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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友聯合締造和平



一

 每年元旦慶祝世界和平日已是一種習慣。這項慶祝從開始到現在已有二十五年之久的歷史。在此週年紀念日，本人十分自然地想起可敬的前任教宗保祿六世，這位深受愛戴的人物，擁有敏銳的牧靈及富有教學意義的洞識。這項洞識促使他邀請所有「和平的真友人」來共同對這項人類「首要的善事」，加以一番反省的功夫。本人在回憶中，對這位教宗的感激與羨慕之枕，並不減退。

 然而在四分之一世紀後的今天，從整體來回顧這一段時期，也同樣是一件自然的事。其目的在於確定世界上這項和平的壯舉是否有確實的進展，以及近幾個月來所發生的一些悲慘的事件（其中一些仍在持續進展，令人感到遺憾），是否在實質上，是一種退步，從而顯示出我們所面臨的危險何其真實：即是人的理性竟能允許自己被毀滅性的私利，或根深蒂固的仇恨所宰制。同時，各式新民主漸進抬頭，不僅給整個民族重新帶來希望，並且給人們點燃信心，相信國際間的對話能發揮更大的效果，使得大家期待已久的和平歲月，有實現的可能。

 在這光影摻雜的背景裡，本人今年的文告並不在於給諸位提供一份進展報告，或一項判斷，而僅是一項新而出自手足之情的邀請，好讓我們想想目前人類的事件，我們這樣做的目的是將這些事提升到倫理與宗教的遠景中，這樣的遠景是信友應率先以之為生活的依據的。正是因為信仰，信友們蒙召成為和平的使者及工匠，無論個人或團體都是如此。世界彷彿變得越來越小，對於生活於其中的人而言，安全與自由、團結與分享，是每個人共同的渴求。信友們和他人一般，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被召以謙卑和堅忍的心志，去針對這些渴求，尋覓一些適切的回應之道。當然，投身於和平是一項關乎每位善心人士的事，這便是宗座每個文告都以人類家庭所有成員為其對象的理由。然而，這卻是所有明宣信仰神的人的責任，更是以「和平之王」（依九：5）為主，為師的基督徒的責任。




二、和平：其倫理與宗教的本質

 對和平的盼望深深植根於人性之中，並且在不同的宗教裡也可以找到這種盼望。無論是人們對秩序與寧靜的渴望裡，在樂意幫助人家的態度裡，在互相尊敬而來的合作與分享裡，都表達出這種盼望。假如要使這些源於自然法，並由世界各宗教所提出的價值得以發展，便需要每一個人的支持─政治家、國際機構的領袖、商人與工人、協會及個別公民。我們所講的是每一個所擔負的一項確切的責任，對信友而言，更是如此：為和平作證，為和平工作和祈禱，這些都是正常的良好宗教行為。這點也說明為何在不同宗教的經典裡，在論及人的生命及他與神明的關係時，有關和平的章節佔有卓越的地位。譬如，我們基督徒相信耶穌基督做為身懷「和平，而非災禍計劃」（耶二十九：11）的上主之子，是「我們的和平」（弗二：14）；對我們的猶太兄弟姐妹而言，「shalom」（平安）一詞，意味著人與自己、自然和上主之間都處於和諧的狀況中，所表達出來的一種願望與祝福；對回教信徒而言，「salam」（和平，譯者按）一詞極為重要，它成為用來稱呼光榮神聖的名字之一。我們可以這麼說，一種真誠的宗教生活一定能結出和平與兄弟之誼的果實，因為宗教本質便在於蘊育人神之間的一種密切聯繫並促進人與人之間日漸增長的友愛關係。




三、重燃「亞西西的精神」

 我深信各宗教人士對此價值的贊同，五年前，我致函各基督宗教及世界主要宗教的領袖，邀請他們參加在亞西西專為和平而舉辦的祈禱會。對那項有意義的事件，至今記憶猶新，使我在相同的志業中，再度重提信友團結一致的主題。

 來自不同大陸的主要宗教的精神領袖聚集在亞西西城：會議之於和平的普世向度，不管是一項具體的見證，並且確認和平不僅是政治與民主方面手腕靈活的交涉所帶來的結果，或只是經濟利害之間的妥協，而是基本上有賴於洞悉人心、指引全人類腳步的那一位。身為關心人類未來的人們，我們一起齋戒，藉以表達我們對世界上數以百萬計淪為飢饉受害者的同情和與之同舟共濟的精神。身為關心人類歷史事件的信友，我們一起走上朝聖之途，靜靜夢想我們共同的根源和共同的命運，我們的限度和責任，以及所有在需求之中期盼我們予以幫助的兄弟姐妹的祈禱與期望。當時我們以祈禱和那些顯出我們對世上和平的堅決獻身所做的一切，現在我們必須繼續做下去。我們必須培養真正的「亞西西精神」，這不僅是出於一種責任，忠信而前後一致，而且也為未來的世代提供一項希望的原由。在聖方濟，這為亞西西窮人的小鎮裡，我們開始了一條共同的旅途，這條旅途，我們現在必須走下去。顯而易見的是：確實，這並不排除人們著手去尋找其它途徑及新方法，以獲得建立在精神基礎上的和平，使之穩如泰山。




四、祈禱的力量

 然而，我們欲設想使世界終能成為一處和平的居所，那麼在訴諸於人類資源之前，我希望再度肯定祈禱的需要：密集、謙卑、具有信心、以及持之以恆的祈禱。為能懇切地祈求並獲得和平，禱告是人們所需要的最佳能力。對於所有愛好和平，並渴望按自己的可能性及在他們生活的種種情況中促進和平者，祈禱給人勇氣支持。祈禱不僅讓我們開放，與至高者相會也讓我們能與周圍的人相遇，幫助我們與每一個人建立關係─一種不存歧視而又帶有尊重、瞭解與敬愛的關係。

 宗教情操以及祈禱的精神，不僅幫助我們於內在方面，有所成長，而且也照亮我們的心靈，使我們了解我們臨在於此世的真實意義。我們也可以說，宗教向度鼓勵我們為建設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投入更多的心力，讓和平在這樣的世界中，統轄一切。

 祈禱是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最有效的連繫：藉著祈禱，信友在一個層次上彼此相遇，換言之，在天主，眾人之父前，人們得以克服人間的不平等、誤解、憤怒與敵意。真正表達與天主與他人正確關係的祈禱，其本身已是對和平的一項積極貢獻。




五、大公性的交談與各宗教間的關係

 祈禱不能流於孤立，而需配以其它具體的行動。各宗教就其為造就和平而將採取的路線和所要完成的行動而言，各有其本身的特色。天主教一面清楚肯定她自己的特性、教理及對全人類的教授使命。一面「絕不摒棄」其他宗教裡「的真的聖的因素」；「她懷著誠懇的敬意，考慮他們的作事與生活方式，以及他們的規戒與教理，這一切雖然在許多方面與天主教所堅持、所教導的有所不同，但往往也反映著普照全人類的真理之光。」（註1）

 教會並非無視於上述差異或有意貶抑其重要性，只不過她深信在促進和平的行動中，某些因素或某些方面，能與其它宗教信仰的信徒共同去從事有效益的發展，並將其付諸實行。宗教間的種種聯繫，還有大公性的交談，後者也以一種獨特方式，導引我們走向這個局面。各種不同的宗教，由於在這些方式下彼此相晤及交流，使得他們已能更清晰的覺醒到自己對有關全人類的真正福祉，負有相當的責任。今天，他們似乎都有一番更斷然的決志，不再允許自己被特殊利益集團或政治企圖所利用，並且也趨向於採取一種更富有自覺性、更具決定性的態度，在各民族的團體中，去從事社會及文化實體的塑造。這使他們在發展的過程中成為一股活躍的力量，如此給人類提供一個確切的希望。他們的行動若能聯手為之，並獲得協調，勢必產生更大的效果，這點顯然可從許多例子中看出。這種在信友中的工作方式，對於造就各民族間的和平，以及克服依然存在於不同「區域」及「世界」間的分裂而言，能有舉足輕重的效果。




六、要走的途徑

 為了和平而通力合作，要達到這個目標，尚有一段遙遠的路程要走：今日藉助於社會傳播工具的發展及所開始的坦誠而範圍較廣闊的交談，有一條相互認識的途徑展現在我們眼前；此外慷慨大方地寬恕，兄弟般的和好，以及多方面共同協力，也是一條可行的途徑，這些合作的領域，雖然有限或屬次要，卻仍引人朝向同一目標前進；最後，還有這麼一條途徑：就是為了達到同樣的目標，而一齊分擔勞苦犧牲，共同努力，日日共生存的途徑。就在這條道路上，個別信友─就是那些宣稱信仰某一宗教的人們，或許要比他們的領袖更應該面臨辛勞的工作，同時也享有共同締造和平的滿足感。

 為確保數世紀以來加諸於人的許多痛苦創傷不再重現，而現今仍然存在的任何創傷不久真將得以撫平，宗教間的聯繫，連同大公性的交談，似乎是目前必走的途徑。信友必須為和平工作，尤其是個人的楷模，誠於衷形於外，在行為之中流露內心正確的態度。沉著、平衡、自我節制以及瞭解、寬恕、和慷慨的行為，這些對於人們周遭的環境，對宗教及民間團體而言，都具有影響力，得以造就和平。

 因此，在這個世界和平日，我邀請所有信友嚴肅地審度自己的良心，為讓大家能以更良好的態度來聆聽「平安的天主」聲音（參閱格前十四：33），並能更新信賴之心，去從事這項偉大的事業。我深信他們─我也希望所有善心人士─將會對本人所堅持的這項呼籲，有所回應。它是本人為了配

合目前的嚴重情況而重新提出的。




七、在正義內共同締造和平

 信友的祈禱及他們為了和平而舉辦的聯合行動，必須面對個人及民族的困難及合乎情理的願望。

 和平是一種基本美善，它涉及對人性基本價值的促進與尊重。這些價值包括：在人生每一個發展階段中，都有生命的權利；不論種族、性別、或宗教信仰，人有受尊重之權；有獲得維持生活必須品的權利；工作權，以及對工作的成果，有權獲得公平的分配，以維持良好及和諧的共存。做為一個人，一位信友，尤其是一個基督徒，我們必須感覺到要全力以赴把這些正義的價值生活出來，正義的極致便是愛的至高法律：「你應當愛近人，如你自己」（瑪二十二：39）。

 我希望再次強調：確切尊重宗教自由以及相應於宗教自由的權利，這是和平共存的源泉與基礎。我盼望有一天政治、宗教領袖及信友們自己對和平的投身，不僅只是言語上的肯定，而是身體力行：只有在這項權利獲得承認的基礎上，人性的超越向度才能取得其重要性。如果一個宗教或信奉宗教的團體，在詮釋及履行他們的信仰時，落入基要主義及宗教狂熱的窠臼裡，而卻援引宗教動機，為自己和他人的鬥爭

與衝突做辯護，這將是一種錯誤。世上若有什麼值得人去爭鬥的話，那便是與他自己錯亂的情慾，與各種形式的自私、與迫害別人的企圖、與每種仇恨及暴力的鬥爭：簡言之，就是與和平及和好背道而馳的一切事物的鬥爭。




八、需要世界領袖的支持

 最後，我請求各國及國際大家庭的領袖，不僅對每一個人的宗教良心要常常表示極大的尊敬，而且對宗教在文明進步及民族發展方面所有的特殊貢獻，也要如此。他們不應該陷入這種誘惑：就是利用宗教，以之為獲取權力的工具，尤其是當事態成為以軍事方法來迫害其對手的時候。

 民間及政治當局，無論在國家及國際的層面上，對於不同的宗教都應給予尊重並加以司法上的保障，確保他們對和平的貢獻，不致遭到拒絕或淪於私人的領域中，甚至完全被抹殺。

 我再度請求公共當局，對自己的責任有所警覺，奮力防止戰爭與衝突，為正義與權利的凱旋而勞碌，同時支持那使人人獲益，尤其是使那些為貧窮、飢餓及痛苦所迫的人獲益的發展。在裁軍方面已有進展，這點值得稱讚。過去用於生產及販賣大量死亡利器的經濟及財務資源，從現在起可用來造福人類，而不再用來對付自己。我確定，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那些無法讓其呼聲達於他人耳目的人們，與本人同樣擁有這項積極的判斷。




九、對基督徒的特殊叮嚀

 說到這裡，我不能不向所有基督徒提出一項特殊的邀請。對主基督的共同信仰，要求我們為「和平的福音」（弗六：15）作合一的見證。落在我們身上的責任，首先是向其他有信仰的人開放，好能與他們一起勇敢而堅毅地擔當這個世界所渴望，到頭來卻又不知如何達成的這項和平的鉅大工程。基督已經告訴我們：「我把平安留給你，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若十四：27）這番神聖的許諾讓我們的心充滿希望，的確，這是一項確實可靠的神聖希望：和平是可能的，因為對天主而言，沒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參閱路一：37）。真正的和平總是天主的恩典，對我們基督徒而言，它是復活的主給與我們的一項珍貴的禮物（若二十二：19、26）。

 各位在天主教會內摯愛的兄弟姐妹們，我們必須加入那些和我們具有某些共同基本價值觀的人們，從宗教界和道德人士開始，回應當今世界的鉅大挑戰。在這些挑戰中，尚有待我們前去面對的便是和平。與其他有信仰的人士一起共同締造和平，便已是生活在福音真福的精神中了，「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稱為天主的子女。」（瑪五：9）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八日發自梵蒂岡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註解：

1. 《教會對非基督宗教態度宣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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