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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

第四屆世界窮人日文告

常年期第 33主日

2020年 11月 15日

「應向窮人伸手施惠。」（德七 36）

「應向窮人伸手施惠」（德七 36）。古時的智慧使這句話成為

人生中應遵守的金科玉律，時至今日，依然切合現實，並有助我

們專注重要的價值，並打破冷漠的藩籬。貧窮總有各樣不同的面

貌，每一種情況皆屬特殊，不但引人關心注意，又使人有機會與

主耶穌相遇，因祂常臨在祂最小的弟兄姊妹身上。（參閱：瑪廿

五 40）

1. 讓我們翻開聖經舊約中的德訓篇，其中的話語，多出於一位

約早耶穌基督兩百年誕生的智者。他尋求智慧，好使世人更臻完

美，並能窺探人生諸事的意義。當時，以色列子民正面臨嚴峻的

考驗：由於遭到外來強權的統治，飽受艱難困苦。他們的信德，

由於根植於歷代祖先的傳承，格外堅強，因此立刻投奔天主，求

祂給予援助，恩賜智慧，而天主有求必應。

在這部書的開端裡，作者就針對生活中所要面對的種種具體情

況，提出勸告；其中之一就是貧窮。即使在缺乏困頓之中，我們

仍堅持要信賴天主：「在災難中，不要慌張。應靜心等待天主的

照顧，與天主保持聯繫，總不要離棄祂，好使你至死充滿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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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降到你身上的，你都要接受；在痛苦中，你要忍受；在各種困

苦中，你要多多忍耐；因為金銀應在火裡鍛煉，天主所喜悅的人，

也應在謙卑的火爐中鍛煉。你只管信賴天主，祂必扶持你；你應

修直你的道路，要仰望祂，要保持敬畏祂的心，至死不替。你們

敬畏上主的，要等待祂的仁慈；不要離開祂，免得跌倒。」（德

二 2~7）

2. 當我們逐頁閱讀下去就會發現，作者因著和天主密切的往

來，對於如何待人處世，提出一套寶貴的建言。這一位受造界的

創造者和愛護者，行事公正，細心照料祂的每一個子女。由於凡

事不斷地徵詢天主，看待人的角度反而更加實際，因為天人兩造

是密切相關的。

這層關係，由本文告的標題，可以清楚看出（參閱：德七 29~36）。

向天主祈禱，以及予以窮人和受苦的人精誠關懷，兩者不可分

割。為了使天主悅納我們的讚頌與祭獻，我們必須承認，即使是

最卑貧鄙劣的人，也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創造。天主因我們有此

意識，使降福的恩賜藉著我們對貧窮的人慷慨大方接踵而至。因

此，我們不能因為要時間去祈禱來當作藉口，而不去照顧有需要

的近人。事實上，應該與此相反：我們的祈禱必須加上對窮人的

服務，天主的祝福才降臨到我們身上。

3. 這古時的教誨，時至今日，對我們而言依然切合現實！的確，

天主的聖言跨越時空、宗教與文化。慷慨大方的精神，使軟弱的

人得到支持，使哀傷的人得到安慰，使痛苦的人得到緩解，並使

失去尊嚴的人得以恢復，幫助人度全人的生活。照顧窮人，並滿

足他們的許多不同需要，不應受時間、個人喜好、團體牧靈計畫

或社福計畫的影響。天主的恩寵所蘊藏的力量，不應受凡事以自

身為優先的自私傾向所限制。

要將我們的目光集中在窮人身上，並非易事，但為了給我們個人

生活和社會脈動指出方向，卻勢在必行。這並不在於運用花言巧

語，而在於受天主賜下的愛德所激勵，具體的付出。每年的世界

窮人日，我都會重申這個在教會生活中的根本真理，因為窮人將

會一直與我們同在，幫助我們歡迎基督臨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參閱：若十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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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每一次與貧困人相遇，都不斷地挑戰我們，令我們深自檢討。

我們應該如何消除、或至少緩解他們被邊緣化的情形，並減輕他

們的痛苦？我們如何能針對他們的精神需要給予協助？基督信

仰團體受召投身參與此類經驗分享，責無旁貸。為能幫助窮人，

我們自身也需要活出福音勸諭中的神貧。當人類大家庭中的任何

一分子落單，不見其人影，我們不能以為「沒問題」。不論何時何

地，許許多多一眾貧窮男女和孩童們所發出的無言吶喊，天主子

民應該為此挺身而出，使他們得以發聲，並捍衛他們的權益，與

他們齊心合力，共同面對滿是虛情假意的世面和諸多未能實踐的

承諾，並邀請他們參與團體生活。

教會當然無法對此提供全面性的解決方案；然而，靠著基督賜予

的恩寵，她能作見證、實踐愛與分享。此外，她感覺有義務要為

那些缺乏生活日用基本所需的人們發言。提醒眾人公共利益所具

有的重要價值，是基督信徒的首要責任；他們致力於確保沒有任

何人的尊嚴因基本需要未能得到滿足而受到損害。

5. 我們有能力伸手施惠，這也表示我們天生就有能力踐行賦予

生命意義的一切行為。我們每天不知目睹多少人伸出援手！可惜

的是，生活的狂熱步調將我們捲入冷漠的漩渦之中；多少人在我

們周圍慷慨大方地默默行善，我們卻不再細數。通常總在我們的

生命遭遇危難時，我們才真正打開雙眼，看見「鄰家聖人」的良

善，他們「就在我們周遭生活，反映了天主的臨在」（《你們要

歡喜踴躍》宗座勸諭，7），卻未受傳揚。在報章雜誌、網際網

路和電視螢幕上充斥著各種負面的新聞，甚至使人相信邪惡正當

道！但事實並非如此。誠然，惡意與暴力、濫權與腐敗，仍所在

多有；然而生命中也交織著付出尊重的行動和慷慨大方的行為，

不僅能彌補罪惡，更能啟發我們再接再厲，使我們心中充滿希望。

6. 伸出的手是一個標記，使人立刻聯想到親近、精誠團結與愛

心。最近這幾個月，全世界為新型冠狀病毒所肆虐，帶來痛苦和

死亡、失落和困惑，然而，我們也目睹更多人伸手施惠！醫生們

伸手照顧病患，試著要找到正確的治療方法；護士們伸手看護病

人，工作往往超時；行政人員伸手尋求管道，為能盡量搶救人命；

藥劑師甘冒個人風險，伸手接應大眾的緊急需求；司鐸們伸手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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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病人，內心強忍著傷心難過；志工們伸手幫助街友和饑民；眾

多男女伸手提供服務，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安定人心。還有更

多其他人們伸手接二連三地完成各樣善行。他們每個人都伸手不

顧感染的危險和克服恐懼為給予支持和安慰。

7. 這次的疫情乍然來到，出乎意料，令我們措手不及，使人大

感無力，頓時失去方向；然而，我們對窮人的援助，卻未因此停

止。我們反而更加注意到窮人在我們當中，在他們有急需時，要

給予支持。實踐愛德和慈悲善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必須經

過不斷的組織和訓練，但首先必須要意識到，我們自己是多麼需

要有人向我們伸出援助之手。

這次的經驗使許多我們本有的許多假想受到質疑。我們因為感受

到自己的限度，以及自己的自由受到約束，會更覺得匱乏和不

足。失去工作、失去與親朋好友接近的機會，反而突然地打開我

們的眼界，不再視一切為理所當然。我們在靈修上和物質上所累

積的財富，其價值受到重新檢討；我們因此感到恐懼。當我們留

在家裡，處身於寧靜中，我們會重新發現簡單度日，以及返璞歸

真的重要性；我們也發現，對於兄弟情誼，我們必須有嶄新的理

解，為能彼此幫助，互相尊重。現時正是大好時機，「我們必須

重獲人類彼此需要這信念，我們對他人和世界有共同負擔的責

任。（……）。我們飽受了道德敗壞及對倫理、良善、信仰和真

誠的冷嘲熱諷。（……）。若社會生活的根基受到腐蝕，剩下的

就是利益衝突的鬥爭、新形式的暴力和殘酷，及阻礙了真正愛惜

環境的文化成長」（《願祢受讚頌》，229）。簡而言之，除非

我們重新意識到對近人和每一個人所應有的責任感，嚴重的經

濟、財務和政治危機仍將繼續。

8. 眾人都是人類大家庭的一分子，因此今年的主題：「應向窮

人伸手施惠」是一個邀請，以呼龥一眾男女能夠對此負起責任，

投身參與。它鼓勵我們去背負最弱小者的重擔，一如聖保祿所

言：「惟要以愛德彼此服事。因為全部法律總括在這句話內：『愛

你的近人如你自己』。（……）。你們應彼此協助背負重擔，這

樣，你們就滿全了基督的法律」（迦五 13~14；六 2）。聖保祿

宗徒教導我們，因著耶穌基督死而復活所獲得的自由，我們能負



5

起責任，為他人服務，特別是為那些最弱小的弟兄姊妹。這不是

一個自由選項，而是我們所宣認的信仰的一個真實記號。

在此，德訓篇可以給我們提供協助，並運用引人發想的圖像，告

訴我們支持最弱小弟兄姊妹的具體方法。首先，本篇要我們同情

那些憂傷的人：「不要終止哭弔的人」（德七 38）。疫情期間，

我們被迫嚴格隔離，甚至無法去探望和安慰那些痛失摯愛的親朋

好友們。德訓篇的作者也說：「看望病人，不可怠慢」（德七

39）。在我們不能夠去親近那些受苦的人的同時，我們也更加地

意識到自己生命的脆弱，而天主聖言絕不要我們安於現狀，反而

不斷地催迫我們作出愛德行動。

9.「應向窮人伸手施惠」這道命令，正挑戰著那些造成貧窮，但

面對這現象卻無動於衷，寧可袖手旁觀的人們。他們總是漠不關

心，憤世嫉俗。與上述那些慷慨大方伸手施惠的人們相比，實在

是天淵之別！事實上，他們伸手是為操縱電腦鍵盤，使得一筆筆

的款項，從世界的一端轉移到另一端，為使極少數人致富，卻導

致上千萬人一貧如洗，甚至令某些國家全面陷入經濟絕境。有些

人伸手是要販賣武器來生財致富，甚至賣給兒童使用，另外有些

人卻伸手散播死亡與貧窮。有些人在暗巷中伸手進行能令人喪命

的毒品交易，為求財致富並及時行樂，奢華度日。另有人伸手進

行非法利益輸送，要不勞而獲、牟取暴利。另有些人位居政界要

津，伸手是要制定法令，但自己卻不遵行。

在上述種種情境之下，「此廂被排擠者仍在痴待，另一廂已將冷

漠全球化，只為支撐以排擠為主的生活風格，或持續熾熱自私自

利的理念。結果我們還未來得及醒覺，便失去同情心，對窮人的

呼喊無動於衷，對他人的痛苦不會灑淚，總之毫無感覺要幫助他

們，彷彿這一切都是人家的責任，事不關己」（《福音的喜樂》，

54）。除非這些伸手散播死亡的人們得到轉化，成為帶給整個世

界公義和和平的器皿，否則我們不會快樂的。

10. 「你在一切事上，要記得你的末日」（德七 40）。這是德訓

篇第七章的最後一句話，可以由兩種方式去詮釋：第一種方式告

訴我們應該時常記得，自己的生命早晚都有終結。銘記我們的共

同命運有助於我們去關懷那些比我們更窮困、更匱乏的人們，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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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善度一生；第二種詮釋方式告訴我們，我們每個人都在尋求一

個目的或終極目標。這意味著我們的人生是一個計畫、一個歷程。

我們每次行動的目標只能是愛。這才是我們生命旅程的終極目

標，我們不應被轉移目標。這份愛，是分享的愛，是奉獻的愛，

是服務的愛；這份愛，因我們發現自己先為天主所愛、並準備好

去愛，得以展開。當小孩子看到母親的微笑而給予回應，並單單

因為活著就感覺被愛時，這份愛就得以開始實現了。即使是我們

與窮人所分享的一個微笑，都是愛的泉源，是散播愛的一種方式。

那些默然臨在，謙遜給予幫助，只求喜樂地生活出基督徒樣貌的

人，他們的微笑使他們伸出的手變得富於意義。

在我們每日都與窮人相遇的旅程上，有天主之母陪伴。她比任何

人更配得稱為窮人之母。童貞瑪利亞明白卑微人的艱辛困苦，因

為她自己就是在馬廄中生下天主子的。因受到黑落德王的威脅，

她和她的淨配－－若瑟和孩童耶穌一起逃往異地；聖家一家三

口，共同度過數年流離失所的難民生活。願窮人之母俯聽我們的

祈禱，使那些她所鍾愛的子女，以及所有以基督之名服事她子女

的人們，能夠合而為一。讓我們繼續向聖母祈禱，使那些向窮人

施惠的手，在彼此共享和重新尋回的兄弟情誼中，成為愛的擁抱。

方濟各

發自羅馬，聖若望拉特朗大殿

2020 年 6 月 13日，聖師安道司鐸紀念日，在任第八年

（台灣地區主教團 恭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