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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 

2023年世界窮人日文告 

常年期第 33主日 

2023 年 11 月 19日 

 

「對一切窮人不要轉面不顧。」（多四 7） 

  

 

1. 世界窮人日仍是天父慈悲的標誌，今年第七次在人生的旅途上，表達

了對我們各團體的支持。這每年一次的集會逐漸地在教會的牧靈關懷中扎

根，使我們一再重新發現福音的核心內容。儘管我們每日投身於接納窮人

的服務，但仍然杯水車薪。貧窮如河流般湧進我們的城市，而且日漸擴大，

甚至要暴漲似乎要淹沒我們，而向我們尋求幫助、支持和團結關懷的弟兄

姊妹的哀號卻越來越大。為此，在這基督普世君王節的前一主日，我們聚

集在祂餐桌的周圍，再次從祂那裡領受恩賜，以活出神貧與服務窮人的承

諾。 

 

「對一切窮人不要轉面不顧」（多四 7）。這句話幫助我們理解我們見證

的本質。在舊約書卷中，多俾亞傳不太被人關注，卻是富於智慧和博得人

的歡心，能幫助我們更加深刻地欣賞聖經作者所要傳遞給我們的訊息。我

們首先看到一幅家庭場景：托彼特是一位父親，他擁抱兒子多俾亞，多俾

亞正準備開始一趟遙遠的旅程。年邁的托彼特怕自己再也看不到兒子，所

以將自己的「精神遺囑」留給他。托彼特曾經被流放到尼尼微，如今雙眼

失明，因此是雙重地貧窮。然而，他始終保持著一個信念，而這個信念就

是他名字所表達的：「上主永遠是我的美善」。作為一個敬畏天主的人和一

位好父親，他想留給兒子的不僅是物質上的財富，更是對人生正途的見證。

所以他向多俾亞說：「孩子！你要一生想念上主，不可隨意犯罪，違犯衪的

誡命；你要一生行義，不可走邪僻的路。」（多四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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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可以立即看到，年邁的托彼特不僅要求他的兒子，要想到天主和在

祈禱中呼求祂。他講的是具體的行動：做善工、行正義。他更明確地說：「你

當用你的財產，救濟一切行義的人。施捨時，你的眼不可睥視。」（多四 7） 

 

這位有智慧的長者所說的話讓我們深思。我們不要忘記，托彼特是在行了

一件慈悲的善工之後，才失去視覺的。就如同他自己所說，他從年輕時就

開始投身於愛德工作：「我托彼特一生歲月常遵循正義的路，時常大方賙濟

與我一同被擄到亞述國尼尼微城的兄弟和同胞。〔……〕我把我的食物分送

給飢餓的人，把我的衣服施捨給裸體的人；我若看見同族的屍體，被拋在

尼尼微城牆外，我便一一埋葬。」（多一 3、17） 

 

因他作了這愛德的見證，君王沒收了他的一切財富，使他一貧如洗。然而，

上主還是需要托彼特；當他重新獲得官員的地位，他便勇敢地繼續他之前

的生活方式。讓我們聽聽他的故事，因為這對我們今天的信友也有意義：「在

我們的五旬節日，即七七節日，他們為我預備了盛筵，我便坐下準備進膳。

在給我預備桌子，擺上豐盛的食品時，我對我的兒子說：『孩子！你去，在

擄到尼尼微的同族兄弟中，尋找一個全心懷念上主的窮人，領他來與我們

一同進膳。孩子，我等你回來』」（多二 1~2）。在這世界窮人日，如果托彼

特對窮人的關懷也成為我們的關懷，那這句話就多麼有意義！如果我們在

主的餐桌分享了主的聖體後，也邀請人來參與我們家裡主日的午餐，那麼，

我們所慶祝的感恩祭將會真正成為一個共融的標誌。再者，在圍繞著上主

的祭台時，如果我們都意識到我們是弟兄姊妹，那麼，當我們與那些有需

要的人分享我們慶祝時的用餐，這種弟兄情誼會多麼明顯！ 

 

多俾亞按照他父親的囑咐做了，但他回來卻帶了一個壞消息：有個窮人被

謀害、被棄屍於市集。年老的托彼特毫不猶豫地從餐桌前起來，去埋葬那

個人。回到家，他筋疲力盡，就在院子裡睡著了；一些鳥糞從他頭上的牆

上落到他眼裡，他就成了盲人（參閱：多二 1~10）。真是命運捉弄人：好

人沒有好報！我們也會這樣想，但信德教我們要更有深度地思考。托彼特

的失明將會成為他的力量，使他更能認出在他周邊各種各樣的貧窮。在預

定的時刻，上主會恢復他的視力，也讓他再次快樂地見到他的兒子多俾亞。

聖經記載，當那天來臨時：「他一看見自己的兒子，便撲到他的頸項上，流

着淚對他說：『孩子，我眼中的光！我看見你了！』他又說：『天主是可讚

美的！祂的大名應永遠受讚揚！眾聖天使也是可頌的！願祂的大名永遠受

讚頌，因為祂懲罰了我，卻又憐憫了我，使我現在得見我的兒子多俾亞。』」

（多十一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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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或許我們可以問，托彼特是從哪裡找到勇氣和內在的力量，讓他得以在

外教人當中事奉天主，並且愛近人，甚至冒著生命的危險呢？托彼特的故

事是非同小可的：忠誠的丈夫、關心人的父親、遠離自己的家鄉又受到不

公義地對待、被君王迫害而且被近人惡待，最後被驅逐。即便他是這麼好

的人，他仍然受到很多磨難。正如聖經常教導我們的：天主不會讓那些行

善的人免受磨難。為什麼呢？這不是要我們受辱，而是要堅定我們對祂的

信仰。 

 

托彼特在受磨難時，發現自身的貧窮，這讓他能認出其他貧窮的人。他忠

於天主的法律又遵守誡命，但對他而言，這還不足夠。他之所以能夠實際

地關懷窮人，是因為他自己本身經歷過貧窮。他對多俾亞的建議因此成為

他自己真實的精神遺囑：「對一切窮人不要轉面不顧」（多四 7）。簡而言之，

每當我們與一個貧窮人相遇，我們不能轉移目光，因為那會阻礙我們看見

主耶穌的面容。讓我們仔細思考托彼特的話：「一切窮人」。每一個人都是

我們的近人，無論他們的膚色、社會地位、來自哪裡……。如果我自己是

貧窮的人，我也會認辨出那些需要我幫助的弟兄姊妹。我們都被召叫去與

每一個窮人和每一種形式的貧窮相遇，拋棄冷漠，以及那些我們為了維護

虛幻的福利所找的藉口。 

 

4. 我們生活在一個煽動不關心窮人需要的歷史性時代。唆使過富裕生活的

聲音日漸上升，而在貧困中的人們卻被噤聲。凡是不符合青少年所追求的

生活模式——而年紀最小的人則特別容易受到文化變革的影響——我們便

很容易置之不顧。我們排除任何不舒服或造成痛苦的事情，卻將物質上的

品質追求視為人生唯一的目標。虛擬現實凌駕真實的生活，而且越來越令

人混淆。窮人們變成了圖片，只讓我們感動片刻，但當我們在街上遇見有

血有肉的他們，我們就感到厭煩和視若無睹。我們每日的生活都是那麼匆

忙，無法讓我們停下來關心別人。慈善的撒瑪黎雅人的比喻（參閱：路十

25~37）並不僅是歷史上的一個故事，它在今日也挑戰我們每一個人，將責

任委託別人不難；惟請別人行愛德而捐款是慷慨大方的舉動；但每個基督

徒的召叫，就必須要他親自投身其中。 

 

5. 讓我們感謝上主有如此多的男女投身於照顧窮人和邊緣人；不同年齡層

和社會階級的人都協助那些被排擠和受苦的人。他們不是超級英雄，而是

我們每天都遇到的「隔壁鄰居」——安靜地讓自己在窮人中間成為窮人。

他們不僅是捐獻，他們聆聽、交談、儘量理解困難的情況和原因，為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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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適當的建議和正確的參考。他們不僅關懷物質上的需求，也在意精神上

的需要；他們為每一個人的整體發展而努力。在他們慷慨而無私的服務中，

天國便真正臨在而可見；這些人就如同種子一樣，落在生命中好的土壤裡，

結出豐厚的果實（參閱：路八 4~15）。我們要向如此眾多的志工表示感激，

在我們的祈禱中也祈求他們的見證能夠日益獲得更多的成果。 

 

6. 今年是《和平於世》通諭頒布的 60 周年紀念，我們可以仔細聆聽教宗

聖若望廿三世的訓導：「任何人都有他生命的權利、身體完整的權利，以及

一切為獲得適當生活所必需應用方法的權利：這些方法中其主要者為衣、

食、住、休息、醫藥治療，和其他一切社會福利。因此，人當疾病、殘廢、

鰥寡、衰老、失業，或每當非由於他本人的過錯而缺乏必需的生存方法時，

他都有權利獲得照顧。」（《和平於世》通諭，6） 

 

為了實現這一切，我們還有許多任務要完成，也需要在政治和立法上作嚴

肅且有效的承諾！儘管人力有限，在政治上有時亦因為忽視了公益服務的

重要而導致缺失，但仍有如此眾多的公民因相信這個價值而主動地服務窮

人。因此我們祈望，「精誠關懷」和「輔助性原則」則這兩個概念能夠在他

們心中持續地發展。這意味著，我們需要呼籲，甚至催促公家機關能善盡

他們的職責；然而，被動地等待所有一切都「從上」而來，也無濟於事。

身處窮困中的人，也必須參與其中，而當他們負起自己的責任時，在這轉

變過程中，也必須被人陪伴。 

 

7. 我們必須再次聲明，除了上述貧窮的問題以外，不幸的是，還有一些新

的貧窮形式。我特別想到那些被捲入戰爭的人民，尤其是兒童，他們平靜

的童年和未來的尊嚴都被奪走了。這種情況，我們永遠都不能習以為常。

讓我們作出所有的努力去締造和平，為使和平——復活主所給我們的禮

物——成為正義和對話的果實，能藉此得以肯定。 

 

我們也不能忘記那些在不同經濟產業中的種種投機行為，這些行為造成物

價飆漲，令許多家庭更加匱乏。薪俸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耗盡，導致人們的

生活缺乏尊嚴。如果一個家庭被迫要在為解決三餐或得到醫療照顧作選

擇，那麼，我們要以人類尊嚴之名發聲，每一個人都應賦有這兩種權利。  

 

此外，要如何消除充斥著勞動界的倫理亂象呢？那些無論針對男女勞動者

的不人道對待、不合理的薪資待遇、工作不穩定的困境，以及多少工作意

外造成的死傷，往往來自雇主選擇貪小便宜而不提供安全工作環境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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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我們要記住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所說的：「工作價值的主要基礎

是人本身。〔……〕人生來就得工作，並且被召要工作，可是工作是『為人』，

不是人『為工作』」。」（《人的工作》通諭，6） 

 

8. 上述的問題，本身就已震撼人心，然而，這也僅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

部分而已。我特別要提及一種貧窮形式，越來越明顯地影響年輕的一代。

多少年輕人因一種令他們覺得自己是「一無所用」和「魯蛇」（loser）的文

化而失望，所以感覺到沮喪，甚至輕生。讓我們幫助他們對抗這些有害的

風氣，好使他們每一個人找到方法，建立有自信和慷慨的人格。 

 

每當我們談到窮人，我們很容易陷於空談。停留在統計和數據上，這也是

另一種不易察覺的誘惑。窮人是人，他們有面容、故事、內心和靈魂；他

們是我們的弟兄姊妹，像所有的人一樣，有優點也有缺點，與他們每一個

人建立良好關係是至關重要的。 

 

多俾亞傳教導我們，關懷窮人和為窮人做事，要採取實際行動。這事關正

義，要求我們所有的人去互相尋找對方和彼此相遇，好使一個群體找到能

認同自己所需要的人並和諧共處。關心窮人，不僅是要急於施捨而疲於奔

命，而是要重新建立那人與人之間、被貧窮損害的正義關係。如此，「對一

切窮人不要轉面不顧」會引領我們獲享慈悲和愛德的益處，使我們的整個

基督徒生命富有意義和價值。 

 

9. 願我們為窮人的關懷始終保持著福音的現實面。我們的分享應該滿足他

人具體的需要，而不僅是幫自己處理掉過多的物資。由此可見，我們需要

在聖神的帶領下作分辨，而要辨明的，是我們弟兄姊妹們真實的需要，不

是我們個人的希望和理想。窮人所需要的，其實就是我們的人性、我們一

顆開放去愛人的心。讓我們永遠不要忘記：「我們蒙召在窮人內找到基督，

聲援他們的請願，而且成為他們的朋友，聆聽他們，為他們發言，為擁抱

奧妙的智慧，這智慧是天主願意藉著他們與我們分享的」（《福音的喜樂》

勸諭，198）。我們的信仰教導我們，每一個窮人都是天主的兒女，而基督

臨在於他們中間：「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

的。」（瑪廿五 40） 

 

10. 今年是聖女小德蘭的 150 周年誕辰紀念。她在自傳中這樣說：「我現在

明白了，完美的愛德在於接受他人的缺點，不因他人的軟弱而覺得驚訝，

在我們眼前最微小的行動上實踐美德而有所成長。但最重要的，我明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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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德必定不能鎖在自己心中的深處：耶穌說：『人點燈，並不是放在斗底下，

而是放在燈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瑪五 15）。對我來說，這盞燈就代

表愛德，必須給予光明和喜樂，但不只是那些對我來說最親愛的人，而是

在家裡所有的人，無一例外。」（手稿 C，12r°，《小德蘭全集》，羅馬，1997，

247 頁）  

 

這個世界就是我們的家，每一個人都有權利經驗愛德的光照；沒有人應該

被剝奪這權利。願聖女小德蘭堅定不移的愛德在這世界窮人日啟發我們的

心，幫助我們「對一切窮人不要轉面不顧」，並幫助我們的目光注視吾主耶

穌基督真神和真人的面容。 

 

 

教宗方濟各 

 

 

羅馬，拉特朗聖若望大殿 

2023 年 6 月 13 日，貧窮人主保——帕多瓦聖安多尼紀念日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恭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