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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的社會訓導是什
麼？

在每個人得救的道路上，教會
關心整個人類大家庭及其需
要，也包括了物質和社會領
域。為此，教會發展了一套指
導方針，即社會訓導，以培養
教友的良知，幫助他們依據福
音與人的本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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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會的社會訓導是什麼？

2.它是如何隨著時間而發展的？

3.教會的社會訓導是政治還是意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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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會為什麼對社會議題發表意見？

5.教會的社會訓導原則是什麼？

「教會的社會訓導並非試圖建構或組
織社會，而是呼籲、引導和培育良
知。」（《教會社會訓導彚編》81）

「教會的使命是提供真理，不論在什
麼時代，什麼環境，指向一個符合人
性、人性尊嚴、和人的召喚的社
會。」（《在真理中實踐愛德》9）

1. 教會的社會訓導是什麼？

https://www.vatican.va/roman_curia/pontifical_councils/justpeace/documents/rc_pc_justpeace_doc_20060526_compendio-dott-soc_zh.pdf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benedict-xvi/zh_tw/encyclicals/documents/hf_ben-xvi_enc_20090629_caritas-in-veritate.html


是教會訓導當局面對社會現實而作出
信仰的宣示。教會準備了一本彙編，
旨在鼓勵教友成為負責任公民，將捍
衛轉化為指示、忠告和勸勉。

事實上，針對被限定為「教會的社會
訓導」的現實，並沒有一致的定論。
若望保祿二世─在教會有史以來最精
確的定義中─說，「它不是一種意識
型態，而是在社會與國際的秩序中，
在信仰及教會傳統的光照下，仔細的
反省了人的存在之複雜事實，將其結
果作出精確而有系統的說明。」
（《關懷社會事務》41）[1]

教會的社會訓導旨在「幫助人走上救
恩之路。」（《教會社會訓導彚編》
69）這是教會唯一的使命，也是教會
有權利與義務發展社會訓導的原因，
以培養人的良知，幫助他們依據福音
與人的本性生活。一個表裡一致的基
督徒將他生活的所有面向都導向天
主，按照天主的拯救計畫來生活。教
會陪伴基督徒達成這項任務。



這包含人類生活和文化的各個層面，
例如經濟、工作、溝通和政治，以及
國際社會和不同文化與族群之間的關
係等議題。

愛德是一種「能夠啟發新的方式來處
理當今世界的問題，從內部深刻地更
新結構、社會組織、法律制度的力
量。從這個角度來看，愛也具有社會
與政治慈善的特質：『社會的慈善使
我們熱愛公益，』它使我們有效地追
求所有人的利益，不僅視他們為個
體，而是將他們團結在一起為社會的
力量。」（《教會社會訓導彚編》
207）

2. 它是如何隨著時間而發展的？

教會的社會訓導誕生於1891年教宗良
十三世所寫的通諭《新事》Rerum
Novarum。這位教宗非常關注所謂的
「工人問題」，許多來自農村的貧窮
工人在城市裡過著悲慘的生活。

https://www.vatican.va/roman_curia/pontifical_councils/justpeace/documents/rc_pc_justpeace_doc_20060526_compendio-dott-soc_zh.pdf


從那一刻起，自基督教創始以來就存
在的社會訓導開始有系統的加以排序
和整理。教宗良十三世以後的教宗寫
的社會通諭都參考了《新事》。在眾
多通諭中，聖若望保祿二世的社會通
諭最為傑出：《人的工作》（《新
事》後90年）、《社會事務關懷》及
《百年》（《新事》後100年）。最
近，教宗方濟各撰寫了兩份以社會為
主題的通諭：《願祢受讚頌》2015年
和《眾位兄弟》2020年。

為了方便按主題搜尋教會社會訓導的
內容，最近出版的《教會社會訓導彚
編》可用做為參考。

3. 教會的社會訓導是政治還是意識形
態？

都不是。教會的職權範圍不延伸至技
術問題，也不涉及非屬於教會使命的
社會組織制度；教會的使命僅限於道
德與福傳領域。此外，教會不以強制
權力（屬於國家的權力）為基礎、也
決不利用「世俗手臂」（即利用按照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john-paul-ii/zh/encyclicals/documents/hf_jp-ii_enc_01051991_centesimus-annus.html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zh_tw/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524_enciclica-laudato-si.html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zh_tw/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201003_enciclica-fratelli-tutti.html


教會指令行事的民間機構，從而對社
會施加影響）來執行她的職能；而是
透過信念的力量來實踐，尊重公共生
活的世俗性。因此，訓導當局的社會
教導並不會妨礙世俗現實的自主性。
相反地，它詮釋這些現實，以檢視它
們是否適合福音的精神，並指引基督
徒的行為。

「教會在各時各地應享有真正自由，
以宣揚信德及有關社會的教義，在人
間順利地執行其任務，並發表其攸關
倫理問題的判斷；如果在人們的基本
權利及人靈的得救要求時，在政治的
事件上，教會亦發表其判斷。教會依
照不同時代及環境，只運用一切符合
福音精神及公共福利的方法。」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76）

「在道德層面上，教會擁有不同於政
府的使命：教會關懷公益的現世層
面，是因為公益導向至善，亦即我們
的最終目的。教會對現世財產及社會

https://www.vatican.va/chinese/concilio/vat-ii_gaudium-et-spes_zh-t.pdf


經濟的關係，努力啟發正確的態
度。」（《天主教教理》2420）

與聖施禮華一起默想

「我們的教會是一個由眾信友組成的
團體，所有人都共享著同一個使命，
然而每個人都應依據個人的情況來履
行這個使命。平信徒在聖神的感動
下，愈來愈意識到自己就是教會，肩
負著特殊而崇高的使命，因為他們是
被天主召喚來完成這項使命的。他們
知道這個使命是來自他們身為基督徒
的事實，而不一定是來自教會聖統階
層的授權；雖然他們顯然應該以與教
會聖統合一的精神，遵循教會的教導
權威去履行這個使命。他們若是天主
教徒，而不與主教及其首領教宗合
一，他們就無法與基督合一。」
（《談話》59）

「我從不過問來訪者的政治觀點，因
為我根本不在乎！我的態度正好說明
主業團的基本事實；就是，因著天主
的仁慈聖寵，我完全奉獻自己，為了

https://www.vatican.va/chinese/ccc/39_2401-2513_ccc_zh.pdf


服務聖教會。我對政治不感興趣，理
由是每個基督徒都享有全然的自由，
但也要承擔個人的責任。我們可以不
受限制地參與合適的政治、社會、文
化活動，但教會訓導禁止的活動除
外。」（《天主之友》11）

「我向來不談政治。我不贊成在俗的
熱心教友組織政治性的宗教運動。那
是瘋狂的行為，即使他們的動機是想
把基督的精神滲進一切人類活動也
罷。我們要做的，是把天主放進每一
人的心坎裡，不管他是誰。換言之，
每一位基督徒都應在各自的處境中，
以自己的榜樣和言語，為信仰作見
證；而他的處境則取決於他在教會
中，在社會生活中所處的地位，以及
他所持續經歷的各種事件。」（《基
督剛經過》183）

4. 教會為什麼對社會議題發表意見？

基督所帶來的救恩，也就是教會的使
命，涵蓋了人的整體，包括社會領



域。基督信仰不能僅限於虔敬行為，
更是一種在社會中生活的方式。

教宗本篤十六世確認社會訓導能回應
所接受和提供的慈善動力，並將其功
能概括為「即在社會中宣揚基督愛的
真理。」（通諭《在真理中實踐愛
德》5）

教宗方濟各解釋了教會為何要在影響
世界社會的事務上表達她的意見（教
宗對外交團的演講，2019年1月7
日），他說這是耶穌基督向聖伯多祿
及其繼承者所傳達的屬靈使命，促使
教宗和聖座「關心整個人類大家庭及
其需要」，並澄清「聖座不試圖干預
國家的生活」，而是觀察「影響人類
的問題」，為了「為每一個人的福祉
服務」，並「努力促進建設和平與和
解的社會」。

5. 教會社會訓導的原則是什麼？

教會的關注具體化為價值觀，作為社
會行動的基礎。所有這些價值觀都以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dam/benedict-xvi/pdf/encyclicals/documents/hf_ben-xvi_enc_20090629_caritas-in-veritate_zh-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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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為基礎，並符合人性，教會承認
並維護人性，並透過基督所帶來的救
贖使人性達到圓滿。這些價值觀包
括：

人的尊嚴：人的生命是神聖的，其尊
嚴不可侵犯，不論年齡、健康狀況、
財富或社會條件。每個人都有從受孕
到自然死亡的生命權。此外，有尊嚴
的生活需要和平，而和平經常受到戰
爭和暴力的威脅。

家庭與社群：人是社會性的，有權在
社群中成長。婚姻和家庭是社會的基
礎。從教會成立之初，家庭就被視為
「家庭教會」；這個名詞在梵蒂岡第
二次大公會議中恢復使用，並被聖若
望保祿二世廣泛使用。所有人都有參
與社會的權利。

權利與義務：無論在個人、家庭或社
會層面，所有人都有權利要維護，也
有義務要履行。具體來說，例如考慮
到工人時，經濟必須為人服務，而不



是相反的。工人有權獲得體面、穩定
和高薪的工作。

窮人和弱者的優先權：耶穌教導我
們，在社會中最弱勢的人在祂的王國
中卻擁有優越的地位。幫助每個人脫
離貧窮和危險的處境是正義的責任，
這是教宗方濟各自繼任教宗以來就一
直強調的。

公共利益：「所謂公益，就是讓私人
及團體可以充份而便利地玉成自身的
社會生活條件的總和。」（牧職憲章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26）

團結互助：教會促進和平與正義，超
越種族、民族、宗教等的差異。只有
一個人類大家庭，我們都有責任去關
懷。

上下輔助：國家必須允許「把一些較
不重要的事情留給較小的團體去解
決。這樣，它才能有更大的自由，更
大的力量，可以做它分內的工作，而

https://www.vatican.va/chinese/concilio/vat-ii_gaudium-et-spes_zh-t.pdf


獲得更大的成就。」（通諭《四十
年》80）

關懷受造界：天主將人類安置在地球
現實的最高位，是為了人能主宰並愛
護地球的一切，因而在對其他受造物
的尊重中體現對造物主應有的尊重。
環境的危機也具有道德的層面。

與聖施禮華一起默想

「教會的人性和神性是密不可分的。
『她從起初就是一個神聖的社團，她
在目標和方法上是超性的，因為這些
方法都是直接指向這目的。但是，她
既由人組成，所以也是人的團體。』
她雖在世上生活和行動，但她的目標
和力量並不在此，而是在天上。」
（《教會的超性目的》22）

「這就是教會唯一的目標：拯救人
靈，一個一個地拯救。」（《教會的
超性目的》23)



「如果你想達到聖德的境界─儘管你
個人有缺點和痛苦伴隨你一生─你就
必須在天主的恩典下，努力實踐仁
愛，仁愛是律法的充實和完美的關
鍵。仁愛不是抽象的。它需要真實、
完全、自我奉獻地服務天主和所有
人；服務天主，祂在祈禱的靜默中、
在喧嘩的世界中對我們說話，也服務
那些與我們的生命交織在一起的人。
透過活出仁愛，你活出基督徒所需的
所有人性與超性的美德。這些美德是
一個整體，不能簡化為一個清單。沒
有正義、團結、家庭與社會責任、貧
窮、喜樂、貞潔、友誼，就沒有仁
愛……。」（《對談》62）

「世界上只有一個種族：天主子民的
種族。我們都應該說同一種語言，這
是我們的天父教導我們的─也就是耶
穌與他的天父所說的語言。這是心靈
的語言，也就是你現在祈禱時所使用
的語言─屬靈的人所使用的沉思語
言，因為他們意識到自己是神的兒
女。這種語言表現在我們意志的千百



種動作中，表達在我們心靈的明澈洞
察中，表達在我們內心的情感中，表
達在我們過著良善、快樂與和平的美
德生活的承諾中。」（《基督剛經
過》13）

「大學不應該培養那些自私地享受學
業成果的人。相反，大學應該培養學
生能慷慨幫助鄰人、履行基督徒的愛
德事工。我自己以服務的工作來衡量
對他人真誠的關心，我知道許多國家
有成千上萬的學生拒絕建造自己狹小
的私人世界。他們透過自己以人性完
美實踐的專業、透過教育事業、透過
社會福利活動，懷著青春喜悅的精神
為他人奉獻。」（《對話》75）

「現在正是我們基督徒向世界大聲疾
呼的時機：工作乃是天主給我們的恩
賜！認為工作有高低貴賤，並按人從
事的工作把人劃分成不同的等級，是
完全不合理的。工作—— 任何工作
——見證人的尊嚴；工作見證人從天
主手中領受的，宰制萬物的管轄權。



工作是人培養品性的良機。工作是人
團結合作的樞紐；是人養家糊口的方
法；是改進社會，促進人類進步的利
器。」（《基督剛經過》47）

「一個人或一個社會，面對痛苦和不
義卻袖手旁觀，不予糾正，必定離基
督聖心的愛情甚遠。」（《基督剛經
過》167）

[1] Arturo Bellocq。Qué es y que
no es la DSC。《Scripta
Thelogica》Vol. 44. 2012. p. 340
(our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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