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宗座社會大眾傳播委員會 
第 46 屆世界傳播日文告 

《福傳之路：靜默和言語》 
2012 年 5 月 20 日 

 

親愛的兄弟姊妹們：  

 

          在我們接近 2012 年的世界傳播日時，我想與你們分享我對人類溝通過程的

一些反省，儘管這話題有它的重要性，但卻常常被忽略，而目前似乎有必要再度

加以回顧。人類溝通的過程跟靜默和言語有密切的關係：若要達成真實的對話及

人與人之間的深層親密關係，就必須要使溝通中的這兩個層面保持平衡，相互調

整，彼此融合。當言語與靜默相互排斥時，溝通便中斷，會引起混亂，或相反的，

會造成冷漠的氛圍；然而，當這兩者互補時，便能達到有價值和有意義的溝通。 

 

          靜默是溝通本身的一個內在層面；沒有靜默，內容豐富的言語就無法存在。

在靜默中，我們更能聆聽自己並了解自己；靈感在靜默中湧現，且具有深度；在

靜默中，我們更清楚的了解我們想要說什麼，或我們對別人有什麼期盼；我們知

道如何表達自己。我們若保持靜默，我們就允許別人說話來自我表達，因此不會

只是自說自話、喋喋不休而未適當檢視自己的話語；這樣就創造了彼此聆聽的空

間，促成更深入的人際關係。比方說，我們在靜默中觀察到兩個相愛的人最誠摯

的溝通：手勢、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都是彼此表達自己的姿態。喜樂、焦慮和

痛苦都在靜默中作聲，找到了特別有力的表達方式。因此，在靜默中就產生一種

更有深度的溝通，帶來在溝通上需要的敏銳感和聆聽力──兩者經常把雙方關係

的本質及範疇呈現出來。當大量的信息和資訊在我們面前呈現時，靜默是不可或

缺的，為了要明辨什麼是重要，什麼是無必要或次要的。徹底的反省幫助我們看

出一些發生了的事件之間的關連性──那些事件乍看之下似乎毫無關連，並幫助

我們評估和分析一些信息，而我們因此能交換一些穩當的意見，並就事論事，達

到真實的共識。為此，有必要營造一個適當的環境，類似一種「生態系統」，即

維持靜默，言語、影像和聲音之間的平衡。  

 

        現今傳播過程大部分以問題及尋找答案為主軸，搜尋工具和社會網絡成為許

多人尋求忠告、建議、資訊和答案的溝通出發點。在我們這個時代，網際網路成

為問題與答案的交談平台；的確，人們今天常常受到一些他們從未提出過的問題

的答案，以及被一些他們察覺不到的需要纏擾。為此，靜默更是極為珍貴，它能

使我們在面對超量的刺激品和繁多的資訊時作適當的分辨、認清問題和清楚述說

問題，並將焦點放在真正重要的問題上。然而，置身於複雜又多元的傳播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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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發現自己面對人生的終極問題：我是誰？我能知道什麼？我該做什麼？我

能期望什麼？而重要的是，要給提出這些問題的人機會去作有深度的交談，並邀

請他們進入靜默去反省。這種交談常常比膚淺的回答更具說服力，並能讓尋求的

人進入自己人生的深層，為自己打開天主已經深植人心通往知識的道路。  

 

這些不斷提出的大量問題不外只顯示出人的不安、人在不停的尋找真理，為能或

多或少帶給他們人生意義與希望。膚淺和啟人疑竇的意見與生活經驗是無法滿足

人心的；我們所有的人都在尋求真理，我們今天比過去更想要分享這深刻的渴

望：「當人交換資訊時，他們已經在分享自己，分享他們的世界觀、他們的希望、

他們的理想。」（2011 年世界傳播日文告）。  

 

        應注意各種能幫助今天的人找到反省和發問機會、靜默空間、祈禱場所、默

想或分享天主聖言的那些網站及其使用方式，以及一些相關的社會網路。一句簡

單明確的話，只要參與對話的人不忽略自己內在生命的成長，就能傳達深遠的思

想。難怪不同的宗教傳統都把獨處與靜默視為特有的境界，能幫助人發現自我和

那賦予所有事件意義的「真理」。聖經啟示的天主，也是以無聲的方式說話的天

主：「正如基督的十字架所做的，天主也以自己的靜默說話。對降生成人的天主

來說，天主的靜默，即子被全能天主父離棄的經驗，是祂塵世旅程上的決定性階

段。……天主的靜默延續祂從前所說的話。在這黑暗的時刻，祂透過自己靜默的

奧秘說話。」（《上主的話》21）撼動人心的天主的愛──愛人到自我犧牲，在十

字架的靜默中對人說話。基督死亡之後，大地一片寂靜，而在聖週六，當時「那

君王睡著了，天主在肉軀內安眠，而喚醒從古以來的長眠者」（參閱聖週六日課

誦讀二），天主的聲音，充滿對人類的愛，回響盪漾。  

   

          天主若在靜默中對我們人說話，我們接著就發現到，我們可以在靜默中與

天主說話和論及天主。「我們需要靜默，它能漸漸轉變為默觀祈禱，能引導我們

進入天主的靜默中，帶領我們來到救贖的聖言誕生的地方。」（2006 年 10 月 6

日國際神學委員會感恩祭講道詞）。在談及天主的偉大時，人的言語常是不足的，

我們必須在默觀中去領悟。迫切性的使命感就是從這默觀祈禱中奔騰出來，如一

股力量，催使我們將「所見所聞的」（參看若壹一 3）與他人分享，好使所有的人

都與天主共融。靜默使我們沐浴在愛的源頭裡──這愛指引我們走向我們的近

人，對他們的痛苦能感同身受，將基督之光，祂生命的訊息、祂全然的愛──救

人的禮物──贈送給他們。  

 

          世界是藉著聖言被創造的，在默觀中，永恆聖言的臨在顯得更強而有力，

而我們就看出天主在整個人類歷史中以言以行所實行的救恩計畫。正如梵蒂岡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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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大公會議提醒我們的：「這啟示的計畫藉內在彼此聯繫的動作和言語形成；

以致天主在救恩史裡所興辦的工程，彰明並堅強了用言語所表明的道理及事務。」

（《天主的啟示憲章》2）這救恩計畫在納匝勒人耶穌身上達到最高峰，祂是中保

和整個的啟示，圓滿無缺。祂使我們認識天主父的真正容貌，而藉著祂的十字聖

架和復活，祂把我們從罪惡和死亡的奴役中拯救出來，引領我們進入天主子女的

自由。人生意義這基本問題在基督的奧跡裡找到答案──這答案使不安的人心得

到平安。這奧跡就是教會使命的源流；也是這奧跡催促基督徒成為宣告希望與救

恩的人，成為愛的見證人──這愛鞏固人的尊嚴和建造正義與和平。  

 

          言語與靜默：學習溝通不只是學習說話，也是學習聆聽和默觀。對負有福

傳使命的人而言，這更為重要：在今天世界，為了要革新宣揚基督的方法，靜默

與言語都是不可缺少的元素。我將一切的福傳工作──教會藉著媒體而進行的，

都託付給瑪利亞，她的靜默「聆聽聖言，並讓聖言盛開」（2007 年 9 月 1-2 日在

洛雷多聖家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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