的受害者和童工－－在这段时期获得自由。

此外，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聆听大地，即圣经中所说的「土地」（adamah），也是第一个人类「亚
当」（Adam）的出处。今天的受造界发声，呼吁我们要遵循自然秩序，回归到人类应有的位置
，并提醒我们，我们仅是受造界生命互联网络的一部份，而非主宰。物种的繁复多样性，日益崩解
；气候所造成的灾害，数量上升惊人；穷人和弱小者受到的疫情冲击更为严峻；这都是向人类无度
消费的贪婪心响起的警报。

在这段受造界时期，我们更要聆听受造界的脉动和节奏；它受造，原是为展现天主的光荣，并帮助
我们在它的美中发现万有的主，转而归向祂（参阅：圣文德，《隆巴哲学思想注疏》，I，2，2，问
题 1，结论；《简论》， II，5.11）。这块使我们生长的土地，它也是祈祷和默想之地：《请唤醒
那天主蕴藏在我们之内对美感和默观的意识》（宗座劝谕《心爱的亚马逊》， 56）。我们尤其可以
从我们的原住民弟兄姊妹身上学习如何赞叹和默观，因为他们总能与大地和其中繁复多样的不同生
命型态，和谐共存。

三、安息的时期

天主在祂的智慧中，保留了安息日，为使得大地和地上的居民，能够休息和恢复精力。然而，我们
今天的生活方式，迫使整个地球濒临崩溃。持续不断地追求成长，加上生产与消费两者之间不停的
循环，正在损耗我们的环境。森林日渐消失，土壤遭受侵蚀，田地不复存在，沙漠荒原逐年扩张

2



，海水严重酸化，风灾日益严重：受造界在痛苦呻吟！

过去，天主子民被邀请在禧年期间放下日常工作，减少日常需求，藉此使田地得以休息，人世间的
生活能重新组织。我们现在必须找到合乎公义而长久永续的生活方式，让土地有机会呼吸，以及寻
得足够维持大众日常需要的资源与管道，却不破坏所有支持我们存活的生态系统。

现今的疫情，就某些角度而言，导致我们重新发现更简朴、更能长久持续的生活方式。眼前的危机
，从某种意义来说，给予我们机会去发展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众所皆知，当我们让大地休息，它
就能重新恢复原貌：空气变得更清新，水源变得更清澈，原本不再栖息在许多地方的各种动物，现
在重现踪迹。全球的疫情带领我们来到抉择的路口。我们要趁此决定性的时刻，终止从事毁灭性的
活动及具破坏性的目标，停止过度的行动，以免崩溃；并发展一些孕育生命的价值、连结和计划。
我们应该审视自己使用能源、消费、交通和饮食的习惯。我们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若有发生过度发
展、造成危害，应予以根除，并落实一些有果效的方式来促进贸易、生产和运输。

四、修补的时期

禧年是一段使受造界原有的和谐得到修补，以及使受折损的人际关系愈合的时期。

禧年邀请我们要恢复每个人应享有的自由和财产，并免除他人的债务，以重建符合公平正义的社群
关系。我们不应该忘记南半球受到滥垦滥伐的艰辛历史，酿成了一次极其浩大的生态负债，主因起
于资源被掠夺、共同环境空间被滥用来堆置废弃物。禧年是正义发挥其修补功效的时期。因新型冠
状疫情在健康、社会和经济各方面所造成的危机而带来的严重冲击，我在此重新呼吁要免除最弱势
国家的负债。同时，我们也必须确保各项正在发展和进行中的全球性、地区性和全国性复原措施
，使其成效显著；不论政策、立法和所投注的资财，都应谋求大众的福址，并保证达到促进全世界
环境和社群利益的目标。

修补大地，使大地恢复生机，同样有其必要。我们目前正处于全力抢救的紧张局势，回复气候的平
衡状态，极为重要。正如我们的子女和青年人要我们记得，我们每天都在与时间赛跑。所以一定要
尽可能按照《巴黎气候协议》的规定，指定每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门坎，不得超过摄氏 1.5 度
：若有超过，势必造成灾害，尤其对世界各地最贫穷的社群及聚落而言，更是如此。值此关键时刻
，我们必须挺身而出，促成同一世代及世代之间彼此的精诚团结。为预备即将于英国格拉斯哥举行
的重要《第 26 届气候高峰会议》，我呼吁各国采取一些全国性的政策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目前各个物种日渐绝迹，生态系屡屡遭到破坏，此一景况堪称史无前例，因此恢复生物的繁复多样
性，亦至关重要。生物的多样性节节下降，向我们发出警讯；为了予以遏止，我们要支持联合国的
呼吁，必须在 2030 年以前，保留百分之三十的地球表面作为生物栖息地。我在此敦促国际社会通
力合作，共同确保今年已于中国昆明举行的《第 15 届生物多样性高峰会》，成为地球家园重建的
至要转折点，为使地球家园能符合造物主的旨意变得生气勃勃。

我们必须修补来履行正义，同时确保所有居住大地的人，使它能完全被人享用。原住民聚落应该受
到保护，不要让一些公司、尤其是跨国集团，「在较低度开发的国家，以绝不会在其本国（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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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使用的生产模式运作」（《愿祢受赞颂》，51），从事破坏性的化石燃料、矿物、木材开采和
过度工业化的农产品的开发。假发展经济之名，对较为贫穷的社群和国家无耻地进行压榨，这种企
业所表现出的恶劣行径，可说是一种《新型的殖民主义》（圣若望保禄二世，《向宗座社会科学院
致词》，2001 年 4 月 27 日；《心爱的亚马逊》亦有节录，见 14）。我们需要加强国内法和国际
法的订定，对各公司的过度开发活动进行规范，确保属于身受其害者的正义能得以伸张。

五、一段欢欣的时期

按照圣经传统，禧年来到是一件喜事，开始时吹起号角，声音传遍大地。众所皆知，这几年来，大
地和穷人的呼喊声越来越强烈。在此同时，我们也亲眼见证：圣神是怎样地到处鼓舞着不同的个人
和团体，齐心协力重建我们共同的家园，并为最卑微弱小者发声。基层民众和处于社会边缘地带的
人们，正大幅动员，踊跃地为保护地球和穷人努力工作。我们乐见许多青年人和社群团体、尤其是
原住民聚落，在因应生态危机时，挺身而出，位居前线。他们发出制定「地球禧年」的呼吁，祈愿
一个崭新的开始，并意识到凡事都能「要求改变」。（《愿祢受赞颂》，13）

在特别纪念《愿祢受赞颂》颁布了五周年时，我们也欣闻通谕激发了无数区域性和全球性的行动
，去照料我们共同的家园和穷人。因此，今年应促成许多长期的行动计划，使得推崇环境保护的生
态学，能全面地落实于我们的家庭、堂区、教区、修会团体、学校、大学、健康照护机构、企业和
农业生产组织以及其它诸多不同的领域。

我们也欣然见到各个信仰团体彼此互相接近，共同努力，为营造一个更公正，更和平和更永续的世
界。我们特别觉得高兴的是，「受造界时期」成为一项真正履行基督徒合一运动的创举。让我们继
续加深此意识：我们都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家园！

我们要欢欣踊跃，因为爱我们的造物主支持我们为大地所尽的微薄之力。大地也是天主的家，天主
圣言在这大地「成为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若一 14），也因圣神的浇灌不断地得以更新。

「祢一嘘气万物创成，祢使地面，更新复兴。」（参阅：咏一○四 30）

方济各

发于罗马，圣若望拉特朗大殿
2020 年 9 月 1 日

（台湾地区主教团 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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