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播是為建立真實的相遇文化而服務」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越變越「小」的世界。正因如此，我們全體似乎更加

容易比鄰而居。交通與傳播科技的發達，使我們彼此更加緊密，更加息息

相關，甚至全球化也使我們更加互相依賴。但是，分裂，有時是極深的分

裂，依舊存在於我們人類家庭當中。從全球的角度，我們看到富人的鉅富

與窮人的赤貧之間，是令人憤慨的鴻溝。通常我們只需要走在城市街頭，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對比，一邊是流浪街頭的遊民，一邊是商店櫥窗燦亮的

燈光。我們已太習慣見到這樣的景象，以至於不再令我們感到不安。我們

的世界正承受許多形式的排擠、邊緣化與貧窮，更別提混合了經濟、政治、

意識形態的種種衝突，而不幸地，甚至也包含宗教因素所帶來的衝突。  
 

在這樣的世界裡，媒體可以幫助我們感覺彼此更靠近，創造人類家庭的一

體感，這一體感能啟迪給我們精誠團結，激發我們為保障全體人類更有尊

嚴的生活而認真努力。良好的傳播幫助我們更靠近，更了解彼此，並且最

終在合一中成長。分隔我們的圍牆是可以被粉碎的，但我們一定要準備好

去聆聽對方和彼此學習。我們需要透過種種對話，解決我們之間的分歧，

這會幫助我們彼此了解、相互尊重。一種「相遇的文化」要求我們不只願

意去給予，也要願意來接受。媒體在這方面可以給予我們大力的援助，特

別是今天，人類溝通的網絡已達到前所未有的進展。尤其是網際網路，能

為團結互助與彼此相遇提供無限的機會。這真是件好事，是來自天主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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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  
 

這不是說，沒有一些問題存在。資訊流通的速度，超出我們反省與判斷的

能力，無法帶來較為平衡、準確的自我表達方式。眾說紛紜的各種意見，

可以被視為是助力，但也可能使人自我封鎖在只肯定自己的想法、希望，

或政治與經濟利益的各種資訊背後。擁有傳播的世界，可以幫助我們拓展

知識，也可能讓我們迷失方向。對數位聯繫的渴望，也會產生使我們與最

靠近的鄰人隔離的作用。我們不該忽略這個事實：那些不論什麼原因無法

享用大眾媒體的人，常遇到被人遺忘的情況。  
 
雖然這屬事實，但不足以構成拒絕大眾媒體的理由；這反而些提醒我們，

傳播終究在於「人」，而非科技的成就。那麼，在一個數位環境中，究竟是

什麼能幫助我們在人道與相互了解上有所成長呢？舉例來說，我們需要找

回一種審慎和冷靜的態度。這樣的態度需要時間，需要聆聽與靜默的能力。

如果我們想要了解與我們不同的人，也要有耐心。人們只有在不是單單被

容忍，而是真正被接納之時，他們才會完全地表達自己。如果我們真正專

注地聆聽他人，我們會學到以不同的眼光看世界，開始欣賞人類經驗在不

同文化與傳統中顯現出來的多姿多采。我們也會學著，更全面地來欣賞基

督信仰所鼓勵的重要價值觀，例如，基督信仰對人的看法、家庭與婚姻的

本質、宗教與政治場域適當的分際、團結互助與上下輔助（subsidiarity）

的原則，以及其他許多價值。  
 
那麼，傳播要怎樣去為真實的相遇文化服務呢？我們身為主的門徒，在福

音之光的啟迪下和他人相遇，又是什麼意思？儘管我們自己有限度和受到

罪的影響，我們要怎樣真正地和彼此更加靠近？這些問題，歸結起來，就

是一位經師──一位傳訊者──曾問過耶穌的：「誰是我的近人？」（路

10:29）這個問題可以幫助我們，用「鄰近」這一角度來看傳播。我們可以

把這個問題改寫成這樣：我們如何利用傳播媒體，在數位科技打造的新環

境下，彼此變得鄰近？我在善良的撒瑪黎雅人這個比喻裡找到了答案，這

也是一個與傳播有關的比喻。那些行傳播的人，實際上，也成為近人。善

良的撒瑪黎雅人，不只是靠近了在路邊半死半活的那位；他還為他負起了

責任。耶穌轉移了我們理解的核心：不只該「視人若己」，更要能「視己若

人」。傳播真正的目的，在於使人明瞭我們大家都是人類的一分子、天主的

子女。我喜歡將傳播的這種力量定義為「使人變得鄰近」。  
 

當傳播主要的目的成了推廣消費，或者操縱他人，我們就在面臨一種粗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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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略，猶如比喻中那個人被強盜擊傷、棄置路邊所遭受攻擊。肋未人和

司祭沒有將他看作近人，視他為陌生人而保持距離。那時候，是因為宗教

儀式取潔方面的規定，限制了他們的反應。今天，則有一種危險，就是某

些媒體侷限了我們有所回應，以至於我們無法看見自己真正的近人。  
 

在數位科技的公路上，只是當個過路、保持「連線中」的人，這是不夠的；

連結需要在真正的相遇中成長。我們不能各過各的，與外隔絕。我們需要

去愛和被愛。我們需要關懷。媒體的運作策略不保證傳播出真、善、美。

媒體世界也應該要關注人道，也有使命去呈現出人情。數位世界也可以成

為富於人道的環境，不再只是用電纜，而是由人構成的網絡。媒體的中立

只是一種外貌；唯有在傳播訊息的過程中，走出自身之外的那些人，才能

夠確實為他人表達真相。個人的委身才是傳播工作者可靠的基礎。藉由網

路，基督徒的見證得以直達人生邊緣的地帶。  
 
如同我一再說過的，一個走上街頭負著傷的教會，或一個只專注自身的教

會，兩者中必須做出選擇時，我必然選擇前者。「街頭」就是人們生活的地

方、讓教會可以有效地和有情感地觸接他們的地方。數位公路正是其中之

一，是人們聚集的「街頭」，這些人們往往是抱著痛苦、正想尋找拯救或希

望的男男女女。透過網路，基督信仰的訊息可以達到「地極」（宗一 8）。
讓教堂的門保持敞開，也是對數位環境保持開放，這樣，無論在生命何種

處境的人們都可以走進來，而福音也能向外接觸到每一個人。我們蒙受召

叫去體現，教會是所有人的家。我們是否足以能通傳教會的此種形象？傳

播是表達整個教會傳教使命的一項工具；今天，社會網絡是體驗這份召叫

的一種方式──去發現信仰的美、與基督相遇的美。在傳播的領域，我們

也需要一個能夠帶來溫暖、鼓舞人心的教會。  
 
有效的基督信仰見證，不是用宗教的訊息對人們疲勞轟炸，而是願意向他

人開放，「耐心並尊敬地回覆他人在尋求真理與人生意義時所遇到的問題與

疑惑」（本篤十六世，2013 年第四十七屆世界傳播節文告）。我們只要回想

一下厄瑪烏門徒的故事。我們必須能和今日的男女對話，了解他們的期待、

疑慮與希望，把福音帶給她們，也就是耶穌基督自己，降生成人的天主，

死而復活，從死亡和罪惡中釋放我們的那一位。我們被挑戰要成為具有深

度的人，專注於我們周遭所發生一切，在靈性上保持警醒。交談，這意味

著去相信「他人」所說的總具有某些價值，並且去思考他／她的觀點和角

度。與人交談，不是否定自己的想法和傳統，而是不堅持只有自己的想法

和傳統才是正確或絕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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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善良的撒瑪黎雅人，那位替受傷者在傷口處抹上酒與油、加以包紮的這

個圖像鼓舞我們。讓我們傳播的訊息成為紓緩疼痛的油膏和使心靈雀躍的

美酒。願我們帶給他人的光不是來自妝扮和特效，而是來自我們對那些受

了傷、被丟在路邊的人所表達的愛與仁慈。讓我們勇敢地成為數位世界的

公民。教會必須關心，也必須出現在傳播的世界，好能和今天的人們對話，

幫助他們與基督相遇。她必須成為站在他人身旁的教會，能夠陪伴著每一

位在旅途上的人。傳播媒體與資訊科技上所發生的革命，代表了一項重大

而令人興奮的挑戰；願我們用嶄新的活力與想像力，在試著與他人分享天

主的美善時，回應這項挑戰。  
 

2014 年 1 月 24 日於梵蒂岡  
聖方濟‧沙雷慶日  
 

教宗方濟各  
 
台灣地區主教團宗座大眾傳播委員會   恭譯  

台灣地區主教團   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