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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社會訓導 

 
 

夏志誠 





 
學生輕生 
 
• 自2015年9月1日至2019年1月14日，共有140名學生輕生。 

 
• 2015年 整體    1022      19歲以下     23 
• 2016年 整體      954   19歲以下     24 
• 2017年 整體      916   19歲以下     36 
• 2018年 整體                   19歲以下     30 





社會公義尋求什麼？ 

(1)觀察生活中制度的部份， 

針對造成利益不均的現象提出： 

(2)批判和  

(3)倡議改革 



什麼目的？ 
• 並非以改善政治或經濟為最終目的， 
• 而是努力在此世呈現天國的面貌； 
• 並非基於意識型態 (自由、平等、博愛等)， 
• 而是基於天主與人的關係。 

 



教會干預政治？ 
• 耶穌看破他們的惡意，就說： 
• 「… 拿一個稅幣給我看看!」 
• … 耶穌對他們說：「這肖像和名號是誰的?」 
• 他們對衪說：「凱撒的」。 
• 耶穌對他們說： 
• 「那麼，凱撒的，就應歸還凱撒； 
• 天主的，就應歸還天主。」 (瑪22:18-21) 

 

教會干預政治？ 



教會與人同行！ 
• 我們這時代的人們，尤其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 
• 所有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 
• 亦是基督信徒的喜樂與期望、愁苦和焦慮。 
• 凡屬於人類的種種， 
• 在基督信徒心靈內，莫不有所反映 …  
• 教會深深感到自身和人類及其歷史，具有密切的聯檕。 

(1965年，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1) 



 
倫理訓導範圍有轉變？ 
  工業革命前：家庭 
• (個人道德、性與婚姻、人際關係等) 

 
 工業革命後：社會  
• (貧富懸殊、政府角色、政經制度等) 

 
 資訊革命後：世界  
• (國際關係、普世和平、生態環境等) 
 

家庭 

社會 

世界 



什麼是社會訓導文獻？ 
• 自1891年以來， 
• 歷任教宗針對各時代的社會問題 
• 而頒佈的通諭及公函的統稱。 

 
• 從基督信仰的角度， 
• 強調「人性尊嚴」， 
• 提供基督徒及社會各界 
• 在面對社會問題時應有的原則。 



 
有什麼原則？  
 

1/ 人性尊嚴： 
 每個人都是按天主的肖像受造， 
 享有無可比擬的尊嚴及獨特的價值。 
 
2/ 公益： 
 為使個人及團體得以更充份和更容易達到自身的滿全， 
 而須具備的所有社會條件；即對所有人及整個人的善。 

 



 
有什麼原則？  
 3/ 團結互助： 

 人類彼此依賴，休戚相關； 
 人與人應互相合作和分享資源。 
 
4/ 上下輔助： 
 高層的社會組織必須對低層的社會組織採取輔助態度， 

 給予支持、推動和發展上的幫助。 
 
 

 



這些原則落實在什麼主題上？ 
1. 確立人性尊嚴 

 
2. 捍衛工作價值 

 
3. 鼓催團結關懷 

 
4. 維護家庭地位 

 

5. 批判政經制度 
 

6. 優先關懷貧窮 
 

7. 促進世界和平 
 

8.  關愛受造眾生 
 



主題 1.：確立人性尊嚴 

• 人是天主的肖像，基督所救贖，聖神的居所 

• 尊重生命由懷孕之始，直到自然死亡的一刻 

• 抗衡物質主義、反對殺害生命、將人物化  
 



主題 2.：捍衛工作價值 
• 人透過工作賺取生活所需， 
• 參與創造，建設愛和公義的社會，實踐自我。 
• 工作絕不是純粹的商品；  
• 人也不是龐大機器中的一粒小螺絲釘。 

 
• 關注具體工作條件和環境：合理工資、工時， 
• 組織工會，和參與社會經濟生活等。 



主題 3.：鼓吹團結互助 
• 人類不能離群獨處，天主造人不但使人互維關係， 
• 而且期望人建立密切的關係，休戚相關，分享所有； 
• 因為大家彼此連繫和彼此負責， 
• 故重視人與人、國與國之間的合作和伙伴關係。 

 



主題 4.：維護家庭地位 
• 肯定人的社會性， 

• 指出人性必須在團體中才能圓滿成長。 

 

• 家庭是公益的核心， 

• 政府有責任促進對家庭友善的政策， 

• 社會應為家庭服務， 
• 抗衡個人主義。 

 
 

 



主題 5.：批判政經制度 
• 不正義的結構使人受壓迫不能獲解放， 
• 以至整個社會得不到發展，成為經濟勢力下的犧牲品， 
• 因此要使人得釋放， 
• 必須結合仁愛和正義，並透過行動實踐。 

 
• 改變人心，使人意識到結構性問題的存在和影響， 
• 以及改變有阻愛德的制度結構，同樣重要。 

 



主題 6.： 優先關懷貧窮 
• 由於貧窮者較無力保衛自己的權利， 
• 故要特別照顧和關心他們， 
• 使他們成為社會的積極參與者， 
• 從而令每一個人更能公平和諧地參與； 

 
• 中產和富者應反省及改變 
• 自己的生活態度和方式。 



 
主題 7.：促進世界和平 
 
• 明確譴責戰爭和屠殺， 
• 指出軍備競賽並非鞏固和平的穩妥途徑。 

 
• 和平不只是不作戰，更不在於獨裁鎮壓， 
• 而是名副其實使人權獲保障、人們互相信任、征服貧困、
發揮道德和精神生活、肅清不義等。 

• 和平在於恢復天主聖意中的秩序，使人奉行正義的原則。 



主題 8.：關愛受造眾生 
- 我們希望留給那些後我們而來的人、 
- 正在成長的孩子們一個怎樣的世界？ 
(2015年，《願祢受讚頌》160) 

 



靈修是什麼？ 
• 因體會天主藉耶穌基督所通傳的愛， 
• 而願意彼此相愛。 

 
• 理性認同  心靈塑造   
• 生活抉擇  止於至善！ 

 



關社靈修是什麼？ 
• 因體會天主藉耶穌基督所通傳的愛， 
• 尤其對最小兄弟姊妹的愛， 
• 而願意以他們為焦點，彼此相愛。 

 
• 過程：不是抗爭，而是相愛 
• 行動：團結關懷、休戚與共 
 

 



怎樣的靈修操練？ 
• 讀經：天主聖言、教會傳承(尤其社會訓導) 
• 祈禱：行動中的默觀者，默觀中的行動者 
• 分享：在團體中實踐悔罪和寬恕  

 
 



關社靈修的目標(客體) 
• 在此世呈現天國的面貌， 
• 建立一個更公義、友善、和諧的世界； 
• 因此，不是彰顯自己，而是彰顯天國(真理與愛德)。 
• 要戰勝的不是施暴者，而是施暴的制度； 
• 成功不在於打敗施暴者， 
• 而在於贏取對方， 讓他自願改變。 

 



關社靈修的目標(主體) 
• 自身的轉化： 
• 無用的僕人 
• 上主的先知 
• 負傷的治療者 

 



我是誰？ 

•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 
 

 



我要做什麼？ 

•派遣我 … 
•向貧窮人傳報喜訊， 
•向俘虜宣告釋放， 
•向盲者宣告復明， 

•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 
 



我要做什麼？ 

•派遣我 … 
•向貧窮人傳報喜訊， 
•向俘虜宣告釋放， 
•向盲者宣告復明， 

•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 
 



我要做什麼？ 

•宣佈上主恩慈之年。(路4:18-19) 
 



完成了！(若19:30) 
 



燃點燭光   守護希望 



結語 
• 真正的信仰從來都不是舒適的或完全個人的， 
• 總會牽涉深深的渴求要改變世界、傳遞價值， 
• 即使離世也要為世界留下比先前更美好的局面。 
(2013年，教宗方濟各《福音的喜樂》勸諭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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