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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慶幸在父母、

神父與修女的啟

發下，進入了社會工作專業領域，這是協助個

人、家庭與社會解決問題並追求社會正義的

專業。社會工作是一個以價值為基礎的專業，

天主教的信仰和社會訓導對我專業生涯有很

大的影響。Ubuntu和Fratelli Tutti的價值理念不
僅和社會工作的核心價值一致，也是我們日常

生活的價值信念。

「Ubuntu」是2021年世界社工日的主題，
這是非洲社會長久以來口耳相傳的文化價

值。Ubuntu是祖魯（Zulu）族語，在非洲的各
個地區或家庭雖然用語不同，卻都有類似的

概念。這個非洲傳統悠久的價值遭受殖民的

破壞，但1950年後，此一傳統價值再度被重

視。其中曼德拉（Nelson R. Mandela）和圖圖
大主教（Desmond M. Tutu）在南非的人權運
動中倡導此一理念影響甚鉅。就如同圖圖大

主教所言，Ubuntu很難轉譯成西方的語言。
事實上，也很難翻譯成中文，港澳地區有人

譯成「仁愛」，算是很勉強，因為Ubuntu不
是一個詞，而是許多概念的融合。誠如圖圖

大主教對Ubuntu的詮釋：
Ubuntu涉及人性的本質。當我們想高度稱
讚某些人時會說“Yu, u nobuntu”，意思是他

們具有Ubuntu。也就是說他們是慷慨的、好客
的、友善的、關懷的和慈悲的。他們願意分享

所擁有的。Ubuntu同時也指涉我個人的存在
與他人的連結。我們經常說：「人是因為有他

人，才成為人。」我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我屬於

群體，我在群體中參與和分享。

 Ubuntu 在非洲恩古尼（Nguni）語裡指向
人性（humanity）。Ubuntu的人性論有別於西
方自由主義強調理性自主地個體，而是強調

人的本質是「關係」。笛卡爾（Descartes）
的「我思故我在」，代表了西方自由主義的

人性本質觀點；對非洲的Ubuntu而言，「因
為有我們，才有我；所以有我們，故我存

在。」（I am because we are； and since we are, 
therefore I am.）實證研究發現Ubuntu有兩種意
義，一是指人所具有的道德特質，尤其是慷

慨、同理、寬恕和細心體貼等；有時候Ubuntu
是指神性的呈現，讓人為善且遠離惡行。第

二種意義是一種世界觀或哲學觀，指的是人

與人之間相互連結的模式。

對人的稱呼通常代表著我們與對方的關

係，當我們稱呼「眾位弟兄姊妹」時，就是

我們希望和鄰近的及遙遠的人建立親密的友

誼。《眾位弟兄》（Fratelli Tutti）是教宗方濟
各於2020年10月3日所發表的通諭。在這道社

會通諭中，教宗特別重視弟兄姊妹的情誼與

人際之間的友誼。從這次的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中，教宗強調這是全世界的悲劇，更提醒世

人：「我們是一個全球性的團體……誰也不能

獨自得救，我們只能一起得救……我們因而

再次發現大家彼此相屬，而且無法逃避這種

關係——彼此為弟兄姊妹的關係。」他批判許

多人以各種方式建立「圍牆文化」（culture of 
walls），讓人與人之間缺乏交流的機會。個人
主義、追求私利的經濟制度、濫用網路科技及

戰爭，不斷摧毀人類的手足情誼。雖然全球化

使人變得更接近，「但是卻沒有使我們成為弟

兄姊妹」。

Fratelli Tutti和Ubuntu一樣，主張人性的本
質是關係，人際的關係不僅限於建立親密關

係，更應擴及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宏觀關係

（macrorelationships）。人際關係應該是弟兄姊
妹的關係，是建立在以愛為基礎的關係。

「愛」不是名詞，而是個動詞，我們需要將

情感付諸行動，成就他人。當我們愛他人，就

能欣賞他人的價值，就會積極創造他人最美

好的生活。唯有培養人與人之間愛的關係，才

能讓所有人都能擁有弟兄姊妹的情誼，這就

是Ubuntu & Fratelli Tutti的精神所在。

斜槓，一詞源自《紐約時報》

專欄作家麥瑞克．阿爾伯撰

寫的書籍《雙重職業》，阿爾伯

說：「越來越多年輕人不再滿足於專一職業

的生活方式，選擇以擁有多重職業和身分的

多元生活。」這些人用斜槓（Slash，/）來介紹
其一連串的頭銜或身分。另一位紐約的女專

欄作家及諮詢師馬奇．艾波赫的暢銷書《不

能只打一份工：多重壓力下的職場求生術》，

論及多重職業、斜槓族、斜棟族、Slash族、彈
性就業人士等。

在教會裡也有另類的斜槓族，那些熱心

的、活躍的、重要的堂區幹部都有好多頭銜，

一人身兼堂區傳協會主席、教區傳協會理

事、聖母軍區團或支團幹部、基督活力員、主

日學老師、聖詠團、讀經班、其他善會負責人

等，斜槓真多！

確實，在教會的任何場合看到的都是熟面

孔，這是喜抑或憂啊？熱心參與教會活動是

喜，少數人統攬一切是憂，教會凋零更是憂

哉！在教友人數屈指可數的實況下，推派不出

其他人出席活動，這是無奈！再兩個月即將在

輔大召開的全國福傳大會，納悶台灣教會真

的動起來了嗎？出席全國福傳大會者很可能

都是熟面孔，沒有關係，只盼望教會的精英在

聖神推動下，為台灣教會激起福傳熱潮。

福傳是聖職人員的聖召與本職，福傳也是

內在於聖洗聖事及堅振聖事的使命，福傳更

是每台彌撒結束時的派遣。「福傳員」一職原

本都在你我的斜槓中，但願藉著全國福傳大

會的力道，教會上上下下都將「福傳員」的斜

槓往前推，不要落在倒數一二！

「福傳人人有責」是口號，欲使之落實的最

大關卡有二：一者，普遍信友對信仰及教理認

識不深，缺乏向外福傳的自信心；教友們確實

需要再慕道，就如數十年前新加坡教會所發

起的全民再慕道。二者，心裡知道卻不會說，

不知如何向外教人解說我們的信仰和教理，

例如：彌撒是什麼？耶穌為何被釘死？耶穌死

了，為何還有那麼多人要信祂？我們如何用

生活的語言，用外教人聽得懂的話來分享我

們的信仰，來解說我們的教理？挑戰真大！

福傳的起步是隨時隨地在生活中向他人分

享自己的信仰，信手拈來作福傳；當對方認同

我們的信仰之後，持續分享此信仰對自己生

命改變的經驗，再慢慢地引領進入慕道班。能

夠信手拈來分享我們的信仰和教理的教材，

就是我們手的5根指頭，將手一攤，5個指頭

象徵「天、人、信、望、愛」，此「手指五字

訣」可以涵括天主教的全部教理，可以解答

信仰上的任何問題。

如果人人學會「天、人、信、望、愛」五字

訣，人人都將是稱職的福傳員，信手拈來作福

傳，是你我的斜槓人生。

你我的斜槓人生

主筆室Ubuntu & Fratelli Tu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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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