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 月 1 日和平日彌撒證道 

 

關信基教授 

向主禮神長及其他貴賓致意! 

 

首先，讓我謝謝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邀請我來證道！他們給我出的題目是

“良好的政治是爲和平服務”。 

 

要我在元旦這個濃重的彌撒當中講政治似乎有點兒哪門子，是嗎？ 

 

政治通常被視爲骯髒和危險的東西，所以應當避之則吉。事實上政治可以是良

性的，重點是看它爲了什麽而服務。如果政治能夠爲建立、促進、或者鞏固和

平，我們不是應當舉雙手贊成嗎？初步看來是的，我們要支持。但是，如果這

個和平是透過殘酷的戰爭得到的，我們是不是值得三思？同樣的，如果和平是

依靠武力去壓迫人民的抗議才能維持的話，這樣的和平也是有問題的。 

 

我認爲許多天主教教宗談及政治紛爭時，都是強調一個原則：“良好的政治是

爲正義的和平而服務”。我會舉兩個例子來說明–第一個是本篤 15世，第二個

是現在的方濟教宗。  

 

本篤 15世當上教宗時正是亂世，他在第一份通喻表達的就是反對第一次世界大

戰（1914）。可惜沒有一個交戰國聽他的忠告。結果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一千萬

士兵的死亡。戰後，他在梵蒂岡開了一個新的辦公室收集死亡士兵的資料，提

供給他們的家屬。其次是成立救援隊伍把傷者運到瑞士的醫院去醫治。在梵爾

賽和談會議時，他呼籲戰勝國善待德國，認爲只有寬恕才能保障正義的、因此

而永久的和平。可惜還是沒有聽得入耳。結果助長德國人報復的情緒，有利於

希特勒的上台，最終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 

 

方濟各教宗是大家比較熟悉的。他被一些傳媒稱爲《和平教宗》。他展現無比的

政治影響力，也懂得從事外交工作。例如 2014年，美國和古巴關係非常惡劣。

他秘密地分別寫信給兩國總統，邀請他們到梵蒂岡談論兩國的關係。結果促成

了它們長達 54年之久的敵對關係得以解凍，並且恢復邦交。第二個例子是關於

敘利亞的內戰。內戰的惡果慘不忍睹，教宗無法讓雙方坐下來談和，只好在

2013年 9月 7號聖彼得廣場舉行主日彌撒，爲敘利亞的和平進行 5個小時的守

夜。教宗的講道就是一份和平宣言。這篇宣言的主旨是:“戰爭帶來戰爭、衝突

帶來衝突！”他問：“我們真的能走和平的道路嗎？”答案是肯定的。“就在

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十字架的甯靜中，武器的喧鬧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

和解、寬恕、對話以及和平。”去年年底方濟各教宗接待全球天主教慈善機構

第六次會議時致詞向各國政治領袖呼籲“盡一切努力保護國民並創造條件讓他

們有一個豐盛的以及公義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