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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句話是兩千年前，天使迎接耶穌基督誕生時的頌詞 (參閱路二:14)，在耶誕

節的聖善夜，我們隆重慶祝大禧年的開始時，會聽到這句頌詞再度喜悅地回

響著。 

在這新的千年開始，我們願再次提供來自白冷馬槽的希望訊息：即天主愛世

上所有的人，並賜給他們一個新的時代、一個抱以希望的和平時代。祂的愛，

完全地彰顯在降生成人的聖子身上，是世界和平的基礎。人們在內心深處接

受這愛時，能與天主和好，也與自己和好，更新人類的關係，也激發人們對

同胞手足之情的渴望，它足以摒棄暴力和戰爭的引誘。大禧年與這個愛及和

好的文告有密不可分的關聯，此文告表達了今天人類最真實的渴望。 

2、 展望如此意義深長的一年，我再次祝福每一個人都能得到和平。我向你們每

一個人很確定的說，和平是可以得到的。我們必須向天主祈求和平的恩賜，

但也必須靠天主的幫助，藉著正義與仁愛的工作，一天一天地建立這個和平。 

    當然，和平之路有許多複雜的困難，使這條路既艱辛，又令人有挫折感，

但和平是深深根植于每一個人心中的一種必要，因此絕對不可削弱追求和平

的決心。追求和平必須是基於人類警覺到：雖然即使人已受到罪惡、憎恨和

暴力的玷污，但天主仍然召叫他們成爲『一個大家庭』。天主的計劃必須得到

認知而且是，透過追求個人與各民族之間和諧的關係，並在一種對天主開放，

提升人的尊嚴，及尊重大自然爲所有人所分享的氣氛下，完成天主的計劃。

這就是耶誕節的訊息，是大禧年的訊息，是我在新的千年開始時的願望。 

戰爭是人類的失敗 

3、 在過去的這一個世紀中，人類受到了一連串無止境的而且是恐怖的戰爭、衝

突、消滅種族及『種族淨化』的嚴厲考驗，引起無可言喻的痛苦：上千百萬

的受害者，家庭破碎，國家滅亡，大批的難民，貧窮、飢餓、疾病、落後以

及損失大量的資源。究其根本，是起於主宰和剝削他人的欲望、權力思想或

極權主義的理想，瘋狂的民族主義或古老的種族仇恨所引起的優勢理論。有

時，以消除或奴役整個民族和地區爲目的的殘酷及有計劃的暴力，必須藉由

武力反抗來制止。 

    更重要的是，這個廿世紀留給我們一個警告：『戰爭往往引起更多的戰

爭』，因爲戰爭會激起深切的仇恨，製造不公義的情勢，蹂躪人們的尊嚴和權

利。一般說來，戰爭並不能解決他們爲之而戰的那些問題，因此除了造成可

怕的損傷外，最後只能證明一切都是徒然。戰爭是人類的一項失敗。只有在

和平中，並藉著和平，對於人性尊嚴及其不可分割的權利的尊重，才能獲得

保障（注 1）。 

4、 從廿世紀戰爭的背景來看，人類的榮譽是被那些發言支援和平並致力於和平

的人所保全。我們不能忘記那些無法數算的男士女士，他們對人權的肯定及

鄭重其事的宣揚，都頗有貢獻；他們也貢獻力量，打敗各種形式的極權主義，

終止殖民主義，發展民主，並成立大型的國際組織。那些將生命建立在非暴

力價值上的人，給了我們睿智及先知性的榜樣。他們以身作則，正直忠誠，

甚至往往因此而致命，給了我們豐富及絕佳的教訓。 



    在爲和平而努力的人當中，我們不應忘記科技界的人士，他們的努力，

使科技在各領域都有卓越的進步與成果，能克服可怕的疾病，並且提升人的

生活質量，延長人的壽命。 

    我也不能不提及我可敬的前輩們，他們在廿世紀中領導了教會。由於他

們崇高的教導，孜孜不倦的努力，已在促進和平的文化上，給教會指點了方

向。教宗保祿六世於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制定了世界和平日，他適時而具

先知性的直覺，就是這多方面努力的象徵。經過這些年來，世界和平日已儼

然成爲一個反省過去，共同展望未來的一個豐富的經驗。 

 

受召成爲一個家庭。 

5、 『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這句福音中的頌詞，引起一個發自內心深處的問

題：新的世紀將真會是個人之間及民族之間和平相處，以及重新富有兄弟之

情誼的一個世紀嗎？我們固然無法預知未來。但是我們能闡明一個確定的原

則：只有當全人類能重新發現，其基本召叫就是成爲『一個家庭』，在這個家

庭內，人不分地位、種族或宗教的不同，而是個人的尊嚴和權利都能優先得

到接納，那時，世界才能有和平。 

    有了這樣的認知，會給予這個走向全球化的世界一個精神、意義和方向。

全球化固然會有不少風險但也能給以大好非凡的機會及承諾，全球化正是要

使人類成爲一個大家庭，它是建立在正義、平等與團結的價值觀上。 

6、 爲了使其實現，需要在觀點上做完全的改變：再也不應該以任何一個政治、

種族或文化團體的福祉佔優勢，而應該以全人類的益處爲優先。追求單一政

治團體的共同福利，不可以與全人類的共同福利有所衝突。人類的利益是體

現於承認並尊重一九四八年被批准並頒佈的世界人權宣言中所認可的人權。

因此我們有必要摒棄那些把一切價值都置於國家絕對權利之下的觀念和做

法，往往它們是由強大的經濟利益集團所裁決。爲了管理，每個國家在政治、

文化和制度上定出的差異和分類，只要不違反大家庭中成員的原則，也符合

基於此道德和法律的要求，才是正當合法的。 

傷害人性的罪行 

7、 這個原則使我們負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責任：任何傷害人權行爲就是傷害到人

良心的行爲，也就是對整個人類本身的一個傷害行爲。因此維護這些權利的

責任，超越了地理和政治疆界，其責任不只限於所發生的地區內。傷害人性

的罪行不能被視爲一國的內政。目前已向前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就是成立國

際罪犯法庭，以審訊傷害人權的罪行，不論犯罪的地點或環境。我們應感謝

天主，由於各民族和各國家的良知，人們愈來愈堅信人權無國界，因爲那是

普世性的，也是不可分割的。 

8、 在我們這個時代，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次數已經減少了。這個事實縱然令人感

到安慰，但如果看到在各個國家之內發生的武裝衝突，就不會感到欣慰了。

可悲的是，這些武力衝突實際上在各大洲都屢見不鮮，而且往往非常激烈。

大部份衝突的原因，都有長久的歷史淵源，跟種族、部落，甚至宗教信仰有

關，而現在則還必須加上其他的意識型態、社會和經濟等因素在內。 

    這些國內的衝突，通常都大量使用小口徑的武器，以及所謂的『輕型』

武器--其實是非常致命的武器，這些衝突往往造成非常嚴重的慘局，且殃及



到鄰國，而涉及外來的利益和責任。雖然這些衝突確實極爲錯綜複雜，使我

們很難瞭解，也很難評估衝突的起因以及所牽涉到的利益，但有一個事實不

容爭議：受苦最慘的是老百姓，因爲雙方，不論是一般時的法律或是戰爭時

的法律執行時都不被尊重。老百姓非但得不到保護，反而常常是雙方衝突勢

力的首要目標，或更甚的，他們自己雖沒有直接介入武裝活動，卻因爲惡性

循環的影響，使他們成爲又是受害者又是傷害其他百姓的殺手。 

    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流血衝突中，許多無辜的兒童、婦女以及手無寸鐵的

老人，是蓄意攻擊的目標，這種可怕的景象太多、太恐怖了。這過多的事實

已使我們不得不感到，時刻已經來臨，我們必須更有決斷性地負起強烈責任

來轉換一個方向。 

    人道援助的權利 

9、 在任何情況下，面對如此悲慘複雜的情況，我們要不管所謂的戰爭正當『藉 

口』，而應肯定人道法律的卓越價值，以及繼之而來的責任，即保證受苦的百

姓和難民能得到人道援助。對於這些權利的認可以及有效的執行，不應依據

衝突中任何一方的利益而定。相反的我們有責任找出所有的管道，不論這管

道是公共機構或其他管道，但能給予實際的方式並最有效的爲他人服務，以

達到人道的目的，。這些權利在道德及政治上的合法性，其實是基於一個原

則：人的福祉應該先於其他的一切，也高於所有人爲的制度。 

10、 在此我願重申我的信念，在面對現代的武裝衝突時，最重要的是使各黨派之

間的談判，經由國際性和區域性的組織，適當的努力來調停與和解。爲了防

止這些衝突發生或在衝突已爆發之初和談是必要的，藉著平等地確立相關的

權益，以恢復和平。 

這個有關調停與和解機構扮演著積極角色的信念，也應該延伸到讓非政府的

民間人道機構和宗教組織來主持此項工作。他們毫無心機，純爲服務且謹慎

地促進敵對團體之間的和平，並協助化解長期以來的對敵，化敵爲友，並打

開通往共同的嶄新未來的大道。他們爲了致力於和平，所做的高貴奉獻，我

在此表示推崇之餘，也願以最高的敬意，紀念所有爲了他人的生存而奉獻犧

牲自己生命的和平鬥士，我舉心向上，在天主前爲他們祈禱，並邀請其他的

有信仰的人也能效法，爲人道奉獻力量。 

    爲人道而干涉 

11、 很顯然的，如果百姓有遭到不義侵略者的攻擊所制服之虞，而政治上的一切

努力及非暴力的防衛又是徒勞時，那麽採取具體的手段來使侵略者解除武

裝，就是合法，甚至是必須的行動。然而這些手段必須有時間的限制，目標

也必須明確。在執行時，應完全的尊重國際法，並得到國際權威當局的承認，

而且在任何情形下，絕不能僅採取武力介入一途。 

因此，就是把聯合國憲章中的所有的條款做最完善及最好的利用，並且在國

際法的架構內，進一步定義干涉的有效手段及模式。在這方面，聯合國組織

自己必須給所有會員國同等的機會，來參與決策過程，以便掃除那些只會削

弱組織的角色和信用的特權及歧視。 

12、 以上所提的在政治和法律上即開啓了反省及討論的新領域，我們都希望這個

領域能夠在誠懇地及賢明智慧下善加培養。目前最急迫需要的就是國際法和

國際機構的革新，而其出發點及基本的組織原則應該是，以人類的福祉和人



的益處爲最高的優先，甚於其他的一切。如果我們考慮到現代戰爭中的矛盾，

這樣的改革就更形迫切。因爲從最近的幾次的衝突可以看出，在現代戰爭中，

軍人享有最大的安全，而老百姓的生命卻處於可怕的危險之中。任何衝突都

不允許忽視百姓享有安全的權利。 

除了法律和制度的考量外，所有的善心男女人士，還有一個基本責任，要求

他們親自投身，致力於和平，那就是有關和平的教育，包括建立和平的結構

以及非暴力的做法，並盡一切努力，把衝突的各黨派帶到談判桌前。 

    在共同體中享和平 

13、 『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從戰爭的難題裏我們的目光很自然的轉向另一個

有密切關連的問題：即關於團結一致的問題。締造和平是一個崇高且要求甚

苛的艱巨任務，根深蒂固于「人類成爲一個大家庭」的使命，並要承認人類

是個大家庭。而這個任務所依據的基本原則，則是地球資源是全人類所共有

的。這個原則並不否定私人財産的合法性；反而擴大了對私人財産的瞭解與

管理，將必不可少的社會功能以及衆人的好處都列入，尤其是社會中最弱勢

的一群（注 2）。遺憾的是，這個基本原則卻普遍的受到漠視，例如北半球與

南半球持續增加的差距即爲一例，因爲逐漸以老年人爲主的北半球，貨品及

資源充裕，而以較年輕的人占多數的南半球，社會、文化和經濟發展的前景

仍然不可靠。 

沒有戰爭雖然是很渴望的，但我們誰也不應被欺騙，以爲就等於有了永久的

和平。若無公正、真理、正義與團結，就沒有真正的和平。任何計劃，若是

有意將兩個不可分割且互相依賴的權利分開，則此計劃必會失敗，這兩個權

利就是：出於共同體之情，而産生的享有和平的權利，以及整體發展的權利。

「猖獗於人們以及國家之間的不公義、經濟或社會的過度不平等、嫉妒、不

信任與驕傲，不斷威脅著和平，並引發戰爭。爲剷除這些失序所做的任何努

力，都有助於建立和平，及避免戰爭」（注 3）。 

14、 在新世紀的開始，對我們人類及基督徒良心提出最大的挑戰，就是無可勝數

人口的貧窮問題。更令人傷感的是，我們發現當今主要的經濟問題，並不是

因爲資源的缺乏，而是因爲目前經濟、社會和文化結構不良，不足以應付真

正發展的需求。『因此不論是發展中國家，或是繁榮富裕國家中的窮人，都有

享用物質，以及善用其工作能力的權利，才能爲所有人創造一個更公義且繁

榮的世界。窮人的提升，是整個人類在倫理、文化，甚至經濟成長的一大良

機』（注 4）。我們不要把窮人視爲是一種問題，而是一群人，他們是一股重

要的力量，能夠爲全人類建立一個新而更富人性的未來。 

    迫切地需要重新思量經濟 

15、 在這方面，我們應注意到目前許多經濟學家及財經專家在集思考量市場的角

色、貨幣及財經利益的廣泛影響力，使之經濟與社會之間走向巨大的差距鴻

溝，以及其他與經濟活動有關的類似問題時，也愈來愈強烈地關心並注意到

有關貧窮、和平、生態保育以及年輕下一代的未來，我們因此也需要重新檢

討這些同樣的問題。現在或許時刻已到，該是對經濟的本質及其諸多目的重

做一番新的也是深入的省思。目前似乎最迫切需要的是重新對『繁榮』本身

概念的澄清思考，以防止它被侷限於一個狹義的功利主義觀點中而給同舟共

濟及利他主義等價值留下極少的空間。 



16、 在此我願邀請經濟學家和金融財經專家，還有政治領袖們，認知迫切需要確

使經濟實施及相關的政治政策是以每一個人以及全體人民的福祉爲目的。這

不但是倫理道德上的要求，也是一個健全經濟體系上的要求。經驗告訴我們，

它似乎證實了經濟的成就愈來愈仰賴對個人及其能力的賞識，依賴他們更多

的參與，依賴知識和訊息上的增進，以及更強烈的團結感。 

這些價值觀，絕非與經濟和商業無關，相反的它們可幫助經濟及商業成爲一

個完全『人性化』的技術和活動。一個不顧及道德層面，也不求爲人福祉的

經濟--每一個人也是整體的這個人--的好處服務，那就不能稱爲是真正的『經

濟』。因爲經濟的原意是指合理性的及建設性的善用物質財富。 

    何者爲發展之模式？ 

17、 人類是受召成爲一個大家庭，然而事實上人類至今仍可悲地被貧窮分裂爲二 

(在這廿一世紀的開始，仍有十四億多人民生活在赤貧之中)。這個事實表示

我們急需重新研究，啓發發展政策的這些模式。 

在這方面，經濟效率的合理需求，必須跟政治參與和社會正義更加配合，避

免再落入廿世紀所犯的思想錯誤。在應用時，則要讓『共同體』成爲經濟、

政治和社會互相依賴的網路整體中的一部份，目前的全球化過程也會趨向這

條網路。 

這些變化是要我們依共同體這個新的文化來重新思考國際間的合作。如果合

作被視爲是播種和平，那麽合作就不但僅僅是物質經濟的援助而已，尤其不

應在給予資源的幫助時，指望著得到受益者的更多回報。而是應該以具體有

形的心態投入致力全球的團結，使窮人成爲本身發展的動力，也讓最多數目

的人民，在他們各自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中，發揮創意。創意本就是人類的特

性，也是國家財富的仰賴。（注 5） 

對於窮苦國家長期以來的國際債務問題，特別需要找出明確的解決方法，同

時提供必要的財力支援，以對抗饑餓、營養不良、疾病、文盲以及對環境的

破壞。 

18、 今天我們比過去更迫切需要培養一種對普世性道德觀的覺醒，以面對當前的

諸多問題，因爲這些問題愈來愈呈現出全球性的幅度。促進和平及人權，解

決一國之內和國家之間的武裝衝突，保護少數民族及移民，環境保育，對抗

可怕的疾病，反對走私毒品和武器，也反對政治和經濟的腐敗：今天，沒有

一個國家能夠獨自面對這些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全人類，因此必須藉著共同

的力量來面對及設法解決。 

我們必能找到一種方法，以大家都能領會的共同語言來討論人類未來的問

題。這種交談的基礎就是刻在人們心版上的普世道德律。人類遵守這樣的精

神『規則』，可以勇敢面對和平共存的問題，懷著對天主旨意的尊重，向前邁

進，走向未來。（注 6） 

    在信仰與理性、宗教與道德的共融中，可以提供決定性的動力，使民族、

文化和宗教之間走向交談與合作。 

    耶穌，和平的恩賜 

19、 『主愛的人在世享平安！』展望大禧年，全世界的基督徒都隆重的進入天主

的降生成人的慶典。在慶祝紀念天主的降生成人時，他們再次傾聽天使們在

白冷城的歡呼 (參閱路二：14)，他們就知道『耶穌是我們的和平』 (弗二：



14)，是賜給所有人和平的恩惠，耶穌復活後對門徒的第一句話就是：『願你

們平安』 (若廿 19，21，26)。基督來，是爲使分裂的合一，消滅罪惡和憎恨，

重新喚起人類合一及手足之情的使命。因此他就是那『新人性的本源及典範，

是人人都渴望的新人性，充滿手足之愛、忠誠及和平的精神』。（注 7） 

20、 在這大禧年中，教會明顯地回憶起她的上主，並願再次確定她的被召及使

命，就是在世上、並爲了世人，在基督內做和平的『聖事』或標記，以及和

平的工具。對教會來說，履行她傳播福音的使命，就是指致力於和平。因此

『教會--天主核心的羊群，猶如樹立在萬民之間的旗幟，給全人類提供和平

的福音，在希望中向著天鄉的目標前進』。（注 8） 

對天主教信徒來說，投身于締造和平與正義的工作，不是次要或附帶的工作，

而是絕對必要的。在工作中，必須對其他基督教會和團體的弟兄姊妹，對其

他宗教的信徒，及對所有的善心人士開放，與他們一起分享對和平及友愛的

同一關切。 

  

慷慨地爲和平而努力 

21、 儘管有許多重大的阻礙，但在許多人士慷慨的合作下，每天都有主動爲締造

和平而發起的行動，這真是一個希望的標記。和平是一個不斷在建造中的建

築。締造和平包括下列人士的努力： 

- 爲人父母者，他們在家庭中是和平的榜樣及見證，他們也教導子女愛好

和平； 

- 爲人師表者，他們在各個知識領域中，以及人類歷史和文化遺産中的真

正的價值觀； 

- 工人們，他們長期以來爲爭取工作尊嚴而獻身，目前仍繼續努力在國際

間呼籲著正義與團結； 

- 政治領袖們，他們在自己的政治活動和他們的國家身上用心，以堅定不

移的決心促進正義與和平。 

- 國際組織中的人士們，他們往往以極少的資源，在第一線上工作，而他

們締造和平者的身份，也往往對個人的生命産生威脅； 

- 一般民間組織中的人士們，他們在世界各地，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藉

著研究和活動，致力於阻止及解決衝突； 

- 有信仰的人士們，他們深信真正的信仰絕不是戰爭或暴力的來源，因而

透過全世界的以及宗教間的交談，來傳播和平及仁愛的信念。 

22、 親愛的年輕人，現在我特別想到你們，你們年輕人正以特別的型態體驗    

生命的祝福，當然也有責任不去糟蹋生命。在你們的學校中，在工作場所，

在休閒及運動時，在你們所做的一切事上，要時時受到這個思想的引導：你

內心有平安，四周要有平安，永遠平安，平安與每一個人同在，人人得享平

安。 

對於這些不幸遭遇過可悲戰爭經驗的，而心懷仇恨及怨懟的年輕人，我請求



你們：盡一切努力，再次去找出和好及寬恕之道。那是一條艱難的道路，但

唯有這條道路，才能使你們自己、你們的子女、你們的國家和全人類，在心

懷希望中展望未來。 

    親愛的年輕朋友，今年八月我們要在羅馬慶祝大禧年的世界青年日見

面，那時我還有機會再與各位做這方面交談。 

教宗若望廿三世在他最後幾次的公開演講中有一次，再對『善心人士』發言，

要求他們獻身于一項和平計劃，這計劃是以『聆聽天主、心懷仁慈及寬恕』

的喜訊爲基礎。他接著說：『毫無置疑的，和平的明亮火炬會向前進，點燃喜

樂，把光明和恩寵傾注到全世界人民心中，幫助他們超越所有的疆界，看到

弟兄姊妹的面容，看到朋友的面容』。（注 9） 

    願你們，各位西元二○○○年的青年朋友，在他人的身上，看到弟兄姊

妹，看到朋友的面容，也幫助他人看到！ 

    在大禧年，教會要藉著隆重的代禱，在爲和平祈禱之時，我們也以孝愛

的忠誠轉向耶穌的母親，她是和平之母，我們祈求她慷慨地賜與我們她母性

的美善，也幫助人類在團結與和平中，成爲一個大家庭。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八日，發自梵蒂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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