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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向窮人伸出援手

 

一、「若要享和平…」

 那有心地善良的人不渴望和平的？今天「和平」可以說是全球公認的生活價值中最重要的一項，我們應努力追求，盡力去維護它。然而長久以來兩個敵對的政治意識型態雖然已漸漸的融解它們之間的冷戰，但是地方性的嚴重敵對戰爭在世界各地仍層出不窮，例如眾所周知的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的敵對激戰，每天都有新的死亡數字增加，特別是那些無辜的百姓，他們的家園、城市都被摧壞了。這種無理性的武器暴力戰爭至今好像什麼辦法都阻止不了它，民間國際人道阻織似乎也是白費一番努力，聯合休戰簽約也產生不了什麼效果，由血腥戰地發出的吶喊和平，他們也無動於衷。真遺憾！這種論調竟勝於來自國際間權威人士善意聯合的呼籲和平。

 目前在全世界另一個對「和平」嚴重威脅越來越明顯的就是，有不少的人數甚至是有些民族生活在赤貧的環境中，而貧富的差距甚至在經濟富裕的大國也不斷地增加。有那麼多人生活在惡劣環境的條件下，實在是有違反人性的尊嚴，對整個世界的真正和諧及進步也是一種威脅，對於這種現象凡有良知的人是不能視而不見，不關懷的。

 這種嚴重赤貧情況在世界各地都很明顯：在歐洲、非洲、亞洲也在美洲存在。在不同的地區內人人都面對社會經濟上的各種挑戰：貧窮及赤貧；社會階層的差距及一些的不正義─有的甚至為法律所接受，兄弟間之殘殺及獨裁的壓制─這一切都在世界各角落向我們的良心挑戰。

 今年十月間在聖多明哥所開的拉丁美洲主教會議中，主教們很深入的檢討拉丁美洲的社會情況。他們一方面呼籲基督徒要執行福傳的新職，另一方面則誠懇的邀請所有信徒們及所有真心投身於為正義人權伸張的人士們，要為人群服務甚至于忽略他們內心至深的需要。主教們強調他們最大的使命是使每一個人結合起來促進：人性的尊嚴，財富物資的公平分配，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使人人感到被接受與愛，這是建立真正和平不可或缺的大前題。

 談到「和平」，其實應該遠超越沒有戰爭的存在而已。和平是指有真正人性的尊嚴，每一個人的權利受到重視，在這樣的環境中人才能夠邁達完全的發展。假若仍有對弱勢者的剝削，還存有讓人難以忍受的貧窮處境，社會中的不平等現象不斷，那當然是阻擋並延遲製造一個安定真正的和平社會環境。

 貧窮與和平的關係：在一年的開始，我願意邀請大家來共同對這兩個事實的各種關係做一次反省。

 我要強調的「貧窮」尤其是當它變成「赤貧」時對和平就能造成極大的威脅。每天有成千百萬人，男女老幼，受到飢餓、不安全及活在社會邊緣的危險。這環境對人的尊嚴不但是一種恥辱更能因它而導致社會的不安定。




二、選擇戰爭就是不人道！

 目前還有一種情況是導致貧窮與赤貧的根源：它就是國際間的戰爭以及一些國家的內戰。面對這些悲慘流血事件不斷發生，特別是世界各地的種族歧視，我有責任要提醒大家，在一九八一年和平文告的主題「致力和平，尊重自由！」中我強調一個建立真正和平不可忽略的大前題，即是尊重個人，團體的自由及權利。有自由的人在自由的世界內才能實現和平，我那個時候的呼籲現在仍然是有效的…尊重各民族各國家的自由乃構成和平的要素。戰爭之所以不斷發生，許多民族和文化之所以遭破壞，就是因為民族或國家的主權不被尊重。每一大洲都發生過兄弟鬩牆的戰爭，以及因一國侵犯到別國自由主權而引起的打鬥。」（註1）

 我又說：「缺乏尊重各國家、各民族，及各文化的自由意願，缺乏對此問題的世界性的一致看法，要創造和平的環境是困難的．．．。假若我們相信其為可能，我們便要假定在每一國家及其政府方面，應有一明白的公開承諾，放棄有害於其他國家的權利要求和計劃。換言之，我們要假定，任何國家或文化的優越理論，都不能被接受。」（註2）

 這樣承諾的效果很明顯。同樣也在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係上彰顯。要棄絕在經濟上做超越他國的強國誘惑，放棄依賴今日流行利益的標準，而靠一種依團結的標準的政策，特別是最貧窮的人團結一致。




三、貧窮是衝突的一個根源

 生活在極貧困環境中的人數是非常多的，例如在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上的幾個國家有悽慘的情況。有時是成群的，是整個區域的百姓在文明生活中的邊緣掙扎，其中孩童的數字更是不斷的有增無減，他們在無依無靠中自求生存了，這不僅有傷人的尊嚴，很明顯的是對和平有威脅。一個國家無論它的政治、經濟體制是什麼，如果不持續的照顧到其國內的弱小貧民，不滿足他們的基本生活條件，這個國家就會常停留在脆弱及不安定之中。

 即使是極貧困的國家也有權利追求他們的發展，而富裕國家應義不容辭的有責任去協助他們發展。梵二大公會議關於這事也曾說過：「人人有權利擁有一部分為本身及家人足用的財富…，人有義務救助盆貧困者，而這又不限於使用其剩餘財富」。（註3）教會訓導說的夠清楚了，她忠於基督的訓誨：地上的一切財物是為全人類家庭共用而不是只保留給一小撮人。」（註4）為了個人的益處（也是為和平的益處）我們需要在經濟互動的體制上力求運作的改善，為了使經濟制度能確保人們在財物上的分配公義與平等。但僅以市場交易規則來管理控制，是無法完成的，社會也要盡其責任（註5）。社會要加強責任消滅貧窮的根源和悲慘的結果。這也不是一個國家單獨可以完成的工作，因此大家要一起來努力團結關懷，因為全世界的互動關係是那麼的息息相關。讓赤貧的惡境存在就是給社會製造更多暴力及戰爭的機會。

 所有的人及社會團體均有權利生活在一個可以有助他們個人及家庭的需要，並且有權利參與當地社團生活與進步。這個權利若是不被重視，那麼很容易使受害人會感到他們成了一個體制結構的犧牲品，他們是不受歡迎的，因此他們也會強烈的要反抗。這在年輕人身上可以看到。他們若沒有足夠的教育，沒有工作機會，就很容易有被剝削，被迫至社會邊緣的危機。每個人都知道全球性的失業問題，特別年輕人失業問題帶來更多的人及整個家庭陷入困境。然而失業往往是因為受到內戰或戰爭而影響到一個國家的經濟體制的基石。

 我現在很簡扼的提示一些困擾在貧窮人身上的嚴重問題，它們也是和平來臨的阻礙。首先就是國際外債問題：雖然有些國際間組織，政府及財團在設法減輕外債問題，但對某些國家，特別是他們國內比較貧窮的階級來說，仍是一種難以煎熬的重擔。豈不是叫這些國家最窮的族群，該負擔最沈重的債嗎？這樣一個不正義的事，會使人越來越憤怒甚至絕望。往往政府也會感染到群眾的情緒，以致影響他們與別國的惡化關係。對於外債問題也許是我們再度反省的時刻了，要將它做為優先考慮的問題。關於全部或部份債務的償還條件值得重新研究，要努力去找出一個具體舒解此重擔的方法，而它也能完全避開產生社會的不良後果。我們有必要對負重債的主因採取行動，例如附加條件要求貸款國家不得在不必要的花費上浪費—這裡我想到的是購買太多的武器—而要保證補助款額是用在急需人的身上。

 另外一個嚴重的問題是毒品：我們每個人都知道今天毒品與犯罪、暴力已密切的分不開了。我們更知道今天在世界某些角落正是因為受到毒品販賣者的施壓下，貧窮的人被迫去種植毒品，並承諾給他們龐大的利益，雖比起販毒者的獲利是微不足道，但這種誘惑，尤其是在一般傳統農作收入微薄情況下是讓人難以拒絕的。當前的急務若想要貧窮人脫離被迫的行為，就先要協助他們跳出貧窮。

 還有另一個嚴重問題，它是出自某些國家在經濟上極貧困時導致大量民眾外移到富有的國家去，如此一來造成各種衝突與緊張而困擾社會的安定。要平息以暴力仇視外人的反應，我們不僅是做臨時緊急的事件的應對，而是更要找出仇視的根源，以新的國際團結關懷協助那些原移民輸出國的進步與發展。

 所以赤貧實在是一個隱而不彰且又真正對和平有極大的威脅力。它傷害人的尊嚴，是生命價值與社會和平發展中心的嚴重衝擊。




四、貧窮是衝突的惡果

 近年來我們在各大洲內，見證了許許多多猛烈的地方性的戰爭及內戰。民族、部落及種族間的暴力已經殺戮了多少生命，過去曾和平相處的團體現在因暴力而分裂，暴力更遺留下痛苦及仇恨。事實上，用暴力不但增加過去已有的緊張，更會製造新的緊張。戰爭不但解決不了任何問題，相反的，戰爭對所有一切造成不可彌補的危害。戰亂帶給無數人死亡及痛苦，瓦解人際關係，以及無法彌補的有歷史性留傳下來的古跡。戰爭帶給貧窮人更慘的困境痛苦，戰爭並且摧毀民眾的家園、財物及維持生活的方法，腐蝕社會的基礎，製造新的貧窮型態。年輕人對未來的希望茫茫，很容易成為戰爭的犧牲品而淪落為不負責任的衝突導線。婦女、孩童、老年人、病人以及殘傷者被迫逃離，變成了逃民，身邊一無所有。他們無助也無法自衛的逃到鄰國或其它貧苦也不安定的地區。

 我們一方面知道許多國際性及人道精神的組織正在努力照顧那些暴力下的悲苦受害者，同時我也認為應該要呼籲所有善心人士更要參與他們的努力。在某些情況下，難民的未來是完全依賴慷慨接受他們的人，而這些人往往也跟他們一樣或者更貧窮。只有在國際上的關懷與合作才能找到滿意的解決之道。

 經過了那麼多次不必要的鎮壓、殘殺，我們最後也是重要的結論就是要承認戰爭對人類社會團體是完全無效用的，以暴力毀壞的永遠無法償還的，致被傷的創口往往在長時間內也是無法治癒的，原本已夠貧困的人因著戰爭又陷入更貧乏的苦境中，導致新型的貧窮境界。由戰爭帶來的這些困擾今天在大眾媒體上呈現在世人眼前受大眾的輿論。希望這些電視轉錄的殘酷圖面能給我們個人、社會和國家一個有效的警告，並再次提醒我們每一個人，金錢是絕對不可用在戰場上，也不可用在殺生或毀滅生物上，它應該用於對人類尊嚴有益的，能改善人的生活，建立一個真正的開放、自由、和諧的社會。




五、神貧的精神是一種和平的根源

 在今天工業化的國家中，人們瘋狂的為財富在競爭。在消費者的社會中使貧富的差距更顯明。這種無限制的追求自己的舒適享受，會讓人再也看不到別人的需要了。因此為了提昇社會中所有人在社會、文化、精神以及經濟上的福利，我們絕對要減少對地上的財物的消費，也要限制一些假想的需要。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該以簡樸、節制為準。世界上有一小部份的人，生活上的一些消費用品量之要求遠超過現有資源能供給的，因此這個要求量的減少是解決貧窮的第一步，但是同時也要保證世界的財富要公平的分配。關於這樣的生活，福音中邀請我們在短暫的人生旅途上千萬不要眷戀現

世的物質，「不要在世上為自己積蓄財富，因為有蟲蛀，有鏽蝕，更有賊會挖洞來偷竊，但該在天上為自己積集財富。」（瑪六：19－20）這種神貧的精神為信仰基督的門徒們是基本內修生活的召喚。去征服貧窮也是基督徒的根本職責，但以神貧的精神去克服貧窮才是最有效的道途！

 福音神貧的精神與物資貧困的境界是很不一樣。後者具有令人難受甚至是悽慘的特徵，因為它是被迫不得已的。福音神貧的精神是心甘情願選擇神貧生活以答覆基督的訓誨：「誰不願放棄現世所擁有的一切，不能做我的門徒」（路十四：33）。

 這樣的福音神貧精神才是平安的來源，因為有這種精神的人，他能與天、人及大自然的良好關係帶來和諧。過這樣神貧生活的人是在向世人證明人類完全的依靠那愛一切受造物的至上天主，並且世上的一切物資本來就是天主賞賜給所有人類。

 接受福音神貧精神的人，他的某些生活價值會改變，他不漠視眼前受苦的窮人，反之，他要積極參與分擔天主對他們特殊的愛（註6）。有神貧精神的人能樂意的犧牲自己及他們的物資財富，所以窮人能生活下去。他們唯一的願望就是能與每一個人和平相處，能將耶穌基督的平安帶給他人（參閱若十四：27）。

 至聖大師耶穌基督以祂現實艱難的生活言行教導了我們這個能引領我們到真正自由的福音神貧精神。祂，「雖具有天主的形體，並沒有與天主同等而把持不捨，相反的，卻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斐二：6－7），祂在貧困的環境中出生，在襁褓中與家人一起即被迫逃離黑落德的殘忍，祂住無居所如經上說的「人子連枕頭的地方也沒有」（瑪八：20），祂被批評為「是一個貪吃嗜酒的人，稅吏和罪人的朋友」（瑪十一：19）。最後如同罪犯一樣被釘死。祂稱貧窮的人是有福的，也向他們保證天國是他們的（參閱路六：20）。祂提醒富有的人財富的陷阱蒙蔽了天主的聖言（參閱瑪十三：22）。因此為他們要進入天國是件不容易的事（參閱谷十：25）。基督，不僅祂的話，更是祂的行為榜樣成了所有基督徒的規範。我們知道在最後審判日來臨時，無論是誰都將會以對兄弟姊妹具體愛的多少被審判。事實上，在那一天凡具體愛過別人的人會發現，過去雖然他沒有明確的認識基督，但就因為他這種愛人的行動，他早就與基督相遇過了（參閱瑪二十五：35－37）。

 「若要享和平，該向窮人伸出援手！」願富有的人，貧苦的人都彼此承認是兄弟姐妹，希望他們都因為是天主所愛的子女，是天主所賞賜給每個人的財物，所賜給的和平，而能彼此分享所擁有的一切！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八日發自梵蒂岡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註解：

1. 8號。

2. 9號。

3.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69。

4. 《百年》通諭，31、37。

5. 同上，48。

6. 參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社會事務的關懷》通諭，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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