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宗方濟各 
第五十三屆世界傳播日文告 

 
 

「我們彼此都是一身的肢體」（弗四 25） 

從社群網路團體到人類全體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自從網際網路發達以來，教會就不斷致力予以推廣，將之善用，以促進人

際的交流相會與人類整體的團結互助。藉由本文告，我想再次邀請你們眾

人一起省思我們每個人處於各種人際關係中所憑藉的根基及其重要性，並

在面臨當前通訊傳媒發展之下排山倒海而來的挑戰時，重新發現人性的渴

望：不想被隔絕、受冷落。 
 
 
「網路」與「團體」的比喻  
 
今日媒體無孔不入，已與日常生活難以切割。網路如今是當代最有力的一

項資源，它是我們共享的資源，成為各類知識和各種關係的泉源，這在過

去實在令人難以想像。然而，關於科技發展對其內容的產出、流通及使用

等過程所帶來的巨大改變，許多專家也強調因此而形成的諸多風險，即對

全球真新聞的蒐集和共享造成威脅。儘管網際網路足以代表通往知識的寬

門闊路，然而事實證明，它也是最為假新聞所充斥的管道之一，更有許多

事件的發生與人際關係，在這裡遭到蓄意及有目的性地扭曲，而成為用來

抹黑的工具。 
 
我們必須承認，所謂的社群網路，雖然能促進人與人之間的聯繫、彼此重

新認識和相互支持，同時卻也為了謀求政治和經濟利益，操弄個資，罔顧



對人與人權的尊重。數據顯示，在青年人當中，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曾經

遭到「網路霸凌」
1
。 

 
在這般錯綜複雜的情境之下，再次思考「網際網路」發源的基礎──「網

路」這字彙隱喻性的意義，為重新發現其正向潛力會有所助益。「網路」

的圖像令我們思索：它雖然缺乏中心，結構不分層級，也沒有承上啟下的

組織，卻擁有龐多的線索和通路、繁複的交會和連結，以確保其安穩牢固。

「網路」因其所有組成份子共同承擔、各司其職而發揮效用。 

 
從人類學的觀點來看，「網路」的隱喻令人聯想到另一個饒富意義的圖像：

「團體」。一個團體如果能團結一致，充滿信心，追求共同目標，力量會

更強大；若能慎用語言，彼此聆聽、相互對談，這個團體將成為一個交相

支持的網路。 

 
依循此一脈絡，可見所謂「社群網路團體」並不直接等同於「團體」；這

些「虛擬社群」，在最理想的情況下，的確能展現凝聚力，並互助合作，

但多數時候它們僅止於單純由個體所組成的群組，因為興趣相投，或關注

相同事物，而彼此認同，但關係並不緊密。此外，在社群網路中，身分的

確立經常根植於反對他人及反對外人：人們不先透過那使人團結的，反而

藉由那使人分裂的，來自我界定，引發懷疑、散播（有關民族、性別、宗

教及其他方面的）各種偏見。此一趨勢，使那些排拒多元發展的群組日益

壯大，也在數據環境中，令個人主義恣意擴張，最後甚至暗中推波助瀾，

製造仇恨漩渦。因此，本來應該是迎向世界的一扇門，卻成為表現個人自

我崇拜的一道展示櫥窗。 

 
網路提供機會，增進與他人的交流，但也可能使人更加自我隔絕，甚至身

陷羅「網」。青年人最容易產生錯覺，誤以為單靠社群網路，就能滿足他們

對關係的渴望，轉而成為「社群隱士」，完全與社會隔離，非常危險。此一

現象，格外令人關注，揭露了社會結構中於人際關係面所出現的嚴重斷裂，

實不容輕看。 

 
它以多種形式呈現出來，不但造成危害，而且引起民族、社會、法律、政

治和經濟等各方面的問題，同時挑戰教會，是一不爭的事實。如今各國政

府都在尋求立法，針對網路加以規範，維護其自由、開放和安全，以保持

其創始初衷；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機會、也有責任，使網路發揮正面效用。 

 
顯然，為了促進彼此之間的認識，只增加連結是不夠的。在連上網路以後，

當我們意識到自己與他人之間彼此應負擔的責任時，我們又應該如何找到

                                           
1 為遏止此一現象，「預防網路霸凌國際瞭望台」即將成立，並設總部於梵蒂岡。  



自己在團體中的確切身分？ 
 
「我們彼此都是一身的肢體」 

 

答案可能隱藏在第三個比喻「一身的肢體」中：聖保祿以此來描述人與人

之間彼此平等互惠的關係，因為他們原本一體相連。「為此，你們應該戒

絕謊言，彼此應該說實話，因為我們彼此都是一身的肢體」（弗四 25）。正

因為彼此都是一身的肢體，保祿宗徒要我們戒絕謊言，彼此應該說實話：

我們必須承認彼此之間相連相通的關係！正因如此，我們負有維護真理的

義務與責任；真理本身，事實上也在這層關係中獲得彰顯。而所謂謊言，

等於自私地拒絕承認與其他肢體同屬於一個身體，並拒絕為他人奉獻自

已，而失去了找回自我的唯一途徑。 

 
「眾多肢體，同屬一身」的比喻，引導我們思索我們的身分──奠基於彼

此相通，亦根植於相互差異。身為基督徒，我們都承認基督是頭，我們是

同屬一身的肢體，所以我們不再把別人看作潛在的競爭對手，甚至將我們

的敵人視為己出；不再有敵我的分野，因為我們學習基督包容一切的目光，

使我們以一種嶄新的方式，發現相互差異的重要性：它不但是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而且成為建立關係和彼此親近的一項條件。 
 
這種人與人之間彼此了解和互相溝通的能力，基本上來自天主聖三之間愛

的交融。天主不是單獨，而是共融；天主是愛，所以也是溝通，因為愛

是不斷的溝通；愛通傳自身，正是為了與他人相遇相通。天主為了與我們

溝通，並將祂自己通傳給我們，祂順應我們的語言，進入歷史，與人類展

開真正的對談。（參閱：梵二大公會議，《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2） 

 
天主是分享與共融，交流與互通，祂自我通傳；由於我們是按照天主的肖

像所造，所以我們的心中永遠渴望生活出彼此的共融、渴望屬於一個團體。

聖巴索說：「與人展開一份關係，彼此往來，互相需要，實在最符合我們

人類的本性。」2 

 
眼前，我們每一個人，都受到邀請投入各種關係之中，並藉由網路，證實

人類喜好彼此交往互通的本性。我們身為基督徒，更受召展現這份風雨同

舟、休戚相關的共融，因為那正顯示出我們這些信徒，是如何地與眾不同。

信仰本身就是一份關係，一場相遇；而在天主愛的推動下，我們面對他人

的付出及給予，能夠分享、接納和了解，並加以回應。 

 
如同天主聖三之間的彼此共融，使「人／位格」（person） 有別於「個體」。

                                           
2 《致修道者的細則》，III，1；PG 31，917；參閱本篤十六世 2009 年第 43 屆世界傳播日文告。  



出於對三位一體天主的信德，足見我需要別人，才能成為自己；只有當我

和其他人彼此相關的時候，我才真是人，真有人性。事實上，英文字「person」

（人／位格）意指人有如一張「臉孔」，時時面向他人，與其他人來往。我

們以視他人為競爭對手的「個體」作起點，達致「人／位格」的境界，即

意識到他人實為旅途中的同伴，從「個體」過渡到「人／位格」，獲得成長，

我們的生命變得更具人性，邁入人性的真正道路。 

 
從按一個「讚」到回答一聲「阿們」 

 

「眾多肢體，同屬一身」的圖像提醒我們，「社群網路」的使用，和與他

人透過其身、心、眼、目光及氣息親身實地的相遇，兩者相輔相成。假使

網路的使用，是為了延續或展望這樣的相遇，就沒有違反其設立初衷，它

仍然是與人維持彼此相通的一項資源。假使一個家庭使用網路加強彼此的

連繫，目的在於其後的餐聚、與餐聚中彼此眼神的交會，那麼它就是一項

資源。假使一個教會團體利用網路協調活動的安排，使能一起慶祝感恩聖

祭，那麼它就是一項資源。那些我們難以親臨其境的故事和經驗，不論是

美好或是痛苦，假使藉由網路，能讓我們一起祈禱，並一起從中得益，重

新發現那使我們團結起來的究竟是什麼，那麼它就是一項資源。 

 
如此一來，我們可以經由診斷結果，開立處方：即要能敞開道路，以利展

開對談，促成相遇，展露微笑，給予溫柔的撫觸……，這才是我們所想要

的網路。這樣的網路，其目的不在於令人掉入陷阱，而在於使人得到自由，

並維護那些自由的人們彼此間的共融。教會本身就是藉由聖體聖事的相通

所交織成的一個網路，眾人在其中的合一並非建立在「讚」之上，而是建

立在真理之上，建立在「阿們」之上；在領聖體時，藉著回答「阿們」，

每位信友不僅迎接了他人，亦與基督的奧體緊密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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