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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教會有很多訊

息需要讓教友知

道，我們也希望教外人

士知道教會是怎麼一回

事。可是我認為教會現在所用的方法是很落伍

的，非常沒有效率，成本卻又很高。

我的第一個建議是，希望各教區蒐集所有

教友的電子郵件信箱，主教有什麼話、本堂神

父要告訴堂區教友的訊息，都可以利用電子郵

件。教會有很多慈善機構，這些機構都需要善

心人士捐款，我們至少應該讓教友知道這些機

構的存在。我知道很多新竹的教友不太了解新

竹教區在啟智方面的貢獻，也不知道教會辦了

很多安置機構。我向他們介紹後，他們都願意

捐款，畢竟是教友，總會想替教會做些事。如

果用電子郵件向教友們宣傳教會所做的工作，

他們當然會願意幫忙的。

教會現在有些刊物，這些刊物的印刷費用

是不少的，郵寄的費用也高。如果改成電子刊

物，以電子郵件寄出，一定會節省很多經費。

而且教會也可以鼓勵教友們將這些刊物再轉

寄出去。

教會現在有彌撒直播，這是相當好的。我曾

經將直播影片傳給一位已經不進堂的冷淡教

友，他大為感動。主要是當他聽到一些聖歌，

使他決定又回去參與彌撒了。如果教區有所有

教友的電子郵件信箱，就可以使很多冷淡的教

友，在影音平台上恢復信仰。

所以，我也建議教會善用影音平台，教會應

該盡量地製作各種影片，上傳到影音平台上。

當然也不妨介紹教會的聖歌，古老的葛利果聖

歌在YouTube上是有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這
是天主教會的聖歌。教會實在應該成立一個專

門單位，想出各種點子來使大家知道與天主教

會有關的好的事情，音樂是其中之一。

天主教會有一個特色，我們是所謂的聖而

公教會，不像很多宗教，多多少少有地區性。

因此，教會實在應該多多利用這一點。舉例來

說，我們的彌撒中的〈上主求祢垂憐〉，單單

這首聖歌的中文版就有很多種，都很好聽。

葛利果聖歌的版本當然也有，西方國家也有

各種語言的。教會在台灣也可以錄製原住民

語言的〈上主求祢垂憐〉，也做成影片，上傳

到影音平台上。我相信很多人對原住民文化

感到有興趣，也會因此對教會有

好的印象。

總而言之，我希望教會能夠有一個專門研

究如何利用電腦科技的單位。我們沒有理由

墨守成規，不能突破傳統。我們應該想到一件

事——福音應該要傳給所有人。教會應該努力

使外教人都知道教會的存在，也希望對教會有

好的印象，利用科技絕對是有效的方法。

「像你這樣的人，外面隨便

抓都一大把，要取代你

不過是1秒的事情！」「每天來加班，是想在公

司吹免費冷氣嗎？」「我1個人就可以做你們3

個人的事，可以聰明點嗎？」「心情再差也不

要寫在臉上，因為沒人喜歡看。」這些話是不

是似曾相識？有沒有一些我們曾經聽過，甚至

我們自己也講過的話？這是網路上收集在職

場中經常聽到讓人受傷心痛的話。這些話如果

經常對同事或下屬說，很可能已構成「職場霸

淩」，有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之虞。如果雇主

任由這些事情發生，則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條第2項第3款「雇主對下列事項，應妥為規

畫及採取必要之安全衛生措施：執行職務因他

人行為遭受身體或精神不法侵害之預防。」

職場霸淩可能比多數人知道的嚴重得多，

新聞時常有相關報導。近年來，國內以2018年

成大醫院男技術師疑因職場霸凌，用刀剌傷主

管的護理師，國外則以2007至2010年間，法國

電信至少有35名員工疑因遭到公司系統性的

職場霸凌自殺身亡，爆發示威及告上法院等案

件最為矚目。根據人力銀行在2017年公布的

調查結果，台灣有近7成受訪上班族曾經遭受

霸凌；美國職場霸凌協會（Workplace Bullying 

Institute）在2017年調查也顯示，包括被霸凌或
目擊霸凌的工作者，佔美國工作人口達6成。

《聖經》記載，有一天，法利塞人質問耶穌

及門徒為什麼吃飯前不洗手，耶穌回答說：

「不是入於口的，使人污穢；而是出於口的，才

使人污穢。」（瑪15：11）又說：「那從口裡出來

的，都是由心裡發出來的，這些才使人污穢。因

為由心裡發出來的是惡念、凶殺、姦淫、邪淫、

盜竊、妄證、毀謗。這些都使人污穢，至於不洗

手吃飯，並不能使人污穢。」（瑪15：18-20 ）
我們有時候很容易輕忽這一類言論的傷害

性，以為只是開開玩笑，或者是用強烈的字眼

為讓對方加深印象，好好記住，不要再犯錯。

我們甚至合理化自己，從小聽到大家都這麼

說啊！父母對小孩這麼說，老師對學生也這麼

說，當兵的時候，長官對阿兵哥也這麼說，電

視政論節目這樣說，一些網紅直播主也這樣

說⋯⋯久而久之，大家都習以為常，心靈愈來

愈污穢而不自知。

再者，一句話是否造成傷害，往往不是由說

的人來決定的，而是由聽的人的理解來決定

的，所謂「言者無心，聽者有意」。就像性騷

擾，不是做的人覺得合不合適，而是被騷擾的

人主觀上感覺是否不舒服。

職埸霸凌已不再是個人修養的問題，國家已

立法規範，並要求雇主要承擔相關預防及處理

的責任。《職業安全衛生設置規則》第324-3款
提到，雇主有責任預防勞工遭受身體或精神侵

害，應該採取的「暴力預防措施」，包括適當

調整人力（第3款），建立行為規範（第4款）

與辦理溝通技巧訓練（第5款）。但徒法不足

以自行，尤其是發生在日常的零零星星之中，

不易察覺，也不能隨時設監視器錄影或錄音，

於是，除非情節嚴重，許多人多採容忍態度。

因此，只能從改善職場文化，改變平常溝通的

態度與方式著手。

美國馬歇爾．盧森堡博士認為，人類生下來是

善良的，暴力是成長過程學習來的。我們所做的

每件事都是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別人對我所

做的事，只是他們所知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所能

做的最好方式，但有人採取了悲劇、傷害別人的

方式來滿足他的需要。因此，他發明了善意溝通

（非暴力溝通），當我們有意識地使用語言，不

帶責難地真誠表達自已，過濾評論地聽和理解

他人，能同理彼此的感受與需要，就容易找出可

以合作的解決歧見或衝突的方法，增進連結。

締造和平是基督徒的使命，善意溝通是預防

職場霸凌的疫苗，就從你我、從今日開始。

出於口的 才使人污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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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實在要好好利用電腦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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