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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教宗方济各最近的通谕，《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 (2020) ，是理解 

“澳门宣言”所概述的尝试为新经济模式做出贡献的重要资源。由于通谕篇幅很长，

读者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消化理解它的含义。下面这篇文章试图解释通谕的主题并概

述其要点，以便读者领会通谕的意义，从而了解“澳门宣言”作为回应通谕启示的重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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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 位 弟 兄 》 正 如 其 意 大 利 语

（Fratelli Tutti）标题所示，并非主要针

对可能对天主教社会教义（CST）有职业兴

趣的神学家和伦理学家。相反，这是一种直

接与普通信徒（特别是年轻人）以及其他信

仰体系的信徒进行沟通的尝试。如果人类文

明要在威胁挑战中生存下来，教宗必须转变

其既新又古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教宗本笃

十六世在《爱德》（2009）中明确提出了一

种全新的对话与合作方式，他对2008年全球

金融危机的分析侧重于信任、腐败以及通过

重新认识“无偿”的原则和实践来恢复信任

（McCann，2011）。然而，《众位弟兄》进

一步证明了“无偿”是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

的结果，并得到了合理的理解。

如果我们的世界要从自身中拯救出

来，为什么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显得如此重

要？部分答案出现在一系列批评性言论中，

这是关于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的衰退让人变

得绝望的批评性言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

类沟通的矛盾扭曲，其中数字化和普遍可接

触的社交媒体的承诺已经被挟持，形成了

“封闭的交流方式，使假新闻和错误信息

易于传播，并煽动偏见和仇恨”（方济

各，2020，第45节）。我们沟通系统的失效

使得跨文化对话与合作几乎不可能。这种风

险带来的后果既有个人层面的，也有全球层

面的。教宗方济各指出：

“静默和聆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急速和缺乏耐心的玩笑和短信，从而危及人

类智能交流的基本结构。因此，另一种新的

生活方式冒出来：人们只构建自己想拥有的

事物，而摒弃一切无法控制或不能从表面立

即了解的事物。这种互动过程的内在逻辑，

将妨碍我们静心反思和养成共同的智慧。”

（方济各，2020，第49节）。

这种系统性失效的影响在“历史意

识”的消退中显而易见的，会导致传统社会

价值观的空洞化（方济各，2020，第13-14

节），形成一种道德真空状态。在这种真空

状态中，毫无结果的“解构主义”为 “一次

性世界”赋予了合法性。在这种世界中，人

权被忽视，被边缘化群体日益受到歧视和虐

待。

正 如 方 济 各 在 《 愿 你 受 赞 颂 》

（2015）中所提到的，气候变化所引起的迫

在眉睫的环境灾难只不过是一种萎靡不振的

症状。如今，新冠病毒正困扰着每个人（方

济各，2020，第32-36节）。然而，探索这

场危机的“破碎梦想”的症状，暗示了一个

全新的路径，尤其是已经出现了爱和真诚关

怀的英雄事例，特别是我们在创造性地使用

那些经常颠覆我们人类互动能力的同一社交

媒体（方济各，2020，第54-55节）。因此，

《众位弟兄》旨在提醒所有人注意阻止我们

恢复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能力的障碍，他认

为这对解决世界当前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教宗方济各通过探索《新约全书》中

关于仁慈的撒马利亚人的寓言（路加福音

10:25-37）开启了对全球疾病的治疗之旅，

耶稣用这个寓言来回答“谁是我的邻居？”

的问题。在《众位弟兄》（方济各，2020，

第56-86节）第二章节中，他试图超越对寓言

的学术讨论，进入一个适当的传道挑战：我

们每个人是如何卷入这个故事的？我们通过

哪些角色来认同自己？如今，谁的思想和行

为更像撒玛利亚人？我们认为他是善的吗？

我们会听到像他这样的故事吗？或者我们会

认为他只是愚蠢和无关紧要的人，因为他可

能会在电视晚间新闻节目中被拿出来表扬，

但很快就会作为重要事务的娱乐事件而被忘

记呢？ 

然而，教宗方济各对这个寓言的解释

突出了它的社会现实主义。故事涉及各种角

色、被强盗袭击并送命的旅行者、各种过路

人、关心旅行者的撒玛利亚人、与旅行者一

起离开的客栈老板及其发出的关于如何恢复

健康的指示。依次分析每一个事件，让故事

变得像一场交通事故一样生动，包括那些不

停下来帮助受害者的旁观者。教宗讲述的是

关于界限的故事，我们捍卫的界限限制了我

们的同理心，从而限制了我们的反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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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寓言突出了这种同理心的障碍，袭击受

害者和过路人的均为正统派犹太教徒，而做

出回应的则是撒玛利亚人。该群体成员在耶

路撒冷的宗教习俗中遭到反对。在这种情况

下的界限是具有宗教性质的，但在教宗的陈

述中，他们要求我们根据种族、民族、社会

地位、贫困、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多样性来

划分我们的界限。恢复我们对兄弟情谊和人

际友爱的承诺意味着要划清这些界限。就像

仁慈的撒玛利亚人那样，把每个需要帮助的

人都当作邻居来对待。 

在这一寓言之后的章节设想了一个

“开放边界”的世界，但重点不是简单地面

对执行民族国家主权体系的结构。教宗方济

各主张：要消除实现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的

障碍必须从心的改变开始，这反过来会治

愈我们的冷漠和以自我为中心（方济各，

2020，第89节），让我们在学习交流和合作

方面有全新的开始。变革主要针对个人，但

这种变革的结果侧重其社会性和全球性。

第三章通过回顾天主教社会教义的主

要原则讲述重建过程。不足为奇的是，核心

是爱。但是在教宗方济各的眼中，就像他前

辈的一贯教导一样，被召唤的爱的对象显然

是基督徒，实际上是“灌输”的对象（方济

各，2020，第91节）。圣灵的天赋克服了感

情纽带的排斥倾向经常强加的局限性。给予

真正的爱自由支配会带来真正的“开放社

会”。换言之，社区一直对外国人开放，进

而克服种族主义（方济各，2020，第97节）

，并接触到“隐藏的流亡者”，同时将残疾

人和老年人纳入考虑范围（方济各，2020，

第98节）。真正的爱意味着我们要拥抱“多

样性”（方济各，2020，第100节），而不是

屈服于“肤浅的一致性”，在社交媒体中对

这种爱漠不关心。

虽然教宗方济各有时会援引法国革

命的“自由、平等与兄弟情谊”（方济

各，2020，第103节）等传统口号，但这些术

语的真正含义却得以恢复，从而对以尊重人

格尊严和人权承诺为中心的社会愿景产生新

的开放性（方济各，2020，第107节）。他

尖锐地指出，“机会平等”的传统观念常常

被吹捧为革命性的道德理想，根本没有抓住

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所隐含的动机。“这样

的机会社会还没有步入实现共同利益的轨道

（方济各，2020，第109节）。相比之下，共

同利益将作为“圣灵的果实”（Gal, 5:22）

出现，即：作为“帮助个人和社会在促进人

类整体发展的道德价值观方面走向成熟”的

推动力（方济各，2020，第112节）。

“人类的整体发展”是天主教社会

教义的一个重要主题，首次在教宗保罗

六世的《人民进步》（1967）中提出，

其方法是将经济发展人性化，这与教宗

方济各所强调的一种“仁爱”的态度相

呼应，教宗方济各强调他人的“善的意

志”：“这体现在对美善的强烈渴望，

对美好和卓越事物的追求，并推动我们

使他人的生命充满美好、崇高和启迪人心

的事物”（方济各，2020，第112节）。

《众位弟兄》对仁爱的讨论将其与最近的天

主教社会教义中更为熟悉的一个术语联系起

来，即：“团结”（方济各，2020，第114-

117节）。团结是教育过程的一个结果，教育

过程从家庭中自然习得的东西开始1：正如教

宗方济各提醒我们的那样，团结关怀是“由

于个人悔改而产生的伦理德行和社会态度，

[它]要求负责教育和陶成的人投身于其中。

首先我想到的是家庭，家庭蒙召叫去实行首

要和重要的教育使命。家庭是实践和传承爱

和手足情谊、共聚与分享、关怀照顾他人的

第一场所”，（方济各，2020，第114节）。

真正致力于团结，即“服事 ”人民（特别是

穷人和贫困者），并采取社会行动：

1 教宗方济各对仁爱的讨论与孔子之道惊人地相似，特别

是在家庭内部道德发展的教育动态方面。他顺便提及的有关

仁爱的内容，对很多人而言，可能证实了与中国对话的必要

性，即：天主教社会教义与中国道德哲学的契合。参见安东

尼奥·斯帕达罗的《在中国的教会：一个有待书写的未

来》，该文章已在《澳门利氏学社期刊》第5卷（Mc-

Cann，2019，第107-117页）中进行了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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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亦指对抗造成贫困、不平等、缺

乏工作、土地和住房、剥夺社会和劳工权利

等问题的结构性成因。也是指正视金钱帝国

的破坏性影响……团结关怀的最深层意义是

创造历史的行动，而这正是人民运动所做的

事情”（方济各，2020，第116节）。

教宗方济各在对天主教社会教义进

行回顾总结时强调了它长期隐含的道德挑

战，即：其对“财物的社会功能”的反文化

肯定。天主教社会教义从未否认私有产权是

一项基本人权，但它一直坚持“共享世物”

（方济各，2020，第119节），它推翻了任

何试图使这一权利绝对化的企图：共享世物

是“整个伦理和社会秩序的首要原则”（方

济各，2020，第120节）。因此，私有产权只

能被视为“次要的自然权利，衍生自共享世

物的原则”。

天主教社会教义的实际结果仍然是激

进和具有广泛意义的。例如，为了保护某些

群体的财产权利，不应限制或阻止移民的迁

出和迁入，而牺牲那些无法获得人类生存

和繁荣所必需的“世物”的人的利益（方济

各，2020，第121-127节）。同样，国际债务

问题（即：一国对其他国家的债务问题）也

不能仅仅根据产权来解决。开放结构性和解

（包括重新谈判甚至债务豁免）在道德上是

必须的，因为最重要的是要承认天主教社会

教义关于“共享世物”的一贯教导。

在随后的章节中，《众位弟兄》概述

了追求由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激发的团结所

需要采取的步骤。第四章“向整个世界敞开

的心胸”（方济各，2020，第128-153节）重

点阐述了个人及社区必须努力实现的精神和

心理转变，实现人类从自身中拯救出来必须

进行的变革。例如，我们如何面对阻碍公平

和公正地解决经济和社会难民迁移中明显存

在的问题，目前在全球和当地均存在这些问

题。教宗方济各直指问题的核心，质疑国家

边界及其实施的重要性以及出于某种原因维

持各国人民之间边界的重要性。他的对策不

是废除所有国界和边界，而是促进国际合作

和规划，不仅要保护移民的尊严和人权，而

且还要保护那些必须在移民迁移时予以安置

的人员的尊严和人权。

严格而言，教宗方济各的建议不仅

需要熟悉人口统计数据，还需要重新设想

共同的人性，即：我们每个人在所有其他人

的繁荣发展中所拥有的个人利益。参考他在

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祖先的经验（方济各，

2020，第135节），他试图展示当兄弟情谊

和人际友爱激发我们的合作时所出现的心理

变化，例如，在强调具体和实际地平衡“本

土”和 “普世” 文化关注的挑战方面（方

济各，2020，第142-153节）。为了创建这

样一个社会，需要认识人们是如何通过实

践“无偿原则”（方济各，2020，第139-141

节）得以充实，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爱德》

（2009）中对此给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解

释。

第五章“治国良策”（方济各，

2020，第154-197节）概述了展现真正团结

的实际后果的方法。教宗方济各首先批判了

当前的政治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民粹主义

和自由主义之间毫无结果的两极分化（方

济各，2020，第155-175节），为实现兄弟

情谊和人际友爱制造了最大的障碍。民粹主

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僵局无法被打破。受到

重新发现“社会爱德和政治爱德”（方济

各，2020，第176-185节）意义的启发，前进

的道路必须从重新承诺改革联合国开始（方

济各，2020，第173节），进而致力于与天主

教社会教义的辅助性原则相一致的国际关系

的重新平衡（方济各，2020，第175节）。

然而，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观察到的，“全球

社会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并且是无法通

过零星的修补或仓促的方案来解决。许多事

情必须通过基本改革和重大转型实现改变”

（方济各，2020，第179节）。可持续性将是

新形式国际政治的长期目标。 

第六章“对话与人际友爱”（方济

各，2020，第198-224节）、第七章“重新

相遇交流之路”（方济各，2020，第225-



270节）和第八章“宗教为世界的兄弟情谊

服务”（方济各，2020，第271-286节）详

细说明教宗方济各所述的“对话”含义以及

为什么他认为对话是符合兄弟情谊和人际友

爱的全球变革的关键。如果对话是真实的，

它必须植根于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它不是简

单的“交换意见”（方济各，2020，第199

节），不会不断恶化为没有任何变革性新事

物出现的“相对主义”（方济各，2020，第

206节）。真正的对话必须建立在自我批评

的意愿、向他人学习的意愿基础之上，而不

是肤浅的分歧（不管感觉分歧多么强烈）。

这样的对话可以成为“冲突文化”的基础，

是对“承认他人所带来的喜乐”敞开心扉的

习惯养成（方济各，2020，第218-221节）。

教宗方济各所承诺的结果是“良善”，它在

圣经中被理解为“恩慈”，“圣保罗将其描

述（Gal5:22）为圣灵的果实”（方济各，

2020，第223节）。 

如果回归真正对话的实践是为了产

生“冲突文化”，那么这种文化的特征是什

么？第七章“重新相遇交流之路”（方济

各，2020，第 225-270节），提出了几个标

志“促成和平”进展的基准：“和平是一个

进程，需要长期投入。这种投入需要耐心、

寻求真理和正义、尊重受害者的记忆，并逐

步地向一个共同的希望开放，而希望胜过报

复。”（方济各，2020，第226节）。尽管

真正对话的特点在各个层面上都是相同的，

但教宗方济各在本章中描述了其在国际关系

中的影响，这些特点被重新描述为精神的果

实，非常具有挑战性。他强调了从南非和韩

国取得成功的“真理与和解”过程中汲取的

重要教训（方济各，2020，第229节）。在

这一背景下，他解释了拉丁美洲主教所倡导

的“穷人的选择”（方济各，2020，第33-

223节）以及“宽恕的价值和意义”。这是超

越其他棘手的社会冲突的“最佳途径”（方

济各，2020，第241-245节）。与“既往不

咎”的传统态度相比，他对宽恕的定义得到

了澄清。真正的对话不是关于遗忘，这在任

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而是要记住所有参

与者在必须结束的冲突中的共犯关系（方济

各，2020，第 245-249节）。

作为必须记住和宽恕的共犯关系的一

个例子，教宗方济各澄清了教会关于战争形

式的暴力和死刑传统上细微差别的教义（方

济各，2020，第255-270节）。如果要实现真

正有效的对话，就必须重新审视为某些有组

织暴力行为提供道德理由的天主教社会教义

传统，并将其搁置一边，认识到所有战争和

处决归根结底都是不公正的，包括对人类尊

严的严重侵犯以及增加环境灾难的风险。虽

然他关于战争和死刑的言论是在关于国际关

系中对话动态的一章中提出的，但这些言论

本身是天主教社会教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因此值得天主教道德家进行认真研究。 

最后一章“宗教为世界的兄弟情谊服

务”（方济各，2020，第271-286节）认为，

《众位弟兄》承认世界宗教应在创造真正对

话中产生的“冲突文化”方面发挥领导作

用。宗教领袖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首先，他们绝不能让维护其宗教传统

独特性的可理解愿望妨碍合作，这些愿望表

达了对解决世界问题的共同关注；其次，他

们必须捍卫所有宗教参与国际对话的权利，

认识到任何边缘化或压制宗教观点的企图都

是对所有宗教及其为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服

务的威胁。宗教间对话与合作显然是在全球

创造和维持“冲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只有当宗教践行其所宣扬的内容时（即：

共同致力于促成和平、摒弃暴力以及在自己

的传统和社区内有原则地抵制宗教激发的恐

怖主义形式）（方济各，2020，第281-285

节），它的重要性才能得以认可。教宗方济

各在《众位弟兄》中回忆了他自己与大伊玛

目艾哈迈德·塔耶布的对话以及他们支持这

一议程的共同承诺：“以上帝的名义和迄今

为止所陈述的一切，[我们]宣布采取交谈文

化之途径，以相互合作为行动准则，以彼此

了解为方法和标准（方济各，2020，第28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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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众位弟兄》是对天主教社会

教义的一次全面更新，继承了前辈发布类似

通谕的传统，该传统始于教宗利奥十三世

《新事通谕》（1891）。这部通谕的独特贡

献在于它关注对话或关注人类的交流系统、

系统性扭曲以及在寻求真正的道德共识中恢

复这些系统的资源。通谕体现了教宗通过自

身努力建立有效沟通的模式，并与所有正在

经历数字化和全球化技术层面文化异化的人

士接触。这种文化不仅失去了基本人类价值

观的根基，似乎也无法解决威胁人类生存的

全球性疫情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恢复我们的对话能力

并不是一种安慰措施，也不是一套虔诚的陈

词滥调，不应被视为审视天主教社会教义真

正信息的初步准备。对真理的合作追求，我

们通过《众位弟兄》所述对话过程发现真理

的能力成为超越所有其他社会关注的挑战。

正如圣经所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

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如

果我们不能恢复我们认识真理的能力，并在

社会和政治上采取相应行动，我们就会形成

奴役自己的枷锁。因此，兄弟情谊和人际友

爱必须以《众位兄弟》中给我们带来挑战的

各种方式来指明复苏之路。

•

丹宁斯, 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研

究总监, 澳门利氏学社期刊，联合主编

Translated by 翻译: Hu 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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