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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类繁荣的年长化灵修:
向经济学新范式迈进

chrisTine lai 黎天姿

前言

教宗方济各对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人和最弱小的人表示特别关注。由于老年人在

劳动力和经济方面的价值不断下降，他们在社会中属于最脆弱和价值较低的群体。为了

阐述教宗方济各的使命和他对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希望愿景，我要根据他的罗马教宗关于

人的整全发展的教义，特别是其跨文化层面的教义，提出一个年长化灵修的新范式。

为人类繁荣的年长化灵修:

由于基督教是建立在信仰、希望和爱的基础上的，精神维度是根本。与深层价值

观相关联的灵修是老年人的核心生活理念和内在资源。它意味着一种和谐感、内在的自

由、与上帝或天堂以及自然和环境之间的和平关系。伊丽莎白·麦金利(2004，第84页)

解释了显示为一个寻求生命最终意义之过程的老年化的灵修任务。这一过程植根于一系

列对失败与伤残的自我超越，确保最终意义和与上帝和/或他人的亲密关系，并找见希

望。约翰•卡丁汉(2012年，第373-396页)认为，年长化是一个“找见”的过程，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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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持续一生的工程，目的是为了寻找一

个身份，一个完整的自我，一个完整自我的

充分整合。通过年长化过程而实现的充分人

类繁荣过程涵盖了整整一生的时间跨度。休

斯（1999，第16页）突出了依纳爵灵修探索

的洞察力，这种探索就是在包括身心乏力、

失望、失败、内疚、无助感等万般事物中找

见上帝。在“万般事物中找见上帝”当然包

括年老的经历。

教宗关于人的整全发展的教义

教宗方济各在天主教社会教义中重新

强调人的整全发展。促进人的整全发展协会

主任枢机主教图克森发现了老年人在寻求对

人生整全理解方面的重要性。在一个强调经

济增长、生产力和结果的世界中，人类成为

了实现资本主义价值观和目标的工具。我

们作为人的消费迷失了方向，有形的或物质

的世界无法实现我们对真正自我最深的欲望

和渴望。特别是在生命的后期，即使我们经

历了万般事物，我们仍然渴望一个整全的人

生，在进步、发展、成熟的过程中，为我们

带来锐气和快乐。

教宗保罗六世在信徒中播下了生态关

怀的种子，这成为方济各教导人类繁荣愿

景的关键因素。《愿祢受赞颂》断言，实

际上“一切皆关联”（方济各，2015，第16

页）。人类与众生，只能存在于一张网或各

种关系中。整全的理解导致一种看待我们在

世界上地位的新方法。它提供了一种明确表

达个人与“神”、与“自己”、与“其他

人”，也与“创造”的基本关系的范式，这

种“创造”导致对现代社会、经济、政治和

生活方式的几种运行假设提出了根本性的质

疑。生活方式也包括年长化旅程中生命的最

后阶段（莱·马克思，2016，第295页）。

对莱因哈德·马克思来说，教宗方济

各的相互关联概念被扩展到他的整体生态概

念（方济各，2015，第124段），这一概念

处理了影响我们理解人类、世界和世间万

物以及上帝本身的生态问题。整全办法考虑

到个人生活方式，考虑到为个人、社会、生

态转变，包括个人和社会转变，培养个人、

社会、生态方面和谐的需求。这对于解决自

我意识和自我认同，以及与自我和上帝的关

系，达到和谐，是非常重要的。

整全发展就是万物互联的发展意识，

对自己和他人而言，它将导致整体上更高的

生活质量。（方济各，2015，第194段）这一

愿景的整全进步首先是生活质量的提高（方

济各，2015，第46段），包括对历史、艺术

和文化的传承（方济各，2015，第143段）。

生活质量，包括健康和可行的社会关系，特

别是家庭关系，至关重要（方济各，2015

年，第213段）。特别是，“整全”是人类整

全发展的完整概念的核心，特别是在帮助领

会年长化过程和生命后期阶段的发展方面。

整全发展的跨文化维度

“IHD”这一术语，一般翻译为整全

发展或全人发展。目前，我采用的是“圆

融生命发展”这种翻译。这一术语的中文

翻译暗示了一种通过与自我、他人和世界的

良性关系来实现自我的全面途径。它是一

种完整和谐生活的实现，按照个人和精神生

活的方式将个人、社会和自然融为一体。

这篇跨文化评论的核心在于“整全”这一术

语。在英语中，这个术语被定义为一个形容

词，用于描述整体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说，“要素”一词是一个近义

词。它来源于中古英语，源于中世纪拉丁语

integalis：“组成一个整体”，源于拉丁语

integer：“未触动过的，完整的”。“在

《人的发展》一书中，教宗保罗六世指出，

发展不能仅限于经济增长。为了做到真实可

信，发展必须是完整的:整全的，即促进每个

人和整个人的善。（保罗六世，1967年，第

1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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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词翻译成中文就是圆融。“圆

融”是由两个汉字“圆”和“融”组成的。

这两个字有丰富的词源意义，植根于中国古

代文化，即儒学和佛教之中，也有某些道家

思想的成分。“Integral”一词在汉语中译

为“圆融，源于佛教。在佛经中，“圆”是

佛陀看待自然，水火，风的方式。它完全超

越了法律的边界，“融”意味着相互联系和

完全同化。

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看，“整全发展”

意味着恢复不同层次的生态平衡，在我们自

己内部，在他人、自然和其他生物以及与上

帝之间建立和谐关系（方济各，2015，第210

段）（莱·马克思，2016，第302-306页）

。这种关系在中国传统中是和谐的，或者说

是与万物融合的。“整全发展”强调与自我

的关系，强调对自我概念和自我同一性的理

解。中国传统通过圆融增加了这种联系的内

涵。中国人的和谐观是在自我约束和道德规

范中，在建立和谐的家庭关系、健全的国家

管理以及和谐和平的世界的过程中发展而来

的。

对于整全发展，人类必须在其生活的

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找到真正的平衡:真正的人

类发展涉及到人的每一个单一维度的整体（

马克思，2016，第146页）。因此，完整性的

条件超越了作为个体的人；它延伸到他们生

活的全部，包括人类将部分合成一个有意义

的整体的能力:家庭生活，事业，友谊，社会

参与，宗教等等。因此，“整全发展”是人

的全面发展，涵盖生活的所有方面。中国人

信奉生活的圆融发展，就这一点来说，完整

性强调的是所有关系的和谐，特别是家庭关

系和代际关系。无论是在教宗的教义中，还

是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家庭都是最重要的

关系。正如彼得·特克森所强调的，代际团

结与儒家关于代际关系的教导相呼应。这些

关系将促进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

以及世界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中国有着与“整全发展”相似的丰富

理论，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佛教，儒家和

道家都对如何充分实现生命的和谐和圆满

进行了阐述，形成了悠久的历史。这种理念

是对生活和社会图景进行的一种有机的、动

态的展望。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范式，以扩展

我们对老龄化社会和丰富完整生活的理解。

对“整全发展”的跨文化理解有助于弄清楚

年长者如何以他们反映在以下过程中的全部

经验来看待生命的意义：他们把年长化灵修

作为评估精神层面和世俗层面的整个过程的

重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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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ed by 翻译: Yang Hengda 杨恒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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