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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傳非勸人改教

本地教會正進行第3次全國性

牧靈福傳會議，第1次於

1988年舉行，教友時代來臨；第2次是2001

年，新世紀新福傳；事隔18年舉辦第3次，

焦點在堂區團體。此次福傳大會分三階段進

行：第一階段於今年10月及11月在各堂區

進行；第二階段於2020年3月、4月和5月舉

行，屬全教區性會議；第三階段於2020年8

月舉辦全國性大會。由下而上的研討會值得

期待，不過，由內而外的實踐才有成果。

教宗方濟各在各場合論及福傳時，一而再

地指示教會要「走出去」，亦即「向外」福

傳。在台澎金馬的實況，教友人口比極少，

教會一「走出去」，直接面對的就是信佛的

和拜拜的，面對外教人要如何福傳呢？教

宗於今年《世界傳教節文告》說道：「我

們不強迫他人改教」，英文是「we do not 
practise proselytism」，意思很清楚是，我們
在福傳時不要求他人改變信仰！你是一貫道

就繼續信一貫道，你是穆斯林就繼續信真主

阿拉，這樣的福傳有何成效可言？有助於教

會的成長嗎？

有兩位徒弟鬧意見，徒弟A私下向師傅
解說自己的觀點，師傅回答道：「你說的

對」。隔日，徒弟B也前來向師傅表達自己
的觀點，師傅回答道：「你說的對」。徒

弟C前來向師父質疑：「師傅是非不明，怎
麼對AB徒弟都說對？」師傅回答徒弟C道：
「你說的真對」。師傅並非毫無主見、是非

不明，亦非鄉愿迎合。原來徒弟們是生活在

東西南北的平面現實中，往東與往西確實背

道而馳，各持己見，水火不容。師傅卻是立

足於超然的上上界，地球是圓的，往東與往

西終將碰面。生活於超俗的上界，必然殊途

同歸。台灣與中國的兩岸關係，處於「台

獨」與「統一」毫無交集的撕裂中；然而，

若提升至「地球是圓的」境界，兩岸皆向上

提升，必然殊途同歸。只是這「向上提升」

的智慧，究竟為何？

再以聖方濟為例，他的一生（1182 -
1226），正值十字軍東征的第3次至第5

次。1219年，方濟也以「東征」的姿態前

往穆斯林佔據的巴勒斯坦地區去福傳，十字

軍荷槍帶刀要去作戰，要將聖地由穆斯林手

中搶奪回來；然而，方濟手無寸鐵、一身破

舊，要前往殉道。方濟一到巴勒斯坦地區，

立即被伊斯蘭軍隊捉拿，押送到當時的統帥

蘇丹王面前；方濟毫無畏懼地表明自己是萬

軍上主的使者，大膽地介紹天主的慈悲大

愛，宣講耶穌基督救贖世人的偉大奧蹟。方

濟的純樸、喜樂、虔誠等特質，深深感動蘇

丹王，不但未受到傷害，反而成了蘇丹王的

好朋友。蘇丹王說：「我喜愛聽你講道，然

而我是領袖，我不可能背離伊斯蘭教的。」

在方濟離去前，蘇丹王贈送方濟許多銀錢及

珍寶，方濟婉謝，不帶走一分一毫，蘇丹

王訝異地說：「這世上怎麼有不愛錢財的

人！」

方濟這一次的福傳是成功或是失敗呢？表

面上沒有歸化蘇丹王加入教會，似乎毫無成

就可言；然而，方濟的善表造就了方濟會士

在耶穌的故鄉──聖地留守，服務了800年

迄今。

原來，福傳的真諦在於以宣講、愛德善

行、虔誠、寬恕等，幫助所有的人包括自己

在內，更認識天主的偉大和慈悲，更深化與

天主的歸屬關係。不論各宗各派都是我們宣

揚天國福音的對象，各宗各派不需改變自己

的宗教信仰，然而都有責任向上提升，活出

各宗教的真精神，相信殊途同歸，都將共同

回歸天父，共享天國的真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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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張英陣（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今年8月底臨時受邀

到北京參加一個

公益論壇，短短不到兩整天的行程，除了論

壇之外，沒有太多的行程安排，倒是在飯店

內看了一部發人深省的電影──《最佳敵

人》。

這是一部2019年的電影，描述1960-1970
年代美國的一位女性黑人人權運動者和一位

三K黨的男性白人領導者的真實故事。這兩
人生活在同一個小鎮，長期因種族議題水火

不容。在一次，處理黑人小學生是否進入原

是白人的小學就讀之爭辯中，彼此多了一些

包容與了解。最後，兩位衝突對立的敵人成

為好夥伴，長期投入於促進種族融合的社會

倡議工作。

在觀賞這部電影的過程中，我的內心隨著

劇情起伏不定，時而憤怒，時而悲傷，但最

後有種寬心的慰藉。憤怒的是為什麼有人因

為種族的偏見就能殘忍地傷害他人；悲傷是

那些因種族歧視而受傷害的人，甚至那些同

情黑人的白人也一樣受到迫害。令人慰藉的

是原本對立的敵人，終能共同為族群和諧而

奮鬥。

曾在國外生活過一段時間，雖然我身邊的

白人朋友大都很友善，但在日常生活中也親

身感受到種族歧視給人帶來的不悅；也很慶

幸在我懂事以來並沒有感受到台灣激烈的族

群衝突，不過對原住民族和新住民的歧視亦

不容否認其存在。

雖然沒有明顯的族群衝突，但是不同意識

形態的對立與歧視，則是破壞台灣社會和諧

的主要亂源。社會歧視的衍生是因為我們不

「承認」他人的存在，對於他人的言行均給

予負面的評價。哲學家黑格爾認為「承認」

（recognition）蘊含著愛與寬恕；「承認」
是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以及重新定位自

己和他人的關係。《瑪竇福音》第4章第17

節：從那時起，耶穌開始宣講說：「你們

悔改罷！因為天國臨近了。」這裡所講的

「悔改」其原意是「蛻變」（metanoia)，意
即思想與行動的改變。

原本是激烈衝突的敵人，之所以能成為追

求正義的好夥伴，是因為有了愛與寬恕，雙

方都努力蛻變，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願意

改變自己的想法與作為，承認彼此的存在。

當今社會的紛擾，來自不同意識形態群體

之間彼此無情的否定他人，部分激情的民眾

附和加入戰局讓仇恨的情緒擴散得更廣；稍

具理性的人因而心寒而對公共事務冷淡。期

待不同想法的團體能謙卑的「悔改」，用愛

與寬恕讓自己「蛻變」。如黑格爾所說，承

認是一種相互主體性，承認他人的存在，也

才能凸顯自己的存在。

誰是最佳敵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