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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代有才人出

主筆室

社論

教會的使命，就是要將

基督的福音傳播出

去。最近不知什麼原因的觸動，我重新慢慢閱

讀黃懷秋教授的《十字架下的新人：厄弗所書

──導論和默想》，以及《伴你讀保祿》兩本

小書。回到初期教會宗徒們所面對的環境與挑

戰，想像保祿如何掌握各個地方教會的現況，

勇敢地提出看法並鼓舞信眾。隨著福傳志業的

拓展，《厄弗所書信》裡，保祿（姑且不論該書

信是否是保祿本人的作品）開展了一個更寬廣

的教會觀，讓我們看到宇宙性的幅度。

福音和書信裡的訊息是那麼樣的鮮活，就

像在分析、處理自己生活裡所遭遇的困惑和不

安一樣；既不是空話也不是理論，而是摻雜著

柴米油鹽的種種現實重擔。想想當時的交通條

件，紛雜的文化傳統，政治的壓迫及種種認同

與利益的糾葛，福音的傳播阻礙重重；但宗徒

們的熱火在聖神的引領下，不斷向外邦宣講，

穩固並擴大基督的王國。如果說教會的存在即

是為宣講基督的福音、持續執行天主的救恩

計畫，應該不能算是太離譜的論斷吧！果真如

此，教會若不再有宣講福音的能力，或福音傳

播的管道喪失了活力，那應該是教會危機的明

顯信號。我對台灣天主教會，近20年來在傳播

媒體事業方面的表現，有過幾次非常沈痛的發

言，但似乎看不到一些比較積極的回應。

1980年代初我曾在光啟社服務，擔任丁松筠

神父的中文秘書；同時也曾為羅光總主教創辦

的《益世雜誌》撰文。大學時代，我是《現代學

人季刊》（1961年趙雅博神父、牛若望蒙席創

辦）、《現代學苑月刊》（1964年羅光總主教發

行、項退結教授主編）的忠實讀者；1974年兩

刊合併改組為《哲學與文化月刊》，我和其中

的若干師長與編者，有更多的交往與互動。加

上輔大神學院的《神學論集》，我非常感佩當

年許多的主教、神長們，他們不但勤於寫作、

論述，也對思想的傳播以及對主流社會的動

向，都有主動介入的決心與掌握。1963年創立

的《見證月刊》，因應1987年解嚴後台灣社會

的變動，以「關心現代，尋主事天」為目標擴大

了它與社會對話的版面。第一次政黨輪替後，

2004年《人籟月刊》創辦，和台灣社會互動的

介面更大了。我是這兩份雜誌長期的讀者，也

為其撰稿，可惜二者都先後在2014、2015年

停刊了。儘管如此，我認為這兩份由外籍修會

（聖母聖心會、耶穌會）支持的刊物，仍是教

會面對台灣內部、兩岸關係、國際情勢劇烈變

化的時代裡，最令人感佩、動容的媒體表現。

經營媒體的確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經費，

內容吸不吸引人？撰稿者的邀約、讀者的服

務、市場流通等等都是艱鉅的任務。我創辦過

《山海文化雙月刊》，目前仍持續推動台灣原

住民文學的出版工作，深知其中的甘苦辛酸。

不過，以台灣近30萬的天主教友、7個教區以及

那麼多的文教、醫療、社會機構，卻無法支撐

一個像樣的媒體事業，實在無法接受。同樣受

到媒體環境的嚴重衝擊，基督新教各教派，仍

有多處保持活力的書店，電視媒體上也有自己

穩定的據點。佛教在這一方面的表現，更令人

刮目相看。偌大的大台北地區，天主教會只剩

下忠孝西路一段的聖保祿書店，我每次逛街買

書，看著胖胖樂觀的陳修女，敬仰之心深處仍

不免有淚。

這是整個教會（當然包括我們自己）要去嚴

肅面對的問題，大家必須共同找回初期教會傳

播福音的熱火，「據說」明年要再一次召開福

傳大會，「打聽」之後大略知道這次大會將分

三個階段：

1.今年（2019）10、11月的「堂區會議」。

2.明年（2020）3、4、5月的「教區會議」。

3.明年8月「全國福傳大會」。

時機的選擇和「由下而上」的做法，應該是

沒有問題的。不過，「由上而下」主教團本身

也有許多應該負起的責任，整體教會的走向、

核心議題的設定，都必須藉更廣泛的討論、反

省主動積極提出議案，至少媒體傳播事業這一

題，應該在這次「福傳大會」上徹底檢討，做

出有效的決議。

教會的聲音在哪裡？
■文／孫大川Paelabang danapan（監察院副院長）

中華民國2020年的總統選舉已風起雲湧，先

是民進黨候選人初選於6月中旬蔡英文勝

出，接著國民黨初選在7月15日由韓國瑜大勝出

線，而台北市長柯文哲最近火力全開，左批蔡

英文，右打韓國瑜，也擺出選總統的架式。

蔡英文有現任總統的優勢，以進步的力量自

居，並以維護台灣主權為主調，獲得不少年輕

人的信賴。韓國瑜以「台灣安全．人民有錢」為

口號，主張「捍衛中華民國、拒絕一國兩制、熱

愛民主自由、堅持和平繁榮」。透過熱情的肢

體和簡白的語言，擄獲眾多韓粉。而柯文哲則

以白色力量，超越藍綠，他說，自己後來發現，

「美日中我自己實際走一遍，其實證明一件事

情，我們跟三方都可以溝通、都可以被接受，

然後也可以被信任」。且說：「反共不一定要反

中，反中不一定要嗆中」獲得許多中間選民和

年輕知識份子的喜愛。

清趙翼（1727-1814）有《論詩絕句》：「李
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

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應是詩人的自我期

許，但後人往往藉此表達他們對人生與時局的

看法，如用在台灣的社會與政治上，「數百年」

也許要改為「數年」吧！

無論「時勢造英雄」，抑或「英雄造時勢」，

每個時代總會誕生幾位了不起的人物，能夠左

右時局，足以呼風喚雨。台灣民主化，自1996

年開始全民直選總統，前後已有李登輝、陳水

扁、馬英九和蔡英文4位總統，經歷3次政黨輪

替，成為華人世界的民主標竿，每次總統選舉

都成為舉世矚目的重要事件。

但每逢總統選舉，選民總有被撕裂的感覺，

主要是國家認同的問題，起因非常複雜，國民

黨和民進黨各有不同觀點，也都有理說不清。

我們站在宗教的立場看，過去的要讓它過去，

追求美好的未來才更重要。要切記耶穌的話：

「凡一國自相紛爭，必成廢墟；凡一城或一家

自相紛爭，必不得存立。」（瑪12：25） 台灣
基本上是移民社會，大家都是為追求更好的生

活而來到這個島上，經過奮鬥融合，不論原住

民、唐山客、本省、外省、新住民、移工，大家

一起共同努力，才能享有今日的自由民主及相

對富裕的生活，不是某一政黨所能自炫，更不

能由某一政治人物所獨攬。

可惜為某些政客，選舉成為選戰，對立中不

會有慈悲，於是選戰中抹黑、抹黃、抹紅、挖

糞、奧步，無所不用其極，以致有人說選舉是

在爛蘋果中挑一個比較不爛的爛蘋果。尤其是

這次選舉好像各方都視之為生死存亡之戰，恐

有更激烈的招式會出現。切記總統也只是人民

的公僕，誰願永遠掌權，一定成為獨裁。要記

得古人一些充滿智慧的說法：「大江東去浪淘

盡，千古風流人物」；「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

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為人須顧後，上台終

有下台時」；「古今多少事，盡付笑談中」。

《默示錄》中提到：「隨後，我看見了一個新

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與先前的地已不見了，

海也沒有了……以後再也沒有死亡，再也沒有

悲傷，沒有哀號，沒有苦楚，因為先前的都已

過去了。」（默21：1-4）
我們願以聖保祿宗徒的話來勸勉所有總統

候選人和他們的「粉」：「一切毒辣、怨恨、忿

怒、爭吵、毀謗以及一切邪惡，都要從你們中

除掉；彼此相待，要良善，要仁慈，互相寬恕，

如同天主在基督內寬恕了你們一樣。」（弗4：

31-32）如此我們才能享有天主所應許的幸福、
喜樂與平安。 

普世瞭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