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承 發揚 慈悲精神 

沈藝甲 

我們的生活能反映出基督慈悲的面容嗎？ 

孩子從我們學到了什麼？ 

如何讓年輕人樂意對人慈善尊重？ 

天主的慈悲 

慈悲禧年的聖門已於 2016年 11月 20日基督君王節關閉，天主的慈悲卻永遠開敞、天天賜下！

只待我們虛心降服，用心在生活中實行。 

經過一年的祈禱反省，我們已經熟悉天主對我們的慈悲，常常有意想不到的奇妙慈悲恩寵。但是

我們怎麼對別人慈悲呢？我們不必像德蕾莎修女一樣慈悲到成聖，行善全世界；慈悲可以單純到

關心鄰居的安全、不殺小工的工錢、寬容累了一天的年輕人不讓座；慈悲更可以只是呼喚服務生

時柔和尊重一點、對忘了添茶水的侍者輕言提醒。我們的慈悲是簡單的愛神愛人原則。 

我們若能對世人反映出天主慈悲的恩寵，不但「基督是不可見的天父在世上可見的面容」，更讓

我們變成「耶穌基督在今世可見的面容」。所以，我們不斷求天主賜恩降福，供給我們的需要；

也賜給我們智慧和能力，讓天主藉我們的心和手，賞賜鴻恩給有迫切需要的近人，使整個世界沐

浴在天主慈悲的愛中。 

慈悲不是空洞的「政治正確」口號，而是人人在日常生活中會有的選擇： 

-- 我待人是否溫暖和善？ 

-- 我寧可自己少享美食，用省下的錢幫助饑餓者溫飽嗎？ 

-- 我認為窮人都是懶惰自找的嗎？或是有機會就可改進的？ 

-- 我主張人人都練習射擊擁槍自衛？還是尋求徹底消除暴行的方法？ 

-- 我隨俗贊同多元婚姻？還是維持一男一女的自然婚姻與家庭？ 

-- 我是否把全球公平競爭導致的個人生活降標，歸咎於別人？ 

-- 我是否急於改革而不用心瞭解，胡亂猜測投票選舉？ 

人治理世界的制度 

2016是奇異弔詭的一年。不但多國領導人(如南韓的女總統)相繼出包，美國總統大選更是充斥偏

見岐視、造謠謊言、抹黑辱駡，少有正視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的思辨！ 

這次美國大選突顯了美式民主的極大危機，彰顯了「民主內的反抗」革命情緒，用選票表達了美

國人民對現况的不滿。而美國的基督徒們，看不到確切有效的改革方向，因為沒有一個政治人

物，有基督教導的一半好，提得出完美的改善方案： 

憐憫窮人的候選人卻贊成同性婚姻和墮胎， 



願意多照顧弱勢族群的人，卻放任詐欺弊端、非法移民， 

堅持傳統婚姻家庭的人卻説污染引起的氣候變遷是「中國騙局」， 

主張人權平等的人卻崇尚槍枝暴力及白色既得利益， 

誓言要美國强大、使美國人自傲的人，卻處處作梗反對全民健康保險， 

斥責別人説謊的人卻自己也謊言連篇， 

直言反對政治正確及華爾街貪婪的人卻自己向權貴妥協靠攏。 

而且各具理念的美國人，卻不擔心大麻會變成滅亡美國的鴉片。 

政治人物提不出通過自由民主制度改善經濟、繼續強盛美國的新方法，只能怪罪其他國家和新移

民占了美國的便宜。卻不想想： 

為何在美國買東西常常比港台中國便宜？ 

為何美國的頂尖科學家和創業領袖有超大比率是第一、二代移民？ 

全世界的麥當勞為何不在美國生產漢堡薯條？ 

1960年代美國 NBA頂尖 50球星全是白人籃球員，如今呢？為什麼？ 

顯然美國政府和人民，曾經做對了許多事，不能一概抹煞！ 

民主的美國總統候選人，居然不敢指出科技進步和全球公平競爭，才是新時代的真正挑戰？美國

要維持已有的優勢、繼續當世界領袖，就必須覺醒改善自己，使美國人更具開創性和競爭力！看

看南非首都郊外的白人殖民者後裔貧民窟，就明白在公平競爭中，任何膚色人種都可能因為無知

怠惰而向下沉淪。美國人若不回歸基督信仰，改善自己，結果也會一樣！ 

我們很幸運，沒有落入實驗共產主義的痛苦中。但是 2016年美國選總統，雖然一人一票投給喜萊

莉的比投給川普的多了 250萬票，決定權卻在間接民主的選舉人票上（記得中華民國 1996年廢

除的國大代表選總統特權嗎？），美國以州為單位的選舉人票決定了川普當總統。雖然這種結果

很可能表達了美國人民對生活待遇不滿、對華爾街用自由資本市場為藉口圖利富人不滿，以及對

美國政府用巨資投入全球事務、容忍非法移民、讓「外人」分享美國福利的反彈，甚至還可能對

過分尊崇同性戀和墮胎權利抗議，但是究竟一人一票的直選總統是真民主，還是兩百年舊的間接

選舉總統是真民主？已經使美國人很難自圓其說了。希望這次選舉結果，不是對人類智慧過份有

信心的所謂震盪療法，而是「回歸天主基本真理」的契機。難怪當年以色列人要求一個國王，天

主知道人類又笨又短視，卻尊重人的自由意志，一邊搖頭一邊允許（撒上八 5-25）。 

基督徒處身這樣不完美的領導下，要怎麼做才能藉由民主制度發揚真理、施行慈悲，又保住自己

和家人在世上享平安呢？ 

世界是屬於年輕人的 

美國的政治風向，雖然由老、中、青，大家投票決定，受影響最大的卻是年輕人和他們的下一

代！ 



 

有信仰的我們，不能偷懶單看一兩個主張來做決定，也不能單靠一兩次投票就算盡了責任。我們

必須犧牲一些看電視、玩手機電腦、打麻將、渡假、健身的時間精力，多瞭解切身相關的議題，

把這些議題放在每日的祈禱和默想中，在平時就遵循天主給的領悟，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潛移默化

下一代；在生活小事上，每天實踐投票所將主張的同一原則。譬如： 

花錢，要尊重自然資源，買自己「需要」的，不買「想要」的奢侈品，把節省的開支幫助窮人；

又如用水用電和娛樂享受，自己一定要舒暢儘量享用嗎？不能為了大家和子孫的需要節制一點，

把省下來的資源用在更有意義的地方？平時這樣尊重顧及别人，思想就會比較開闊周延，產生循

環效應，在民主體制中持續影響別人，做年輕人的榜樣，支持符合天主旨意的主張和執政代表。 

雖然網路和社交媒體發達，普通選民還是很難知道投票議案和候選人的關鍵素質。臉書

（FaceBook）上充滿了謠言和假新聞。我們不期望已有成見的中老年人主導利用新科技改革，還

是要靠沒有成見、沒有私心的年輕人開創新的自由民主工具。 

人的基本需求不變 

人人想過好日子，吃得飽、穿得暖，日子太平舒適。這種心態本就是人類嚮往天堂的動力。但是

由儉入奢易，日子過得好了，人心的安逸標準水漲船高，一旦停滯不前或生活水準降低了，人心

就開始不安，對窮人和不幸者的憐憫同情就減少了。這次美國大選，這種疼惜自己、不管別人的

心態很關鍵。好像大家都忘了耶穌基督關愛窮人的教導。 

個人和自己的家庭優先是人之常情，但是過份強調個人主義，把每個「成年人」都當作有足夠判

斷力，不免常常忽略了「人不是神」，很可能像小孩子一樣，不管蛀牙硬要吃糖，顧了一時卻損

害了永遠。天主希望人有團結過日子的心態，在宇宙運行的規律中，設定了「互相幫助」這個要

素，若不互相支持合作，星球早就撞成一團了。若生活條件較好而自私的人太多，就會有天災

（如地震颱風及氣候變遷）人禍（如豆腐渣工程及造反革命）。耶穌教我們不要等到自己吃飽喝

足了才分點兒給有需要的人，「求你的，就給他；願向你借貸的，你不要拒絕。」（瑪五 42）當

大家都過苦日子的時候，更需要過得比較好的人犧牲享受，幫助有需要的人！ 

民主制度需要基督信仰 

也需要創新方法 

年輕人若不自立自強，就不能「好好做人」、成家立業；年長者若不憐惜弱勢，就不能「做好好

人」、進入永生。天主教在這方面很努力，不斷用耶穌基督的教導提醒世人，回歸天主「彼此相

愛」的誡命，「照顧而非擁有」大家共同的家園。 

天主教又很注意年輕人的想法和權益，世界青年日就是一個很好的平台，讓年輕人有機會反省自

己的立身處世、自己和基督教導間的連繫，團結串聯做長遠有益的事。 

家庭是有信仰者的第一個教會，替下一代設立良好處世基礎的第一個平台。天主教會鼓勵年輕人

善用這個平台，從嬰兒開始就為人類將來的在世生活，奠定可以永續發展的基礎。 

今天美國民主制度的問題，不在人設定的制度需要不斷更新，而在不曾用天主設定的自然規律來

檢驗人的制度。例如當今對待同性戀的社會風氣，為了彌補數千年的歧視，硬把同性結合抬高到



天主設立的自然婚姻家庭之上，甚至要立法推動中小學教同性性行為，就違反了自然規律，指鹿

為馬，過分強調同性戀人的權利，反而忽略數百萬年來生物自然發展的規律。台灣的各宗教信徒

團結起來，為自然的一男一女婚姻和家庭發聲，拖延了立法院小組委員會的少數冒進，這種精神

才展現了「民主」的力量！「民主」就應當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自主反省新思潮是否合乎天道，即

基督信仰的「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不可把少數人希望的新思維，硬加在多數

人認同的自然發展之上。簡單的辯證是：「這些主張同性結合成為人類社會主流的人，有哪一位

是兩個男人或兩個女人生出來的？」 

「愛的互助合作」真理永恆不變！方法可以不斷創新。年輕人為了自己和下一代的幸福，一定要

回歸天主旨意，自然地把家庭共融在基督教導中。只有尊重「天道」，人類才能生生不息！       

（聖地牙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