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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中士  

 

 

被認為是近年來最具革新思想的宗教領袖──天主教教宗聖方濟，上週出訪亞洲

錫蘭與菲律賓二國。在錫蘭，他特別安排出席促進不同宗教間的理解與包容會議，希

望有益於近年來日益尖銳的宗教間文明衝突的化解；在菲律賓，除了創六百萬人同時

參加的戶外天主教彌撒人數紀錄外，他特地到去年遭強颱海燕重創地區撫慰災民，在

參加傾聽不同階層人民心聲的活動時，神情哀戚的傾聽一位出身貧苦階層少女心聲後

，以擁抱這位曾備嚐人生悲苦少女的溫暖動作感動了所有透過媒體鏡頭目睹的世人，

道出很讓媒體記者感動而印象深刻的話「能哭就好了！哭泣讓我們接近問題的答案」，

藉此回答這位少女在眾人矚目下透過麥克風控訴了可能讓思想保守者尷尬的問題：「為

何我們的社會會有這麼多兒童流落街頭？怎麼會有這麼多悲慘的兒童成為乞丐、技女

、童工等被剝削者？被萬民景仰擁戴的教宗該怎樣看待這活生生的悲慘現實景象？」 

我們為這少女的勇氣喝彩，也欽佩這身著聖潔白袍教宗兼具智慧與勇氣的回應。

沒錯，在這人口破億的天主教國家如何面對既有那麼多人信仰上帝又有那麼多神職人

員勸人行善以侍奉上帝，那為何眼皮底下的不公不義不但沒解決甚至還日益惡化呢？

宗教真得能帶來救贖嗎？還是只能在另一來世獲得審判與平反？ 

沒錯，這個亞洲人口最多的天主教國家是個官員貪污、貧富懸殊、社會不公的畸

型社會，人口上千萬的馬尼拉市有著全球惡名遠播的垃圾山與貧民區，上千萬人活在

貧窮線以下的悲慘生活中，特權與貪污橫行的政府官員對此不但無所作為甚至自身便

                                                 
 方中士，南台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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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民痛苦的緣由，這可藉過去迫害工會與工運的斑斑血淚可應證。 

在破億人口壓力不斷上升的這熱帶島國，環境惡化無法改善的千萬人口的大馬尼

拉市，近年來竟成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慈善團體與宗教組織把馬尼拉的悲慘人間實況當

付出愛心與訓練志工的舞台與場域。就在這位通身穿著潔白聖袍的教宗來訪前，馬尼

拉政府為了不讓來自世界各地記者看到街上四處充斥流浪兒童的可悲景象，下令掃蕩

街頭，把暴露政府腐敗與社會不義的年幼流浪兒童關進大牢裡去，這作為豈不是犯下

了明明白白的虛偽造假與不仁慈的罪行？眼睜睜看著悲慘世界景象的掌權者與執法者

又如何面對自身宗教裡的審判與救贖？ 

這令人難過的國家能在教宗離開後獲得公義實踐嗎？我們能否從宗教與社會正義

關係這角度思考社會改革問題？就在教宗聖方濟返回義大利梵帝剛的專機上，教宗接

受媒體專訪，對堅持反對墮胎甚至是反對使用人工避孕的天主教國家人口壓力都特別

大有何看法時，教宗竟能突破過去其他教宗迴避這問題的保守態度，說出「天主教信

徒不必像兔子一般生那麼多孩子」這般會帶來天主教信徒深沉思考與激辯的話來。教

宗這話說得巧妙，但也還是迴避了問題：天主教的教義反對人工避孕手段嗎？倘意外

懷孕，天主教能接受墮胎嗎？當社會學家都肯定了人口壓力與社會階層流動不易的關

係時，天主教要不要認真面對因為人口壓力導致的世代貧窮與資源分配不義問題？是

啊！人不是兔子，那這是不是意謂著人有身體自主權？而且這自主權可延伸到決定胎

兒的存留──教宗巧妙的帶領信眾跨入了思考現實世界不義負責的危險領域。 

把人口壓力不斷升高的菲律賓政治與社會問題歸咎於其天主教國教合理嗎？合乎

邏輯嗎？基督宗教講救贖與愛人；那麼，天主教徒該如何思考少數特權階級操控政治

權力與鞏固其特權的政經制度呢？沒有起而捍衛勞動者權力的工運，如何改變不義的

財富重分配？不鼓勵街頭衝撞的社會運動，如何喚起民眾維護個人權益的政治意識？

講求忍耐、慈愛與寬容的宗教能站在受苦民眾這邊嗎？如果宗教不能成為推動社會資

源重分配的社會運動力量，至少可不可以成為追求社會公平正義者的庇護所與安慰濟

。可是宗教成了窮人的精神鴉片的污名似乎仍沒能洗去。因為我們只要考察世界的宗

教國家，宗教團體與組織鮮有能在這些國家領導社會改革。這是為甚麼？例如台灣一

些宗教團體平日收受了大筆信眾捐獻，到了年底，推一些送米送毛毯與尾牙熱餐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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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賑濟活動，可對不斷製造更多窮人的政經制度毫無改變的力量，對不斷增加的街友

遊民問題絲毫沒改變的作用，那我們要這些宗教與感人的話語幹嘛？ 

我們暫且跳出文化相對主義帶來的不批評宗教的自我設限，把尊重當成逃避實踐

社會正義的盾牌，想想，世上有一強大且居主導社會文化的宗教國家是不是較沒辦法

肯認與追求自由平等價值？的確很弔詭的，人民愈是沉浸於肯認與追求宗教安撫的社

會果真的愈無法實踐自由與平等。因此，我們能不能假設說宗教愈能接受政教分離愈

能理解宗教律法與世俗律法的範疇獨立價值，這個宗教才愈能鼓舞民眾在世俗生活中

追求公平正義的價值？最後，才能讓國家政經制度日益趨於宗教促成人人獲得幸福？ 

如果宗教不能促使窮人起而檢視其苦難的政經制度由來並起而革命的話，宗教便

很容易成了不公不義政經制度的幫凶而已。於是，你赫然發現政教不分離且信教人口

愈多的地區，其尊重人人自由平等價值的表現愈不足，狂熱的宗教信徒如何面對信徒

淫奢誇富的自毀愚行？如何面對其崇奉的神的子民中有四分之一的子民活在世代貧窮

的悲慘世界裡？想想聖方濟的「天主教徒不必像兔子般生那麼多孩子」想想他離去後

誰來管馬尼拉街頭上百萬的流浪兒童？想想是誰該為槍擊去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瑪拉

拉負責？誰要為伊斯蘭國行刑者刀下身首異地者負責？誰又要為阿拉白半島產油國破

壞環境的愚行負責？最後，誰為我宗教是否該為不平等政經制度負責這一大哉問解惑

？ 

「積極面向」，也就是應該大幅增列可促成實質平等和社會正義目標的社會權、經

濟權、勞工權、環境權和文化權等權利類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