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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的《爱的
喜乐》劝谕
(“Amoris
Laetitia”)

教宗方济各的《爱的喜乐》
(Amoris Laetitia) 世界主教会
议後宗座劝谕於2016年4月8
日公诸於世。教宗在劝谕公布
当天给全球主教亲手写了一封
短信，祈愿他们受託照管的所
有家庭和所有人在纳匝肋圣家
的保护下，能从这道劝谕中获
得益处。



2016年5月6日

《爱的喜乐》劝谕结集了2014年和
2015年两届「家庭」世界主教会议的
成果，重申一男一女不可拆散的婚姻
家庭的宝贵与美好，同时也以求实精
神看待脆弱家庭，鼓励牧人们秉持认
真分辨的态度照顾家庭。劝谕分成9
章，以慈悲与融和为两条轴线逐一伸
展。

第一章：圣言光照下的家庭

第一章以天主圣言为依据，阐述按照
天主肖像受造的男女婚姻的美好，家
庭沟通、团结及恩爱的重要性。但家
庭不是抽象概念，却肩负著「匠人的
责任」。此外，失业及许多移民和难
民家庭的处境也是不可忽略的悲剧，
他们遭拒绝，无能为力，「每天过著
辛劳和噩梦般的生活」。

第二章：家庭的现实和挑战



第二章例举了今日家庭的诸多挑战，
例如：个人主义、时来暂去的文化、
拒绝新生命的思维、住房紧张、色情
氾滥、侵害未成年人。教宗也提到移
民问题，基督徒遭受迫害，尤其是中
东少数族群受到的「严峻考验」。此
外，在法律上将婚姻与同性结合等同
看待会导致家庭瓦解的危险。教宗指
出，任何不稳定或不传递生命的结
合，都无法为社会未来提供保障。

同样的，女性遭受暴行、女性的身体
被当作工具使用、租借子宫的恶行、
以及诸如「社会性别论」等「令人不
安」的意识形态都在摧毁家庭。面对
这一切，基督徒不可为追随时尚或因
自卑感而放弃婚姻价值。主教们必须
遵循「积极、款待」的牧灵路缐提倡
婚姻圣事，为家庭「指出幸福道
路」，亲近处境脆弱的人。

教宗也以「健康的自我批评」态度指
出在基督徒婚姻上的不足之处，例
如：经常只著眼於生育子女的义务或



教义和生物伦理问题，让人觉得婚姻
似乎是「一个负担」，一个抽象理
想，而非使人得以「成长和成就的行
程」。基督徒蒙召陶冶良知，而非取
代良知。

第三章：家庭的圣召

第三章论述家庭圣召及不可剥夺的生
命权。教宗指出，不可将婚姻的不可
拆散性视为「一个枷锁」，婚姻圣事
绝非「一件‘事’，一个空洞仪式，
一个社会俗套」。婚姻是「使夫妻圣
化和得救的一项恩典」。针对「处在
困境和受伤的家庭」，教宗要求牧人
们本著对真理的爱，认真分辨这些情
况，因为「在各种情况中，责任程度
并非都是同等的」。一方面，需要阐
明教义观点；另一方面，也应避免擅
自判断，不顾个别情况的複杂性及个
别的人的痛苦。教宗重申「人生命的
重大价值」和「不可剥夺的出生权
利」，强调医疗人员有良心异议的道



德义务，自然死亡的权利以及坚决抵
拒死刑。

第四章：婚姻中的爱

第四章阐明婚姻之爱乃是友谊之爱。
教宗称婚姻中的友谊之爱建立在婚姻
圣事上，总是寻求对方的益处，具有
典型深厚友谊的互惠和温柔。在这层
意义上，友谊之爱被称为爱德，因为
它使我们睁开双眼，看到人所具有的
价值。婚姻中的夫妻之爱也同样重
要，它是「绝妙的礼物」，「人与人
交流的语言」，注视「另一个人神圣
不可侵犯的价值」。

第五章：硕果累累的爱

第五章论述结出硕果的爱，在家庭中
生育子女和迎接生命。教宗在此重申
胚胎「在受孕时」的价值，因为「每
个婴儿始终在天主心中」。因此，不
应把子女当作「一个附属品或实现个
人愿望的解决办法」，而应视他们为
「价值无比的人」，尊重他们的尊



严，承认他们拥有母亲和父亲的天生
权利。

对於那些不能生育的夫妻，教宗鼓励
他们以「不同方式」表达父母之爱，
例如领养子女。立法机构应提供有助
於领养和代养子女的程序，但应始终
考虑儿童的利益，以应有的法律打击
贩卖儿童的行径。

第六章：家庭的牧灵愿景

第六章提出几项牧灵愿景，从旁陪伴
夫妻的重要性。教宗重提世界主教会
议的几个主题，例如司铎和家庭牧灵
人员需要接受适当的培育，未婚夫妻
的婚前準备行程需要受到引导，新婚
夫妻婚後头几年的信仰生活需要得到
陪伴。此外，离婚是今日家庭的一个
悲剧，教会应以「接近和务实」态度
予以陪伴，保护受伤家庭的子女，以
免他们成为离婚父母的「人质」。

关於离婚和离婚再婚问题，《爱的喜
乐》劝谕重申两届世界主教会议的观



点：需要分辨和关注离婚个案，尤其
是遭受不义的一方。离婚未婚者领受
圣体圣事应得到鼓励，同时不使离婚
再婚者感到受了绝罚，却应以「极大
尊重」陪伴他们。在基督徒团体内照
顾离婚再婚者并不表示削弱婚姻的不
可拆散性，而是在表达爱德。

劝谕接著提及信仰不同婚姻的「複杂
情况」，但只要尊重宗教自由，差异
就能成为「跨宗教交谈的最佳场
所」。对於有同性恋倾向的人，教会
应尊重他们的尊严，不予以歧视。与
此同时，教宗也强调在同性结合与按
照天主计划的婚姻生活之间，没有任
何相似之处。因此，教会在这方面遭
受压力是令人无法接受的。

第七章：子女的妥善教育

第七章提出父母教育子女的「重大责
任」和「首要权利」。劝谕提出5个
要点：教育不等於控制，而是启发子
女「有责任心的自由」；教育在於教
导「等待的能力」，在「数码飞速」



发展的当今世界中「尤为重要」；教
育在於培养亲子关係，避免子女患上
「科技孤独症」；性教育有其必要，
但必须使之成为「爱的教育」，「在
适当时刻和适当方式」下进行，同时
也应教导「健康的节操」，不使人沦
为纯粹的物体；家庭应继续成为传递
信仰的场所，教导子女信仰的真和
美。

第八章：陪伴脆弱处境者

第八章重提世界主教会议讨论的一个
核心主题：脆弱处境中的家庭。教宗
表示，我们不应期待这道劝谕能给出
一个适用於所有情况的一般性规範。
牧人们该当推动男女忠贞的基督信仰
圣事性婚姻，同时也应以慈悲之心接
纳和陪伴许多信友的脆弱处境，使他
们融入教会团体。

教宗指出，使人人融入教会团体也包
括离婚再婚者，帮助他们透过社会服
务或祈祷聚会参与教会团体生活，使
他们不感到自己遭「绝罚」。在此



「没有单纯的处方，只能鼓励以负责
的态度分辨个别案例，因为每种情况
的责任程度均不相同」。

教宗在劝谕的两个注脚中提到离婚再
婚者的情况：一、牧人通过分辨能够
认出「没有严重过犯」的特殊情况，
因此「一项条文的效力不必与其它情
况相同」；二、「在某些情况下」，
教会为困难情况提供的帮助「也可是
圣事上的帮助」，因为「告解亭不应
成为酷刑室」，「圣体圣事不是为奖
励完美的人，而是为滋养软弱的
人」。

对离婚再婚者而言，「进行良心省
察」是有益处的。他们可以通过办告
解与一位司铎交谈，好能对自己的处
境有「正确判断」。但重要的是保持
「谦逊、谨慎态度，热爱教会」，避
免传达「错误讯息」，使人误以为教
会持有「双重道德」标準，或圣事似
乎是用来「交换恩惠」的特权。



总之，福音的理想不可削弱，但需要
「怜悯」脆弱的人，不判断，不定
罪，不排拒任何人，只以慈悲相待。
教会不是海关，而是父亲的家，每个
人在这里都有一席之地。这就是「爱
德第一」的含义：宣讲福音，却不为
天主慈悲设下条件，不以优越感判断
受伤的家庭。

第九章：婚姻与家庭的灵修

教宗在最後一章，即第九章中邀请信
友们养成在家庭内祈祷的习惯，让基
督「联合并光照」处在「苦日子」中
的家庭生活，将他们的困苦转化为
「爱的奉献」。家庭不是「一个完美
的现实或一劳永逸的配套」，而是一
个使每个人逐步增进爱的能力的行
程。

（© 梵蒂冈电台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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