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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

 

天主自创世以前（弗一3-14）就怀有形成人类社会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出自天主的圣子成了血
肉，具有人的心灵和情感。在生命传递的奥迹中，人类大家庭得以重新找到自己。事实上，以家庭
开始的人类彼此间的手足之情在今天的社会政治和人权团体极需要重整的背景下，能被视为一块真
正的隐藏的珍宝。为获得这珍宝，需要增进我们的共同意识，明认我们从天主的创造和爱而来的血
脉相连的关系。基督信仰宣认，圣子降生成人是天主三位一体永恒共融不可言喻的奥迹，在这亲密
的关系中，圣三“相互存在”、“彼此相爱”。不断宣讲这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启示能在人类社会和文化历
史中开启新篇章，如同人类好似“因产痛而呻吟”所作的呼喊（参阅：罗八22），呼求如今在圣神内
获得新生命。人类感到迷惘、被遗弃、被扔掉、被定罪而无法挽救，天主借着永生的圣子揭示了祂
的温柔和拯救每个人的意愿。永生天主子成了我们中的一个，这奥迹一劳永逸地完成了天主的这份
爱。天主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我们和我们的得救”，祂又借着复活而成为“众多弟兄中的长子
”（罗八29），这奥迹展现出天主救赎人类并使人类达致成全境地的爱有多么大。

我们必须让天主对人类和世界的这份爱更加彰显。天主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造了“一男一女”（参
阅：创一27），使人成为具有灵性和感性、意识和自由的受造物。男女彼此间的关系构成一个卓越
的场所，使整个受造界得以在其中与天主交谈，并见证祂的爱。这个世界是我们刚开始的生命的尘
世居所，在这时空中我们已经开始体味到那作为我们最终归宿的天上寓所（格后五1），那是我们将
与天主和众人圆满共融的地方。人类家庭是一个有起点和终点的团体，它的成果“已与基督一同藏在
天主内了”（哥三1-4）。在当今时代，教会蒙召要大力再度倡导爱护那源自天主爱人类的生命的人
文主义。我们从天主无条件的爱汲取活力去致力于了解、促进和维护每个人的生命。福音的美妙和
魅力在于不将对近人的爱简化为去实施那些适合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准则，或是“出自特殊意识形态
的抉择所衍生的一些信条或伦理观”（《福音的喜乐》劝谕，39号）。

一段热情洋溢和成果丰硕的历史



1. 宗座生命科学院的工作就是在这爱的激励下进行的。该机构25年前在天主之仆—伟大科学家杰罗
姆·勒琼（Jérôme Lejeune）的建议下由圣若望保禄二世创立。这位科学家清楚意识到生物医学领域
正在出现深刻和迅速的变化，因此认为，支持在这方面更具结构和建制的努力是合乎时宜的。生命
科学院就这样得以发展在研究、培育和信息传达方面的创新，以此表明“科学和技术如果为人和人的
基本权利服务，就有助于人类的整体福祉，推进天主救恩计划的实现”（参阅：《论教会在现代世界
牧职宪章》35号）；（若望保禄二世《生命的奥迹》手谕3号，1994年2月11日）。此外，生命科学
院也在新动力的催促下制定了新《章程》（2016年10月18日），针对一些在当代情况下日益受到关
注的议题进行省思。科技革新在当今时代不断加速，全球化也增进了相互间的关系，一方面是文化
、宗教及不同知识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人类家庭和它居住其内的共同家园在多种幅度上的相
互关系。“因此，必须尽快加强研究和交流这种技术意义上对社会演变的影响，为要从中综合出一个
能应对这时代性挑战的人类学论述。你们的专业范围不能仅限于解决道德、社会或法律方面冲突的
特定情况所带来的问题。那种合乎人性尊严的启迪关系到科学和技术的理论与实践、它们在与生命
、生命的意义及价值关系中的整体方案。”（向宗座生命科学院全体大会发表的致词，2017年10月
5日）

人类的衰退与“进步”的自相矛盾

2. 在历史的此时此刻，爱人和爱整个人类的热情陷于严重困境，家庭关系和社会共存的喜乐深受伤
害。过于寻求各自利益和不惜使用暴力的激烈竞争，助长了个人之间和民族之间互相猜忌。一味追
求个人舒适与谋求人类共同福祉之间的落差似乎拉大：这甚至令人以为在个人与人类社会之间已经
存在一种实实在在的分裂。我在《愿祢受赞颂》通谕中指明，我们与大地和各民族历史的关系处于
紧急状态。这个警号乃是人类家庭的团结及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很少受到共同关注的缘故。制造分
裂和战争的世俗强权侵蚀人们对这问题的敏锐感，而且这现象在全球各地扩增，其速度远超过生产
物质财富的速度。这实在是一种不理会人类团体的文化的现象，更好说，这是一种反文化：与人类
作对，与金钱势力结盟。

3. 这紧急情况反映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正当世界的历史处于经济和技术资源足以让我们去照料
共同家园和人类大家庭、藉此显扬天主的计划这一时刻，我们最严重的分裂和最糟的噩梦怎能恰是
来自资源，经济和技术资源呢？民众深切也难过地感到精神沮丧，并经常觉得困惑--我们可称之为
虚无主义--它使生命局限于这个充斥着自相矛盾的世界和社会。人们盲目追求物质享受，藉此麻醉
这深切的不安，这种趋向使人生活在忧郁中，因为他找不到相称于自己精神境界的崇高目标。我们
必须承认这一点：时下的男人和女人经常丧失勇气、迷失方向、没有理想。我们众人多少有些只顾
自己。金钱体系和消费意识形态为我们的需求作了选择，操纵我们的梦想，丝毫不顾及共享人生的
美好和共同家园的可居住性。

负责任的聆听

4. 基督徒在倾听各民族的痛苦哀号时，也必须对助长分裂、冷漠和敌意的负面情绪作出反应，他们
这样做不仅为自己，也为众人，而且必须马上行动，免得为时过晚。信徒们的教会大家庭，也是所
有在她身上寻找希望理由的人的家庭（参阅：伯前三15）。这个家庭被种植在世界上，如同“与天主
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圣事”（《教会宪章》1号）。将天主的受造物人类重新引向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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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归宿所寄的喜乐希望，这必须成为我们宣讲的主要热忱。此刻的当务之急是：让长者对他们最
美好的“梦境”更有信心；让青年见到“神视”，推动他们勇于投入历史中（参阅：岳三1）。我们在文
化领域所追求的目标是提出一个普世道德的崭新远景：关注受造界和人类生命的课题。这么多年来
人文主义一直受到摧残，与各种强势取向的意识形态相混淆，我们不能继续走这条错误的道路了。
我们必须阻止这种把市场和技术作为有力靠山的意识形态，以能促进人文主义。对照料整个受造界
而言，人类生命有差异是一个绝对的价值，极其珍贵，该当在道德上予以守护。若人文主义自相矛
盾，不从天主的爱得到启迪，那就是立下了恶表。教会应该领先重新看到这启迪的美善，以焕然一
新的热情尽其本分。

教会的一项艰巨任务

5. 我们意识到，在重新开启这人文主义的视野当中遇到了困难，在教会内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首
先要扪心自问：教会诸团体如今对当今时代的这紧急情况是否持有一种观点？是否作出相应的见证
？是否满怀热忱和喜乐，认真地传播天主对祂在世界上子民的爱？或是它们仍然过于迷失在自己的
困境中，只做些不超脱世俗妥协思维的缩手缩脚的调整？我们必须认真地询问自己，作为基督徒
，我们是否已竭尽全力，为人性的视野作出一种独特的贡献，以此促进在今日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各
民族的精诚团结呢？或我们已看不到核心价值，把我们统治俗世城市的精神、霸权野心置于首位
，只顾及自己和自己的财富，而将那些向福音款待精神开放、照料穷人和绝望者的地方团体放在次
要地位？

建设普世兄弟情谊

6. 现在是重振新视野，以促进每个人和每个民族友爱关怀的人文主义的时刻。我们知道，为这盟约
所需要的信德和爱德的那股动力，是从耶稣基督的救赎奥秘中汲取，这奥秘在创世之前就隐藏在天
主内（参阅：弗一7-10；三9-11；哥一13-14）。我们也知道，人的良知和情感并非密不透风，也不
是毫无感觉，以致完全不接受天国福音所播下的信仰和普世兄弟情谊的种子。我们必须将这兄弟情
谊重新置于首位。这是因为，被迫不得已一起生活，与欣赏共同生活的富饶和美好、懂得必须一起
去寻找和培育这共同生活的种子，完全是两回事。同样，把生命视为一种搏斗、要对付源源不断的
敌手并因此就认命，与视人类大家庭为天主父赋予生命力的标记及所作的许诺、使人类大家庭有共
同的目标、即现在就能透过爱获得救赎，是两种不同的态度。

7. 教会的各条道路都通向人类，就如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在他的首道通谕（《人类救主》，1979年
）中所郑重宣布的那样。在他之前，圣保禄六世也依照大公会议训导，在他颁布的纲领性通谕中指
出，教会的亲情像同心圆的环形一样地伸展到每一个人，甚至接触那些自称与信仰和朝拜天主毫不
相干的人（参阅：《祂的教会》通谕，1964年）。教会接纳并守护天主赐予每个来到这世界上的人
祝福和慈悲的标记。

认出希望的标记

8. 在这项使命中可以看见天主在现时代施展作为的一些标记，这令我们感到鼓舞。这些标记该当被
识别出来，免得我们的视野被消极因素所遮盖。圣若望保禄二世本着这个观点谈论了接纳和维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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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命的举动、传播反对战争和死刑的敏觉力，以及对生活质量和生态环境的日益关注。在那些希
望的标记中，他也指出：生物伦理学的推广当“促使有信仰者与无信仰者，以及不同宗教信徒之间在
伦理问题上进行反省和交谈。这些议题极其重要，关系到人的生命”（参阅：《生命的福音》通谕
27号，1995年3月25日）。宗座生命科学院在其25年的历程中正是为这个远景努力，并作出了高水
平和高质量的贡献。这方面的明证表现在其努力促进和保护人在各个阶段的生命、谴责堕胎和杀死
重病患者的工作上，这类与生命之神背道而驰的行为使我们陷入死亡的反文化中。我们需要继续依
循这条路线前进，同时留意当今时代的其它挑战，为能有助于信仰臻于成熟并更受到深入理解，也
为更恰当地向今天的人传播信仰。

生命科学院的未来

9. 我们首先必须生活在当今时代男男女女的语言和经历中，使福音的宣讲进入具体的经验，正如梵
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权威性地向我们表明的那样。为了领会人类生命的意义，我们所论及的，正是
那些在传递生命的过程中所能辨认出的经验。如此一来，能避免把生命简化为或只是一个生物学概
念，或是一种由关系和历史而来的泛泛抽象概念。人先以肉身存在，这使随后的各种认识和反思成
为可能，从而避免把自身当作自己的主人。我们只有在领受了生命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才能产
生各种意向和决定。人生存，这意味着需要成为子女、受到接纳和照料，即使有时在方式上并不适
当。“人的生命自起初，而且在整个一生中就得到照料。那么，在这种照料和负责任地照料他人之间
建立一座桥梁似乎是合情合理的（…）。这宝贵的纽带维护着一种人性和神圣的尊严，即使人失去
了健康、社会角色和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这尊严也不会停止存在”（国务卿枢机致函姑息治疗会议
，2018年2月28日）。

10. 我们清楚地知道，人类生命受到基本尊重的底线在今天被严重侵犯，这侵犯行为不仅来自个人
的行为，而且也来自结构运作的选择和影响。盈利机构和技术发展的节奏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
，左右着生物医学研究、教育方向、需求上的选择，以及人际关系的素质。为照料我们众人所属的
人类和促进人性尊严，将经济发展和科学进步指向与男人和女人所缔结的盟约是借鉴天主对受造界
的爱，我们的这份爱在信仰的协助下得以加深，并受到启迪。生物伦理全球化的远景以其广阔的视
野关注生态环境对生命及健康的影响，这愿景也为深入研究福音与受造界的新盟约提供了绝佳机会
。

11. 我们既同属一个人类，就必须提出一个全球性的门径，并且面对在今日世界中，彼此接触日益
频繁的不同文化和社会团体在对话上遇到的问题。但愿生命科学院勇敢地促进对话与交流，为众人
的福祉服务。你们不要顾忌所提出的论据和言词是否能用于跨文化和跨宗教，以及跨学科的对话。
你们应参与对人权主题的省思，因为人权是寻求被普遍接受的准则的核心环节。在有关人权的问题
上，以及在与人权有密切关系的义务上，如关怀受伤者和受苦者，正义所担负的责任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人们能否了解和实践正义，却无法保证。教宗本笃十六世一再强调，“我们必须引起人们重
新反省：权利包含义务，否则便会变成任意妄求。今日有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人们一方面强求某些
无根据及奢侈的权利，并企图获得国家的认可和推行；但另一方面，许多人的基本权利却遭到否认
和侵犯”。在这些基本权利中，荣休教宗提到“缺乏粮食和饮用水、基础教育和基本的医疗保健”（《
真理中的自由》通谕4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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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此外，今天所称的“新兴与融合”新技术则是另一个需要反思的课题。它们包括信息和传播技术、
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以及机器人。利用从物理学、遗传学和神经科学得出的结果，以及日益强大
的机器的计算能力，今天在生物学科上进行极深入的介入已经成为可能。甚至人体也容易受到这类
介入的影响，不仅人体的功能和人的才干，甚至人在个人和社会建立关系的方式也能被改变，使人
越来越置身于市场的逻辑中。因此，首先需要了解在这些新领域呈现的划时代变革，以能确定如何
使之为人服务，使其尊重和促进人的固有尊严。由于这些可能的发展，复杂且缺乏把握，进行这项
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种比通常更为谨慎的分辨能力。我们可把这分辨称作“本着良知的真诚工作
，它正是要努力认出可能存在的善，在这基础上透过理性的正确运用以负责的态度作出决定”（《世
界主教会议结束文件》109号，2018年10月27日）。因此，一个探索和评估的流程是透过道德良知
的动力来实现的，对有信仰的人而言，就是要在内心，而且依照与主耶稣建立的关系而进行，事事
怀有祂的心情和祂行事的准则（参阅：斐二5）。

13. 医学和经济学、技术和政治是在人类现代城市的中心形成的，它们也应该，而且尤其要聆听地
球边缘地区的声音。事实上，科学与技术研究为人类带来的许多非凡的资源可能会冲淡友爱分享的
喜乐和共同事业的美好，后者正是从其服务中获得本身的真正意义。我们必须承认，现代化没有实
践推动兄弟情谊的诺言。普世的友爱气氛原应透过互相信赖而增长，在现代城市内，也在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间增长，然而这种氛围却似乎变得非常薄弱。经由以心神以真理去朝拜天主来使人群中
产生兄弟情谊的力量，成为基督信仰的新前线。爱和在我们内形成新生命的救赎恩典闪耀于我们肉
身和灵魂生命的每个细节，如同已成事实的真正复活奇迹那样地令我们惊喜（参阅：哥三1-2）。愿
上主赐予我们增加这些奇迹的恩典！亚西西圣方济各能将自己视为天上和地下所有受造物的弟兄
，愿这见证启发我们，使之永远具有现实意义。愿上主帮助你们为这使命的新阶段作好准备，并以
满溢圣神的油灯照亮和指引你们所行走的道路。那为每个人和所有地球居民的生命传布天主之爱喜
讯者的脚步，是多么美丽啊！（参阅：依五二7；罗十15）

教宗方济各

梵蒂冈，2019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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