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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讓兒童的未來充滿和平

 一九九四年是國際家庭年，在那一年年底，我給全世界的小朋友寫了一封信，請求他們祈禱，讓全人類能愈來愈成為天主的大家庭，生活在和諧與平安之中。我對於在武裝衝突中以及在其他暴力中受害的兒童，經常表達衷心的關切；我也不斷地喚起全世界的輿論，注意這些嚴重的情況。

 值此新年伊始，我的思想再度轉向兒童以及他們應有的希望，希望得到愛與和平。我覺得我必須以特別的方式提到那些置在受苦的兒童，以及那些在成長過程中，從未嘗過和平滋味的兒童。兒童的臉龐上本應充滿幸福感與信任感，但是他們的小臉上卻常常滿是悲傷與恐懼，可見在這些兒童短短的生命中，他們不但看到、也已遭受了多少痛苦？

 讓兒童的未來充滿和平！我向各位善心的人士提出這大膽的請求，我也邀請每一個人，都來幫助兒童，使他們能在真正和平的環境中成長，這是他們的權利，也是我們的責任。




二、在戰火下受害的兒童

 首先，我想起在我擔任教宗職務這幾年裡，我所見過的一群兒童，特別是我到各大洲從事宗座訪問時，所見到的那些充滿幸福歡樂的兒童。在這年度的開始，我想起了他們。我希望全世界所有的兒童，都能在幸福快樂中開始一九九六年這一新的年度，也在負責可靠的成人的幫助下，享受和平、安詳的童年。

 我祈求在世界各地，成人與兒童之間融洽的關係，能增進和平的氣氛與真正的福祉。然而世界上有許多兒童，卻不幸成為戰爭中無辜的受害者。最近幾年來，就有好幾百萬的兒童因此受傷或死亡，這實在是名副其實的大屠殺。

 國際法雖賦予兒童特別的保障（註1），但是此一保障卻普遍的遭到漠視。由於地區間和種族之間的衝突急遽增加，人道主義者所呼籲的保障法令很難落實。兒童成為狙擊手狙擊的靶子，兒童就讀的學校遭到善意摧毀，他們就醫的醫院則被轟炸。面對如此駭人聽聞的罪行，我們怎能不異口同聲的大加譴責呢？蓄意殺害兒童，是最令人憂心的一種標記，表示對人類生命的尊重已蕩然無存（註2）。

 除了那些已經遇害的兒童外，我還想起了在這些戰爭中或在衝突之後，不幸殘廢的兒童。我同樣想到那些在所謂的「種族淨化」中，有計畫地被追捕、強姦或殺害的年輕人。




三

 兒童不僅是戰爭暴力的受害者；許多兒童更被迫實際投入戰爭。有些國家甚至強迫年幼的男孩女孩服役，參加戰事。他們向兒童保障，在軍中有食物可吃、有書可讀、兒童於是受到引誘，而被限制在遙遠的軍營，在那兒，他們挨餓、受虐待，更受人聳恿而去殺人，甚至殺害自己本村的村民。他們常被派去清除地雷區。在用這種方式作賤兒童生命的人眼中，兒童的生命顯然沒有多少價值可言！

 青少年若曾經執槍上戰場，對他們的未來往往十分不利。他們在軍中服役幾年後，有些人退伍返鄉，可是他們常常無法適應平民生活。還有些人眼見同伴戰死，自己卻僥倖存活，對此感到羞愧，於是作奸犯科或染上毒癮。天知道會是一些甚麼樣的噩夢將一直折磨他們呢？他們的腦海中，有忘卻暴力和死亡的一天嗎？

 那些人道組織和宗教組織致力於減輕這些殘酷的苦難，值得我們衷心敬佩。我們同樣要感謝那些慷慨的人士及家庭，他們以愛心接納孤兒，盡力癒合他們的創傷，幫助這些孩子再度適應原來的生活環境。




四

 想起千百萬的兒童慘遭殺害，也想起許多正在受苦的兒童的滿面悲容，就催迫我們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來維護或重建和平，同時終止衝突與戰爭。

 去年九月在北京召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在大會之前，我要求天主教的慈善機構採取一致的行動，將有關兒童與年輕婦女的課題列為優先，特別是那些處境最困難的兒童和婦女們（註3）。現在我願重新提出這項懇求，更要特別語與兒童有關的各個天主教機構和組織提出呼籲。我請求他們幫助因為暴力和戰爭受傷的年輕婦女，也教男士們如何承認和尊敬婦女的尊嚴，也幫助所有兒童重新發現天主溫柔細膩的愛。祂取了人的血肉，後來並藉著犧牲自己，將祂的平安留給這世界(參閱若十四：27)。

 接著我願指出，所有的人和所有機構，從最著名的國際組織到地方性的組織，從國家元首到尋常百姓，都被邀求，在每一天的行動中，以及在生命最重要的時刻中，都應對和平有所貢獻，絕不支持戰爭。




五、 在各種暴力形式下受害的兒童

 在貧窮地區及在已開發地區中，都有千百萬的兒童因為其他形式的暴力而受苦。這些暴力往往不那麼觸目，但是其可怕的程度卻決不稍減。今年在哥本哈根舉行的社會發展國際高峰會議，強調貧窮與暴力關聯（註4），在那次會議中，各國都承諾，從一九九六年開始，他們願全國一致，更主動、更努力地致力於貧窮（註5）。其實類似這樣的建議早已見於一九九○年在紐約召開的聯合國世界兒童會議。貧窮卻實是造成非人性生活及工作條件的原因。在有些國家，連年紀尚小的幼童也被迫去工作，而且常常受到惡劣的待遇或嚴苛的處罰，所得的工資又低得出奇。因為他們沒有能力維護自己的權利，所以他們最容易受到敲詐和剝削。

 另外有些地方則有眅賣兒童的情形（註6），把他們當作乞討的工具，甚至更慘的是，強迫他們賣淫，例如所謂的「性觀光業」即是。這種十足可鄙的買賣，不但是參與其事者的墮落，也是那些以各種花樣推動這行業的墮落。有些人乾脆公然驅使兒童參加犯罪行動，特別是強迫他們販賣毒品，天長日久，極易染上毒癮。

 許多兒童淪落到以街頭為家的下場。這些年輕人，有些是逃家，有些是被家人遺棄或從來沒體驗過家庭生活。這些年輕人處在一種完全被漠視的情況下，只有靠著自己的狡黠混日子，被許多人看做應該處理的「人渣」。




六

 可悲的是，即使在富裕的家庭，也會有對兒童施暴的現象。這類情形雖不常見，但我們也萬萬不應忽視。有的時後兒童是在家中，在本應得到他們信賴的人手中遭到污辱，並慘遭虐待，而有損於他們的發展。許多兒童也不得不忍受父母爭吵或家庭破碎所造成的心理創傷。對兒童福利的關懷並不能預防那些往往由於成人的自私和虛偽所造成的後果。在表面的正常及平靜背後，甚至在豐富的物質享受這些掩飾下，兒童有時被迫在憂鬱孤獨的環境中成長，得不到穩定和慈愛的教導，也得不到適當的道德培育。缺少了大人的親切照料，這些孩子通常只能獨自從電視節目中去接觸現實生活，但這些節目所呈現的，又往往是既不真實，又不道德的情節，而由於年紀太小，這些兒童無法作正確的判斷。

 所以，難怪這種泛濫而有害的暴力，也會殘害他們年幼的心靈，使他們天生的熱情轉為失望或憤世嫉俗，善良的本性變為冷漠與自私。當年輕人追求虛妄的理想時，他們會體驗到痛苦和屈辱，敵意和怨恨，並浸染了環繞著他們的不滿及空虛。人人都知道，童年的經驗對一個人的一生有深遠的影響，有時還會造成無可彌補的後果。

 除非我們特別明確地致力於給孩子們締造和平的教育，否則不可能冀望兒童將來能建立更美的世界。兒童需要「學習和平」，那是他們的權利，是不容漠視的權利。




七、 兒童及追求和平的期望

 以上我試著特別強調許多兒童今天所處的悲慘境遇。我認為這是我的責任，因為兒童是第三個一千年時的主人翁。但是我並不想因此而感到悲觀，或忽略種種希望的標記。舉例來說，在世界各地許許多多的家庭，提供了兒童在和平的氣氛中長大的環境，我怎能置之不提？我們又怎能不指出許多團體及個人的努力，幫助了困境中的兒童，使他們能在平安幸福中長大？無論公私立機構，個別的家庭和某些特定的團體，都會採取行動，專門幫助那些遭到創痛的兒童重返正常生活。特別是有許多教育計劃已經展開，鼓勵兒童和年輕人充分發揮才華，好成為真正締造和平的人。

 近年來，在國際大家庭中，雖然困難重重和猶豫不決，然而為堅決而有系統地處理與兒童問題有關的意識，卻也正在與日俱增。到目前為止，已達成的成果都激勵我們繼續這些值得稱許的努力。兒童如能得到適當的愛與幫助，他們就會成為締造和平的人，建立一個友愛團結的世界。年輕人以他們的熱情和年輕人特有的理想主義，可以在成人面前做希望與和平的「證人」及「導師」。為了不致喪失這樣的可能，我們應該按照兒童的個別需要，提供他們各種機會，使他們的人格能均衡成長。平和安詳的童年，才能使兒童以信心面對未來。但願任何人都不要扼殺他們充滿喜樂的熱忱及希望！




八、 兒童學習締造和平

 幼小的兒童學習的能力很強。他們觀察、模仿大小的一舉一動。他們很快地學會愛及尊重他人，但他們也很容易受到暴力和憎恨的毒害。兒時的家庭經驗會強烈影響他（她）們長大成人後的行為態度。因此，既然家庭是兒童最早接觸到這世界的地方，家庭就必須是兒童學習締造和平的第一所學校。

 為人父母者，有非常好的機會幫助子女，使子女注意到這可貴的財富：即父母之間愛的見證。父母由於彼此相愛，使子女一來到這世界，就能在平和安詳的環境下成長，並且耳濡目染積極的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包括：互相尊重與接納、傾聽、分享、慷慨、寬恕，這些價值觀是家庭真正的傳家之寶。由於以上種種價值觀所孕育的合作意識，父母能給孩子們一種真正促和平的教育，也讓孩子們自幼年時代開始，就成為積極的締造和平的人。

 兒童與父母和兄弟姐妹分享希望及生活的經驗。他們看到在面對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考驗時，如何以謙和及勇氣來面對：他們在尊重他人，也尊重不同意見的氣氛下成長。

 更重要的是，兒童在接受任何言教之前，應該先在家庭充滿愛的環境中，體驗到天主的愛。在家庭中，他們得以知道，天主願意全人類都能和平相處、互相了解，並且成為一個大家庭。

 

九

 兒童除了接受家庭提供的基礎教育外，還有權利在學校及在其他的教育機構中，接受特別的締造和平的訓練。這些機構有責任帶領兒童，使他們從他們的社會及文化中，逐步了解和平的本質與要求。兒童必須認識和平的歷史，而不是只知道戰爭的勝敗而已。讓我們給他們和平的而非暴力的典範！幸而在各個文化中以及在各個時期的歷史中，都不乏許多正面而積極的例子。我們應創造新而合適的教育機會，尤其是在那些文化及道德最為貧乏的環境中。我們應盡一切努力，幫助兒童成為和平的使者。

 兒童不是社會的負擔：他們不是謀利的工具，更不是沒有權利的人民。兒童是人類大家庭中的瑰寶，因為他們具體地表現了人類家庭的希望、前途以及蘊含的潛力。




十、 耶穌，和平的道路

 和平是天主的恩賜；但是我們必須先接受這項恩賜，才能締造一個充滿和平的世界。也只有常懷一顆單純的赤子之心，才做得到。這是基督徒訊息中，最深奧、也最看似矛盾的面貌；所謂成為赤子，並不僅僅是一種道德要求，也包含了「聖子降生成人」奧蹟的幅度。

 天主聖子不以權利和榮耀─如同他將在世界末日一樣─卻是以一個無助且貧窮孩童的身份來到人間。他除了沒有罪過以外，在各方面都跟我們人類一樣（參閱希四：15），他跟小孩一樣地脆弱，也同樣對未來抱著希望。在人類歷史上那決定性的一刻之後，輕視兒童，就是輕視為救贖人類而屈尊就卑、棄絕一切榮耀，表現了偉大愛情的那一位天主。

 耶穌與小孩子打成一片，有一次，門徒在爭論誰是他們當中最大的，那時耶穌「就領來一個小孩子，叫他立在自己身邊，對他們說：『誰若為了我的名字收留這個小孩子，就是收留我；誰若收留我，就是收留那派遣我來的』（路九：47－48）」。耶穌也嚴厲地警告我們，不可給孩子立壞榜樣：「無論誰，使這些信我的小孩子中的一個跌倒，倒不如拿一塊驢拉的磨石，擊在他的頸上，沉在海的深處更好」（瑪十八：6）。

 耶穌要求門徒再變成「小孩子」。有一次一群小孩子擠著親近耶穌，門徒想把小孩子趕開，耶穌就生氣地說：「讓小孩子找到我跟前來，不要阻止他們！因為天主的國正屬於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誰若不像小孩子一樣接受天主的國，決不能進去」（谷十：14－15）。耶穌就這樣把我們的想法整個扭轉了過來。成人必須由兒童學習天主的道路。成人看到兒童能夠那樣地全心信賴，也就可以學習以真正的信靠之心呼求：「阿爸，父啊」！




十一

 要變成像小孩子一樣，全心信賴天父，並像福音所教導的那樣溫和良善。這不只是一種道德要求，也是我們懷抱希望的理由。即使在遇到重重阻撓，使人灰心的地方；或是在邪惡勢力大得難以抵拒，令人喪志的地方，只要能重心找到單純的赤子之心，就可以再度燃起希望。尤其是那些知道有一位天主可以信賴，而這位天主願意所有的人都能在天主國度和平的共融下和諧相處的人。至於那些雖然沒有分享信仰的恩賜，但是卻相信寬恕及團結的價值，並且在聖神暗中的幫助下，能在這些價值中看到可能使世界面貌煥然一新的人，也都能重燃新希望。

 因此，我向所有善心的人士提出這大膽的呼籲及懇求。讓我們團結一致，合力對抗各種暴力，消滅戰爭！讓我們創造種種環境，以確保兒童能自我們這一代承繼一個更團結、更友愛的世界。




讓我們給兒童充滿和平的未來！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八日發自梵蒂岡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註解：

1. 參閱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聯合國兒童權利大會，

 特別是第三十八條；也參閱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第

 四次全體大會，討論保護戰爭中平民，第二十四條；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草案1及草案11。

2. 參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生命的福音》通諭，3。

3. 參閱教廷參加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代表團的信

（1995年8月29日），羅馬觀察報（1995年8月30日）。

4. 參閱哥本哈根宣言，16。

5. 參閱行動方案，第二章。

6. 參閱行動方案，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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