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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霸凌與網路假消息

韓國女星雪莉長期飽受網路霸

凌，在節目中公開患有社交

恐懼症和恐慌症，於10月14日在家

中輕生，死時才25歲。在她辭世之後，有網友

特別發起「淨化網路」運動，韓國政府表示有

意制訂禁止惡意留言的〈雪莉法〉。

2015年，台灣也發生類似事件，24歲的藝人

楊又穎在家中自盡，遺書說遭同儕排擠、網路

酸民霸凌，萌輕生念頭。隨後有立委表示擬推

動訂定「反網路霸凌」專法，但NCC（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表示反對，認為不應有箝制網

路言論的法律。

隨著智慧型手機與網路社交媒體的普及，

網路霸凌也漸漸成為青少年心中的痛！而在成

人世界，網路霸凌或暴力也到處氾濫，2020年

總統參選人韓國瑜說有「黑韓產業鏈」專門酸

他、抹紅、抹黑他；相對的，韓粉對其他對手的

批評謾罵，也不遑多讓。

與此相關的是假新聞的問題，在台灣，許多

人對政府失去信心，尤其司法的公信力不足，

難以證實的消息不斷流傳，其實假新聞已成

為相當嚴重的一個問題，不管是民生也好，或

是生活上的大小事情，都跟假新聞的影響脫

不了關係。

民進黨政府為打擊假新聞、假消息，自

2017年11月至今，陸續修正了〈數位通訊傳播

法〉、〈災害防救法〉及〈廣播電視法〉等8部

法規，國民黨立委卻召開記者會質疑政府藉機

箝制新聞自由，並喊話：「國民黨一定傾全力

反對到底！」

高手在民間，有一群心繫豐原的在地人發起

「假新聞清潔劑」的街頭行動，希望透過面對

面的實際互動、陪伴，推廣民眾知的權利，避

免假消息帶來的誤導與傷害。他們藉著新聞識

讀講座、舉辦公益活動和志工及講師培訓來共

同守護善良家庭與親友。

網路社會是現實社會的延伸，在網路環境之

下，人們言行更自由放鬆，其快捷與隱匿性，

造成罪惡的溫床，在虛擬網路社會中，道德規

範受到嚴峻的挑戰，聖保祿宗徒告訴我們本性

私慾就是：「淫亂、不潔、放蕩、崇拜偶像、施

行邪法、仇恨、競爭、嫉妒、忿怒、爭吵、不

睦、分黨、妒恨、兇殺、醉酒、宴樂，以及與

這些相類似的事。」（迦5：19-21）換句話說，
傳統所說的「七罪宗：驕傲、慳吝、忿怒、嫉

妒、迷色、貪饕、懶惰。」也更容易深入網路社

會中，造成巨大的傷害。

因此「網路倫理」的提倡與教育是網路社

會必要的基本遊戲規則，在此無法詳論，只能

針對網路霸凌與假新聞作信仰的反省。我們

一定會感受到這兩者的存在，且影響著我們：

「忍受試探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既經得起考

驗，必能得到主向愛他的人，所預許的生命之

冠。」（雅1：12）

首先，我們要有淡定的心，然後加以消毒

清淨，「你們當愛你們的仇人，當為迫害你們

的人祈禱，好使你們成為你們在天之父的子

女。」（瑪5：44-45）切記「凡願意愛惜生命，
和願意享見幸福日子的，就應謹守口舌，不說

壞話，克制嘴唇，不言欺詐；躲避邪惡，努力

行善，尋求和平，全心追隨；因為上主的雙目

垂顧正義的人，他的兩耳俯聽他們的哀聲；

但上主的威容敵視作惡的人。」（伯前3：10-
12）「總之，你們都該同心合意，互表同情，友

愛弟兄，慈悲為懷，謙遜溫和；總不要以惡報

惡，以罵還罵；但要祝福，因為你們原是為繼

承祝福而蒙召的。」（伯前3：8-9）
傳統的四樞德：「明智、公義、勇敢、節

制」是修身養性最寶貴的武器，祈求天主聖

神賜給我們，引領我們能享有天父的慈愛、喜

樂與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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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陳振貴弟兄有

關2020年台灣舉辦福傳

大會的建言，感佩之餘，有些或許不太中聽的

話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台灣天主教會曾分別在1988年和2001年舉辦

過類似的福傳大會，我個人直接參與過2001年

新世紀新福傳一小單元議題的討論。記得當時

大家充滿期待，想到可以藉基督降臨第二個千

禧年的到來，一方面好好檢討1970年代以來我

們福傳工作遲滯的現實；另一方面由於政黨輪

替和兩岸關係的演變，複雜的國際情勢與台灣

內部意識形態及國家認同矛盾的激化，身處其

中的天主教會，將如何透過信仰的眼光，提供

一個符合公義與中道的觀點？實在是大家渴望

共同求解的議題。事後看來，兩次福傳大會給

我們帶來的改變似乎相當有限。教友的流失、

內部活力的冷却、年輕世代的疏離，我們對台

灣快速變化、層出不窮的政治社會問題，顯然

愈來愈失去了應對和影響的能力。頭重腳輕的

聖秩結構，框架嚴整，但空調的溫度，很難改

變瀰漫在台灣上空炙熱、霧霾、煩躁的天空。

陳振貴弟兄鴻文中談到教會的革新與跨越，提

出六項建議：（一）降低領洗門檻；（二）調整

教區結構；（三）培訓教友福傳；（四）經營堂

區管理；（五）建立督導機制；（六）擬定研討

方向。其中除了第六項牽涉到議題的選訂和後

續追蹤督考的一般作業外，其他五項都直指

教會改革的核心問題。第一、第三項是教友能

量的提升，以及其在教會內、福傳工作上應扮

演的積極角色。第二、第四、第五項則是體制

的問題，挑戰我們僵化的組織與管理上的透明

度，這都是天主教會沉疴已久的問題。我們當

然知道它不可能一次解決，但如果沒有決心面

對它，再100個福傳大會，也都將是徒勞。正視

它的存在，我們就有機會在聖神的引導下，逐

一改變，贏回教會的活力。

其實這些問題，大家早就心知肚明，陳振貴

弟兄只是將它明白說出來而已。大家之所以

裹足不前，主要是因為層面太廣、牽一髮動全

身，信心不足，不知從何下手。找出突破口，藉

一點一滴的實際行動，創造更多改革的條件，

或許可以做為這次福傳大會議題選訂的參考原

則。如果我們以10年為目標（2020~2030），以
陳振貴弟兄所提的五項改革為內容，有幾個實

踐的初步方向可以考慮：

第一、為讓本次福傳大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

背景圖像，建議籌備會提出兩項報告案。1.當
前教會整體概況報告；2.針對2001年「新世紀
新福傳大會」決議案執行情形與檢討。

第二、為讓教會對瞬息萬變的外部世界有更

專業整體的掌握，並對內部事務的改革能有更客

觀細膩的規畫，建議提出籌設「智庫」的方案。

第三、為激勵堂區活力、擴大教友的參與和

影響力，提案討論國內朝聖行腳的方案，藉此

引發堂區教友整理堂口歷史、蒐集文物的熱

情，布置簡樸的接待設施，規畫行腳路線及相

關管理規則，促進堂口互動，建構靈修旅行的

體系。

第四、檢視都會地區堂口接納街友、服務赤

貧者的能量及其可行性，彰顯教會與貧窮者站

在一起的堅定立場。

第五、針對原住民福傳，擬訂更明確的人才

培育計畫，以及文化牧靈的方針，延續並發揚

過去原住民地區福傳的豐碩果實。

第六、檢討教會出版與傳播的現況，提出具

體的改進措施。

以上六個議題，雖然仍有一定的困難，但這

些工作在教會內原本就有相當的基礎，也和整

個體制性的改革保有距離，如果拿來當初步

（兩年）切入的突破口，或許仍有參考的價值。

我知道籌備會已有既定的期程規畫，也按一定

的程序篩選大會討論的議題。上述的建議，著

眼於最初兩年的行動策略，僅供籌備中心諸委

員們參考。

福傳第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