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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中的福傳大會

善牧修女會在7月30日

「世界反人口販運國

際日」舉辦了「Talitha Kum
人口販運防制聯盟座談會」，分享台灣人口

販運現況，十分感謝玫瑰道明傳教修女會、

耶穌肋傷會、社會服務修女會、聖保祿孝女

會、耶穌孝女會、瑪利亞方濟各傳教女修會、

台灣明愛會、善牧修女會⋯⋯等10多位來自

台灣各地的修女會與天主教組織代表前來參

加，因人口販運一直是教宗要求修女會應一

起面對的課題，UISG（國際女修會總會長聯
合會）也希望台灣能加入「Talitha Kum」聯
盟，期待結合各修女會的力量，共同商討努

力的方向。

座談會上，由善牧基金會的社工分享台灣

人口販運現況和善牧在被害人安置及兒少性

剝削防治的服務經驗，修女們聽了多半驚訝

不已，回饋以為「人口販運」這4個字離我們

很遙遠，現在才知道原來報紙上常見的社會

事件就在你我身邊。

3年前，政府將兒少性交易也納入人口販運

行為，早在32年前，善牧修女會來台就是為

了做不幸少女的救援工作，當時台灣少女有

被賣、被騙，也有自願從娼，前兩種狀況比較

容易解決，但自願的問題一直存在，善牧透過

安置、後追、預防宣導等方式來做防治工作，

但這麼多年了，人口販運問題仍持續發生，現

在更嚴重到變成跨國犯罪，所以需要結合全

台修女們的力量一同防治。

善牧從兒少安置端到社區後追，觀察到現

在有許多兒少自願從事性交易或特種行業，

有的少女明明家境並不好，卻常在臉書分享

拖著皮箱到歐美旅遊的照片，社工陪伴許久

後才知道原來跨國犯罪集團安排她們到俱

樂部陪吃飯、陪酒，或到郵輪上陪用藥、伴

遊⋯⋯等，有些孩子認為自己只是去賺錢，把

自己當成商品，換個名字就可賺錢，但人到了

國外或公海，只能任人擺佈。還有一些色情

網站付費就可以看到未成年兒少的身體，孩

子可能覺得短時間可以賺很多錢，賺到一定

金額後就會收手，但物質誘惑只會讓孩子不

知不覺就被利用，甚至被毒品控制反而欠下

許多錢。

犯罪手法日新月異，性剝削也不斷轉型，

透過IG等社群軟體，孩子們很容易踏入被犯
罪集團控制的性剝削場域，連家人都不容易

發現孩子的問題，甚至稱讚孩子很能幹，長

大了可賺錢幫忙家計。因此，如何提升大眾

的認知？善牧計畫透過建置「防治性剝削網

站」，整理實際案例，讓更多年輕人、家長或

政府知道人口販運的犯罪模式，青少年看了

也可思考：這是我想要的人生嗎？進而提早

預防。

此外，會議中還分享善牧南投人口販運被

害人收容所的現況，安置來自印尼、越南、中

國、菲律賓、泰國、柬埔寨、孟加拉、巴基斯

坦、印度、韓國、瓜地馬拉⋯⋯等不同國家的

被害人。有位修女分享許多印尼人不知道出

國工作需要辦簽證，但鄰、里長等有心人士

卻鼓勵他們出國，這中間是否與犯罪集團勾

結？現在發現台灣也有類似的問題，可見人

口販運問題世界各地都有。

透過此次座談會的分享與交流，期望建立

修女們對反人口販運的認知與共識，也藉由

籌備「Talitha Kum台灣聯盟」一齊討論各修
女會間可如何合作？再運用天主教組織的力

量，串聯跨國界的人口販運防制網絡，共同倡

導與推廣台灣人口販運防治工作。

■文／湯靜蓮修女（天主教善牧基金會執行長）

主教團福傳大會籌備小組正如火如荼地進

行，由專家作了調查問卷後，進而分析

資料提供給堂區、教區討論，最後將以福傳

大會模式於明年8月召開。

記得第2次召開所謂的福傳大會「新世

紀、新福傳」之前，神職界及教友領導人的

批判聲音不絕於耳；反對的理由是：第1次

福傳大會決議案未能完全落實，為何要召開

第2次？如今，類似如此的反對聲音又起，

前兩次福傳會議的決議案都未能執行，為何

又來第3次？

反對的人不知道今天台灣教會之現況，就

是主教們領導執行兩次決議案的進行式；我

們不可能天真地相信我們擁有100%的執行
力，但不能否認兩次大會帶給教會的正向影

響力。

時局及外在環境變化迅速，教會不能置身

於多變的大環境，而只顧牧靈福傳。

1.教會鼓勵教友參政：一個好教友該關心國

家安全、倫理道德、社會正義和族群融合等

問題，無論政府官員或民意代表，須憑良知

協助判定符合人民權益之政策。政治方面，

近年來的選舉涉及獨統議題，究竟有無「九

二共識」及其延伸的一國兩制、或一中各表

及同表爭論不休。很明確的是，中共對台灣不

放棄文攻武嚇逼迫政府屈服；近期大陸限制

人民到台灣旅遊的確也是一種經濟制裁，它

迫使縣市政府低頭。

2.教友應關切世局：香港「反送中」的民主

運動，動輒數百萬人參加，十多周以來愈演

愈烈，目前已延燒到世界同步抗議。中共不許

擁有自由的香港居民也同時擁抱民主，抗議

聲中，地鐵和機場陸續癱瘓，教廷和樞機主

教也出聲呼籲和平。相對的，台灣教友對香

港教友的聲援很冷漠，台灣人民對「今日香

港，明日台灣」的議題仍半信半疑。活生生的

抗爭運動究竟給台灣何等訊息？

3.關懷新住民及移工：台灣現有約70萬的外

勞或外配，其中的教友可能已超越本地教友

的人數；但是我們教友中有多少人關心他們

的存在？在牧靈方面知道有外國神父關心他

們，至於堂區團體是否真能擁抱不同文化的

族群？值得大家省思，更何況今日的外配即

是明日的台灣媽媽。

4.帶領長照，走入社區：30年來堂區和教區

的結構幾乎不變，六都的成立或新社區的型

態都與福傳息息相關，對社會的關懷行動與

貢獻度，就是最好福傳。

5.為本地聖召祈禱：台灣教會目前最大的危

機是缺乏神職聖召，新建的台灣總修院雖然優

美寬廣，軟硬體設備齊全，但全院也只有10位

修士。我們更需要多元的祈禱形態，以及智慧

研討有效的聖召計畫，堂區神父對福傳的熱火

是否決定聖召的多寡？台灣教會不能再回到50

年前，一直依賴外籍傳教士的支援。

6.深入支持社福善會：龐大社會福利事業的

福傳問題，需要教友支援；台灣有一半以上的

社福單位隸屬於天主教，此外，50多所教會

學校和教會醫院的牧靈工作亟待更多教友投

入以利福傳。若這些機構若不為福傳，就是

鹽失去了味道。

7.點燃教友進堂熱火：究竟台灣有多少天

主教友？30年來沒有戶口普查，未進堂的教

友仍是教友，台灣教會只能以進堂率呈報聖

座，難怪愈來愈少。

上述列舉的問題，確實會影響今日教會牧靈

和福傳方法、方向和成效。我們不能否定前人

殷勤召開兩次福傳會議的效果，聖神領導的教

會，仍需我們以專家提供的數據，群策群力，

以便更明確地檢視我們的台灣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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