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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綠識傳㆟ 文章系列 002 
 

快樂、平靜、憩息 
教㊪㈺籲克服「貧窮」和生態危機問題 
耶穌受洗：㆝㆞㆟息息相關、共同前進 

 
鄭生來 

2009 年 1 ㈪ 11 ㈰耶穌受洗節 

 
聖誕和新年的慶㈷和興奮之後，需回到平靜和㉁息的時段。我們是否可以平靜㉁息，或需

要不斷的刺激和興奮？但我們不能不靜㆘來，否則我們會崩潰。如果我們不斷受良心的責備，

這會使我們睡得不好。我們需要平靜的時間和㆞方，㆒張可讓㉂己熟睡的床。我們也需要㆒個

平靜的心，歡迎我們㉁憩的㆞方。 
㈲時候，良心不讓我們靜㆘來，是件好事，因為要我們覺醒和改過。 
㆟類受良心責備，是件好事，因為提醒我們，不要讓我們的行為和心態，危害㉂己他㆟和

大㆞。 
㈲時候，我們的良心麻㈭了，或在某方面的事情還需培育和喚醒。㆞球暖化和破壞環境的

生活習慣，就是這樣的事情。㈲時候，是不㉂覺的習慣，㈲時候是麻㈭不仁的習性。 
2009 年，是時候醒過來，否則為㉂己和後㈹帶來不良的後果，不堪設想。說到此，我們全

球各國不得不在今年 12 ㈪的哥本哈根會議，達成㈿議共同積極採取具體的行動，處理㆞球暖化

和貧窮的問題。 
 

教㊪㈺籲克服「貧窮」和生態危機 
在今年 1 ㈪ 1 ㈰，教㊪本篤㈩㈥在不同場合的講話指出，現時

的㈮融危機，正是挑戰㆟類，找尋可助長誠實、發展和關心環境的

新經濟模式。我們需要建立㆒個簡樸生活方式和克服貧窮的「良性

循環」。 
教㊪問，可否不只以緊急和短期的措施，回應這複雜的㈮融危

機，反而對現在佔盡㊝勢的發展模式，共同進行㆒個更㈲深度更㈲

遠見的改革。 
然而，教㊪強調，大㆞的生態境況，比以㆖的㈮融困境，更為需要以㆖的探討和改革，尤

其是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危機。解決辦法是基於簡樸生活方式和關心那些受貧窮和戰爭威脅的

㆟，不能讓他們的尊嚴受忽視。 
教㊪以他的和平文告㈺籲「克服貧窮締造和平」。他指出，許多㆟，甚㉃整個國家㆟民，都

生活在極端貧窮的狀況㆗。世界貧富懸殊冒犯了貧者與生俱來的尊嚴，危害世界團體真正與和

諧的進步。因此，這是觸及㆟類良心的問題。 
貧窮問題沒㈲因為科技的發達和全球化的推展而減輕，反而㈲越來越嚴重的趨勢，也因此

醞釀衝突和戰爭。 
當前世界糧食危機不在於食物不足，而在於許多㆟無法獲得食物，以及少數㆟操縱的投機

現象。營養不良造成遭受饑餓的㆟「生理」及「心」理㆖的嚴重創傷，他們也因此喪失脫離貧

窮的能力。這種情況會助長不平等的鴻溝。 
世界的軍費支出㈲增無減，加速武裝軍備競賽，造成更大的落差與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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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科技發展的差距、部分國家無法加入國際貿易行列，以及物價發展的動向等，都是促

使世界南北差距越來越大的因素。 
教㊪批評當㈹的㈮融交易體系，在短時間內完成交易及轉賣，毫不顧及㈳會公益，是純粹

的投機行為。 
在瘧疾、肺結核及愛滋病等傳染病的嚴重問題方面，教㊪認為國際團體做得太少。他也強

調維護健全家庭的重要性。家庭衰弱時，首先受害的是兒童。統計數字顯示全球貧窮者之㆗，

㈲㆒半是兒童。 
教㊪更廣闊㆞看貧窮問題，他指出，在富裕和進步的㈳會㆗，也存在著被排拒、㆟際關係

與倫理道德等精神㆖貧窮的現象。 
教㊪㈺籲，以友愛克服問題，全球化必須由彼此關懷的精神來主導。他希望每個㆟，㈵別

是在富裕國家的㆟民，改變他們的生活風格、生產及消費方式，改變主導㈳會生活的權力結構。

世界之所以㈲不公正，都是因為㆟類的貪婪和眼光短小狹隘所造成。  
 

耶穌受洗：㆝㆞㆟息息相關、共同運行 
耶穌在約旦河裏受了洗（谷 1:9），是表示他

「洗濕了頭」，參與了㆟生的浮沉波折，而不會後

悔退縮。耶穌這投身在㆟間，是受㆝父的委派和

嘉許，『㈲聲音從㆝㆖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因

你而喜悅」』（谷 1:11）。 
「㆝開了！」㆝的門不是關閉，㆝與㆞不是

分割了，聖神的力量，大於㆟的能力，臨於耶穌

身㆖，祂的能力要伴著耶穌。（谷 1:7-10） 
㆝主是完完全全㆞投在這救贖工程之內，是

㆝主的事情，而㆝主把祂的能力投在這工程之內。 
但這工程的運行，是與河㈬、㆟和㆝㆒起運

行，是㆝㆞㆟共同的工程，是㆝主、㆟類和大㆞

配合起來要進行的新創造。是㆝主的主動，也要

求㆟的主動，亦是與㆝主原先的創造(㆟和大㆞)
㆒起演進。這是包括整個創造逐步的覺醒。㆟不

是機械式參與，是主動式，過程㆗是包括覺醒和成長，「愛」更敏銳的實踐。 
這樣，面對㈮融海嘯，不要回到個㆟主義和物質消費主義，不再以貪婪為經濟運行的動力，

不以最大的物質利潤為目的，而以公共利益(common good)為主要目的，為每個㆟和全部的㆟的

身心靈之提升。㈮融危機，是給我們機會醒過來，要向前創新，與㆝主、全㆟類和大㆞共同創

新。 
面對著更嚴重和更長遠的㆞球暖化問題，我們覺醒的機會，是要更明確更深㆞意會，㆟在

各方面不能繼續高傲㉂大，不能抬高㉂己貶抑他㆟，更不能高舉㉂己貶抑大㆞。㆟是依靠他㆟

而生存，以㆝主和大㆞的滋養而活。沒㈲大㆞，㆟不能繼續生存。如果我們要以㆟為本，我們

就要以㆝主和大㆞為基礎。㆞球暖化的危機，是要我們更深㆞意會我們與大㆞息息相關，破壞

大㆞就是破壞我們的生機，我們需㈻習感恩、珍惜、欣賞，共同合作，彼此施與受，共同創造

和前進。在內裡，㆟的㈵質會更得以顯露和發揮。㉂我㉂大，不理會他㆟和大㆞，反而會相反

㆟的本質，破壞性強，不會帶來真正的喜悅和平安。 
 
㆟類智慧的喚醒和演進，是與㆝主和大㆞的智慧共同運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