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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座宗教交談委員會主席──陶然樞機主教 

第六屆佛教徒與基督徒對話國際研討會閉幕致詞 

2017 年 11 月 16 日 

 

 

可敬的心道法師， 

樞機主教， 

主教， 

各位佛教及基督徒領導人， 

各位貴賓： 

 

 

  第六屆佛教徒與基督徒國際研討會，如今已接近尾聲。雖然我並

未從一開始就參加，但已有耳聞非常成功。我在此謹向各位致謝，感

謝您們積極參與這次研討會，並在會議報告中呈現豐富多元及水準之

上的內容。我也藉此機會特別向今天前來參與閉幕式的政府官員們致

意，您們的蒞臨是我們至高的榮幸。我相信此刻您們的內心必充滿福

樂，一方面結識新友、重溫舊識，一方面對於和平的文化，又能多行

研討，交流相關的想法與經驗。 



 

  經過三天針對大會主題「佛教徒和基督徒並肩同行，走非暴力之路」

豐富的交流之後，我們現在準備回到各自的國家和機構。就此，我們

必須自問應如何超越外在表面的信仰交流，運用我們在本屆研討會所

得到的知識和經驗，塑造一個無暴力的世界。 

  

  在 2017 年的〈衛塞節文告〉中，我曾提到：「雖然我們承認我們這

兩大宗教的獨特性，始終保持各自的信仰，但我們彼此都認同，暴力

出自人心，個人的惡會導致結構性的惡。」（〈衛塞節文告〉6）換言

之，暴力不僅呈現在個人及社會層面，也透過社經、政治、文化及媒

體的力量，有結構性的顯露出來。因此，我們受召共同努力，經由下

列途徑，來卸除操弄我們自身及社會結構的邪惡： 

   

1. 向權勢直言真理； 

2. 在愛中直言真理； 

3. 克服「冷漠文化」，建立「相遇文化」； 

4. 從「對抗的文化」轉換成「預防的文化」； 

5. 終結「逍遙法外的文化」，推動「互相尊重的文化」；以及 

6. 藉心中的平安締造社會的和平。 

 
1. 向權勢直言真理 

意謂我們要捍衛弱勢，為其發聲，申張正義，直指形成不公正的

諸多情況。我們之所以如此行動，是因為我們內心深信我們所宣認的

宗教真理，促使我們為濫用權勢的受害者發聲。當佛祖向權勢直言真

理時，他的生命多次瀕臨危險。耶穌基督為了向權勢直言真理，付上

生命的代價。身為佛祖和耶穌的追隨者，當我們目睹罪惡時，必須有

勇氣公開予以譴責。如此的言語和行動，使憂苦的人心感安慰，也使

自在的人有所不安。 

在越南內戰期間，佛教的釋一行禪師因呼籲境內應維持和平，致

使敵對兩方皆視之為叛徒。多瑪斯‧牟敦稱他為「我的弟兄」，他們

兩人跨越宗教的情誼，加強了他們願意以愛和同情之聲共同發聲的決

心。如此，他們為無聲者發聲。此一跨越宗教的友誼和精誠團結，令



人讚嘆，在我們面臨種種不公義、受壓迫和被排拒的情況時，給予啟

發。 

 

2.  在愛中直言真理 

 

     當我們直言真理時，如何說出顯得格外重要。因此，我們必須學

習如何以愛直言非暴力的真理。央掘摩羅曾是一個冷面無情的連環殺

手，但佛陀卻能拯救他，使他後來成為一名聖者、一名阿羅漢。瑪竇

曾是一名稅吏，被他的猶太同胞所鄙視，因為他攀附羅馬帝國的權勢。

然而，當耶穌召叫瑪竇跟隨祂時，他不僅成為最親近祂的十二門徒之

一，也成為四部福音其中一部的作者，紀錄耶穌的教導和事蹟。這些

歷經轉變的經驗告訴我們，不論一個人過去如何，他都有能力在靈性

上做出突破。換句話說，我們要能夠也應該批判罪惡的行為，而不譴

責作惡者。 

 

3. 克服「冷漠文化」，建立「相遇文化」 

 

     教宗方濟各曾經提出警告，我們已經淪落至「冷漠的全球化」，

導致個人和團體自我封閉，排拒「他人」（參閱：2015 年〈四旬期文

告〉）。為挽救此一困境，他邀請我們努力效法耶穌，致力促成「相

遇文化」。他強調相遇文化與冷漠文化的偌大差異，「不只是看見，

更要守候；不只是聽見，更要聆聽；不只要和人群擦身而過，但要為

他們停下腳步；不要只會說『這些人真可憐！』，但要讓你自己的憐

憫之心被觸動，然後去接近他們，去安撫他們，對他們說：『不要哭

泣！』，至少給他們一線生機。」（聖瑪爾大之家清晨默想，2016 年

9 月 13 日）  

 

我也覺察佛祖和其從過去到現在的眾多弟子，都曾付諸心力，抵

抗冷漠文化，促進相遇文化。相遇文化指責排斥及孤立窮人和處於社

會邊緣弱勢的行為。相遇文化意識到我們和「他人」──不論種族、

宗教、文化或社會經濟層面的差異，都擁有同一人性，因此鼓勵人們

彼此相接待。 

 

 



4.  從「對抗的文化」轉換成「預防的文化」 

 

    當面臨暴力時，人們通常以暴制暴，以求不再受到歧視與壓迫。然而，

暴力只有衍生更多暴力，形成惡性循環。在世界上許多地方，政治情勢導

致不計其數的報復行動。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充滿身分認同衝突──不論在

種族、文化或是宗教上──的時代。 

  

耶穌反對使用暴力，他說「凡持劍的，必死在劍下。」佛陀也說：

「再多的仇恨都無法終止仇恨，而要用友誼；這是永恆不變的定律。」

他們兩者都鼓勵預防的文化──面對形成衝突和張力的社會經濟和政

治根源，為蒙受苦難的弱者尋求保護。預防的文化反對濫用攻擊性的

軍事行動，消除為滿足自我、人際之間和集體性的暴力，防止言語、

身體、性和心理的虐待，發展安全、穩定和充滿愛的親子關係或兒童

和照顧者之間的關係；推動性別平等，遏止對婦女的暴力；保護環境，

即我們共同的家園；促進各階層的交談，以建立兼容並蓄的社會。 

 

5. 終結「逍遙法外的文化」，推動「互相尊重文化」 

 

在 2017 年的〈衛塞節文告〉中，我提到「我們很多的社會仍設法應

付一些過去和現在暴力和衝突造成的傷害帶來的影響。」（〈衛塞節

文告〉5）所謂的「多數至上」，即由多數領導，犧牲少數，將導致永

無終止的暴力。在發生各種衝突的時刻，當政府當局制裁歧視性的法

律，並於定罪之後任意執刑，打破了法治的原則，造成了逍遙法外的

文化。在這種文化當中，人們相信他們可以任意非為，不必面對他們

的行為所帶來的後果。 

  

教宗方濟各曾指出：「戰爭摧毀一切，包括緊密相連的兄弟之情。

戰爭不具理性，其目的只是帶來毀滅，以為藉由破壞可以強大自己」

（雷迪普利亞軍事紀念地，2014 年 9 月 13 日）。戰爭與衝突要付上

龐大的人力、經濟、社會和政治成本。在戰後，因戰火造成的創傷依

舊存在。因此，在我們各自的國家當中，就各種社會、經濟和政治的

現實而論，都要我們全力以赴，投入這場在我們的內心、我們的宗教

和社會裡的屬靈戰爭。我們需要調和我們所身處的兩極化社會。暴力



衝突對每個人都造成傷害，所以每個人都需要被治癒：受害者因遭到

非人性的對待而受苦，加害者則常因罪惡感而痛苦。 

  

「易地而處，將心比己」乃是金科玉律，是尊重文化的基石。這

樣的文化源自人內心的傾向，要我們將「他人」視之為兄弟姊妹，並

以真情相待，而非將之當成敵人或對手。 

 

6.  藉心中的平安締造社會的和平 

 

法國哲學家巴斯卡曾經說過：「人類的一切問題皆來自其無法安靜

地於房中獨處。」沙漠教父梅瑟也曾建議他的修士們：「去，安坐在你

的小房間（英語「cell」），它將教導你一切。」「Cell」這英文字，本

來有「自己」或「心」的意思。暴力存在我們心中，也存在我們的社

會。藉由改變我們的內心世界，我們能正面的影響我們外在的世界。

透過祈禱、靜默和默想，可以蘊生出內在的自由、心靈的純潔、憐憫、

寬恕、自我給予，以及所有形成個人內心平安與社會和平的重要條件。 

 

結論 

 

 因為暴力摧殘人的生命，我們的共同任務就是使被撕裂的世界得

到治癒。宗教交談是解決現今暴力問題的一劑良方。面對暴力，我們

應當避免採取自相矛盾和前後不一致的態度。有時，我們在某一事件

中傾向縱容暴力，在另一事件中卻積極地譴責暴力。對於暴力，我們

的回應該奠基於人類的尊嚴，而非根據文化上的認定與偏見。今天要

建立一個非暴力的世界，佛教徒和基督徒需要進行一場社會參與的交

談。讓我們齊心合力，在我們的家庭、社會、政治、民間和宗教機構

中，建立一個嶄新的生活方式：暴力被摒棄，人們受尊重！ 

 

本人再次感謝您們出席此次重要的交談。我對宗座宗教交談委員

會和佛教徒友人之間的友好關係倍加肯定。此外，我謹在此向所有促

成本次大會的相關人員，表達由衷的謝意，特別是台灣地區主教團

（CRBC）、靈鷲山佛教教團、中華民國（台灣）政府及其駐教廷大

使館全體人員。如今，向更廣大的群眾傳播非暴力的訊息，至為重要；

且讓我們並肩同行，一起散布非暴力訊息，走非暴力之路。 



 

 

 
陶然樞機主教（Card. Jean-Louis Tauran）1943 年 4 月 5 日生於法國波

爾多（Bordeaux），1969 年 9 月 20 日在波爾多總教區晉鐸，在宗座

國端大學進修，獲得哲學及神學碩士學位，以及教會法博士學位。他

也先後在羅馬的宗座教會研究院及天主教土魯斯大學深造。1975 年，

他 參 與 聖 座 外 交 事 務 的 服 務 ， 成 為 教 廷 駐 多 明 尼 加 共 和 國 大 使 館

(1975-1978) 及駐黎巴嫩大使館(1979-1983)的秘書。 

 
1983 年他成為國務院外交委員會的官員，1990 年 12 月 1 日被聖若望

保祿二世任命為國務院外交關係祕書以及特雷特（Thélepte）的名義總

主教。1991 年 1 月 6 日又在伯多祿大殿被聖若望保祿二世祝聖為樞機

主教，並擔任國務院外交關係祕書的職位至 2003 年 10 月 6 日。 

 
在 2003 年 10 月 21 日的樞機主教會議中，陶然樞機被聖若望保祿二世

晉 升 為 執 事 級 樞 機 主 教 （ 隸 屬 Sant’Appolinare alle Terme 

Neroniane-Alessandrine）。同年 11 月 24 日，他被任命為羅馬聖教會

的檔案館及圖書館館長，並於 2007 年 6 月 25 日被任命為宗座宗教交

談委員會主席。在 2013 年的樞機主教會議中，被選為第一執事級樞機

主教。2013 年 3 月 13 日，他宣布教宗方濟各的當選，並在教宗伯多

祿牧職開始之際的就職彌撒中替教宗穿上禮披。2014 年 6 月 12 日，

教宗方濟各擢升他為司鐸級樞機主教，並在同年 12 月 20 日任命他為

羅馬聖教會的教宗侍從。 

 
陶然樞機也是梵蒂岡國務院（外交部）、信理部、東方教會部、主教

部、宗座促進基督徒合一委員會、宗座文化委員會、宗座梵蒂岡國委

員會，以及監督宗教事務銀行樞機委員會的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