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萬有的生命經濟、 
公義與和平：行動呼籲 

李子揚譯 

前言 

1.這行動呼顳在一個有嚴峻需要的時刻出現。人與地球正陷 

於險境，因着一些人過度消費，不平等的狀况日益嚴重，很 

多人一直處於貧窮，同時卻有少數人窮奢極侈；還有互相 

交織的全球財金、社會經濟、生態和氣候危機。我們作為 

諮詢會和地區研究的參與者，在整個對話中表達了相異甚 

至有時相反的觀點。我們也開始分享一個共同意識，就是 

如果我們未能回應以上危機背後的利己主義、冷血無情和 

貪婪等罪惡，今天的全球羣體生活便會終結。我們迫切把 

這對話作為行動呼顳帶到各教會，這迫切感來自我們深邃 

的盼望和信念：生命經濟不但可能，更是在生成中，其根基 

之本就是上主的公義。 

對生命的神學和靈性肯定 

！.聖經信仰的中心，是相信上主創造人類為更大生命網絡 



的一部分，並肯定整個創造的美好（創一章）。全世界的 

生物成長發展，一起表達上主的旨意和工作，就是從地I： 

帶出生命、向土地賦予生命，使世代相連，並維持上主'舍： 

的豐盛和多元。上主家內的經世作為，呈現上！^:'滿 

有恩典地賜予萬有的豐盛生命（約十10〗，我們受到原化16 

「土地乃生命」（1"//"《！)"/"《）的想像激勵，這想像承認人 

與土地的生命互相交織。因此我們指出「創造的生命與上卜： 

的生命互為交織」（世界宣教與福音傳播專責委員會〔05【11一 

1111551011 00 ^0「1^1 1^1155100 311(1 &/211 一 151X1〕〉，好使上帝在|〗^】 

物之中，在萬物之上（林前十五281 。 

3 ^基督教與很多其他靈性表達均教導我們，「美好生活」 

並不在於競逐財產，不是為了安全感而累積財富、堡壘和 

堆積如山的軍備，也不是用我們的權力來控制他人〈雅-： 

！^-！^)，我們肯定「美好生活」〖在印加人母語蓋丘亞3？1 

[！(！^!?!^^)是5"舰1̂ 《""^？^以及西巴布亞1^/2/^*^2(^/ (！ 701)^^1 

^"^,05的概念）由聖三一的圑契模造，在於相互依存、同作 

伙伴、回饋、公義和恩慈。 

4 創造和赤貧人民的哀號〈耶十四2-7〗唤醒我們，看清現在 

緊急的社會、政治、經濟與生態的情況，是如何違反上主， 

盛生命的遠象。我們太容易自我欺騙，相信人類的慾望站在 

上主宇宙的中心；更製造了分裂、障礙與邊界，使我們與鄰 

舍、自然與上主的公義阻隔，社羣支離，關係破裂。我們的 

貪婪和自我中心同時危及人類和地球。 

128生命的主，引領我們邁向公義與和平 

我們被召從帶來死亡的行為悔改，要被轉化到新生"咖-

彻^"、。耶穌呼召人類從貪婪與利己主義的罪中悔改，更新 

我們彼此和與創造的關係，恢復上主的形像，並開始一種 

新的生活方式，作上主肯定生命使命的伙伴。從被現有經 

濟制度擊沉而墮進貧窮的人和最受氣候轉變影響的人中， 

我們重新聽到先知的呼籲：行公義使新的地球生成！ 

我們對公義的遠象，植根於上主在耶穌基督裏的自我啟 

示，就是祂從聖殿趕出换銀錢的（太二十一 12〗。上主使軟 

弱的強壯、使強壯的軟弱〖林前一25-，並重新定義對貧 

窮與財富的觀點〈林後八91 。耶穌認同被邊緣化者和被排 

拒者，不單因為感同身受，更由於他們的生命見證了制度和 

結構的罪性。我們的信仰推動我們尋求公義，見證上主的 

臨在，並成為被結構與文化影響而變得弱勢及易受傷害者 

生命與掙扎的一部分一一包括婦女，兒童、城鄉貧民、原 

住民、受着種族壓迫的羣體、體障者、達利特人（[^^"(^)、 

被迫往他國的外勞、難民和有宗教身分的族羣少數。耶穌 

説過：「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 

是做在我身上了。」（太二十五40〉 

我們必須體現「轉化的靈性」〖世界宣教與福音傳播專責委 

員會），讓我們跟他人再相連，得着動力服侍人類的福祉， 

使我們勇敢站出來反對所有形式的邊緣化，尋求全地球的 

救贖，對抗摧毀生命的價值，並激勵我們發現具創見的另 

類選擇。這靈性提供途徑，譲我們發現滿足於需用並且跟 

任何有需要者分享的恩典（徒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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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各教會必須記住、聽取及行出基督今日的呼召：「日期滿 

了，上帝的國近了 。你們當悔改，信福音」（可一 151 。我 

們被召要轉化，繼續基督治療與復和的行動，並且「作[我 

們〕被差派要成為的^上主之民和世上羣體」〈《貧窮，財 

富與生態在非洲》、？0鸣，羞，""化00100 I "季(："、1 。 

因此教會是上主轉化的中介，教會是耶穌基督門徒的擎 

體，祂肯定莴有生命的豐盛，又反對任何對生命的否定。 

交纏與緊急的危機 

9^目前嚴峻的全球實況充斥死亡和毁滅，除非風行的發展範 

式急速轉變，公義與可持續性成為經濟、社會與全地的推 

動力，否則我們將沒有未來可言。快沒有時間了 。 

10.我們辨認出全球財金、社會經濟、氣候與生態危機致命交 

纏，以及世界很多地方人民的苦難及為生存而掙扎。深^ 

的市場自由化、除管制化及無規限的貨物與服務的私有化 

剝削整個創造，瓦解社會計畫與服務，跨邊界地開放經濟 

至似是無限的生產增長，不受限的金融流動使全球日增的 

國家經濟不穩，氣候、生態、財金和債務危機互相緊靠也彼 

此強化，再不能分開處理。 

11.氣候轉變及對創造整全的威脅，成為我們需要回應的多面 

危機中的重要挑戰。氣候轉變直接影響人民的生計，危害 

小島國的存在，减少淡水的供應，還降低地球的生物多樣 

性。氣候轉變對糧食安全、人民健康和日增人口的生沾習惯 

生命的主：引領我們邁向公義與和平 

有深遠的影響。因着氣候轉變，我們所知道很多形態的生 

命，可在數卜年內不可逆轉地改變。氣候轉變導致人民被 

迫遷移，被迫的氣候移民以及武裝衝突增加。氣候轉變帶 

來史無前例的挑戰，加上自然資源的剝削不受控，引向地球 

的毁滅，還有環境的顯著改變。全球變暖與生態摧毁日漸 

成為關乎生死的問題。 

12.我們的世界從來沒有這樣富裕，也同時沒有如今天般不平 

等，不平等的情況到達我們不能再忽視的程度。人民被淹 

進貧窮，被推至壓倒性的負債、被邊緣化和流離失所，他們 

哭號的迫切和清楚程度前所未有。全球羣體必須肯定我們 

需要攜手，在前所未有和災難性的財富分配不平等前秉行 

13.貪婪與不義以長期和可持續的目標為代價，尋求易得的利 

潤、不公的特權和短暫的好處，是各交纏危機的根本原因， 

不能忽視。這些毀滅生命的價值慢慢滲入，掌控今天的結 

構，導致生活方式在根本上逢反地球的再生極限，以及與人 

類和其他生命形式的權利。因此，這危機有深切的道德與 

存在向度，其首要挑戰並非技術和金融，而是倫理和靈性。 

14.市場基要主義不止是一個經濟範式，也是社會與道德哲 

學。在過去的三十年，市場的信仰基於不受束縛的競爭，及 

把生命所有面向計算及金錢化表達，決定了我們在知識、科 

學、技術、輿論、媒體甚至教育的方向。這掌控的進路把財 

富引向富有的人，並容許人類掠奪遠超自然界極限的天然資 

源；而特别對於貧困者和被邊緣化者，新自由派的範式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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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規管的機制，來處理它導致有深遠衝擊的混亂。 

15.這意識形態瀰漫生命所有層面，隨着它滲入家庭和地方社 

羣的生活、擾亂自然環境及傳統生活形式與文化，破壞地球 

的將來，從內與外摧毀生命。掌控全球的經濟系統以此方式 

威脅我們，要終結我們所知道和平共存與生命的條件。 

16.社會好處會隨着經濟（本地生產總值）增長的信念是誤導 

的，因為沒有制約的經濟增長會威脅自然環境：氣候轉變、 

森林消失、海洋酸化、失去生物多樣性等等，生態公產亦因 

政治和軍事菁英使用軍力而被劣化和挪用，以未記帳的債 

項為代價的過度消費，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和生態負債，由全 

球化北方的已發展國家虐，欠全球化的南方。此外，對地球 

的負債也是不公義的，會對將來的世代造成巨大的壓力。 

地球和其上的一切皆屬主的觀念（詩二十四1 ；林前十26〗 

被扔在一邊。 

公義的清泉 

17.當各教會及成員參與不可持續的生活方式和消費形態，益 

繼續糾纏在貪婪的經濟中，我們要為此認罪。的確，有些教 

會繼續傳講富裕、自義、控制、個體主義和方便的神學，有 

些支持慈惠的神學而不是為貧者的公義，也有些未能質疑 

甚至合理化基於無限增長的囤積制度和意識形態，忽視生 

態毀滅和全球化受害者的實況；其他教會專注短期可量化 

的結果，以深處的質變作代價。然而，我們也意識到，縱使 

生命的主，引領我們邁向公義與和平 

很多教會未能省察及改變自己的生產、消費與投資行為，在 

各大洲均有數目日增的教會在繼續努力，表達了轉變是可 

能的信念。 

18.我們的盼望最終源於基督的復活和祂對萬民的生命應許， 

而從教會和運動願意委身締造更美好世界，我們看到復活 

盼望的證據。這些教會是地上的光和盥。在教會大家庭內 

有無數轉化的例子，而日增的婦女、貧者、青年、體障者和 

原住民運動，正在建設生命經濟和推動豐富的生態觀，我 

們深受激勵。 

19.在菲律賓，有信仰者、基督徒、穆斯林和原住民領袖，為 

了維持跟自己所屬土地的聯繫和在當地繼續存活而付上生 

命。南美、非洲與亞洲的教會正進行外債稽核，又挑戰採 

礦和挖取資源的公司，為其違反人權與破壞環境負責。拉 

美和歐洲教會分享並學習全球化的不同經驗，亦朝着定義 

共同卻又有所分別的責任、互相團結及建立戰略結盟而工 

作。基督徒正在定義貪婪的指標，並着意與佛教徒和穆斯 

林對話，發現對抗貪婪的共同基礎。與公民社會合作的教 

會，參與討論新的國際財金與經濟建築，推動賦予生命的 

農業，並建設人民團結的經濟。 

2^婦女正發展挑戰父權掌控的各種女性主義神學，並把經濟 

嵌進社會、社會鑲入生態的女性主義經済學。年輕人在簡 

樸生活和另類生活方式運動的前線，原住民要求整全的補 

償，以及對地球權益的肯定，以處理社會和生態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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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身與呼召 

21.普協第十次全體大會召開之時'上主整個創造的蓬勃生 

機，可能會被人類創造財富的方法熄滅。上主呼召我們勇 

敢轉化，此舉當然不會沒有犧牲與危險，但我們在基督內 

的信仰，要求我們委身成為轉化的教會和會眾。我們必須 

培養所需的道德勇氣，以見證一個公義與可持續的靈性， 

以及建設一個為萬有生命經濟的先知運動。這將要動員人 

與羣體、提供所需的資源（資金、時間及能力），以及發展 

更緊密與協調的專案，皆在轉化經濟制度、生產、分配與消 

費形態、文化和價值。 

11.轉化的過程必須高舉人權、人的尊嚴和人對上主所有創造 

的責任。我們有着超越個人和國家利益的責任，要創造足 

夠未來世代所有需要的可持續結構。轉化的行動必須擁抱 

在系統性邊緣化下受苦最深者，如貧者、婦女、原住民和體 

障者，因為沒有他們參與的轉化，便不是為他們而設的。我 

們必須自我挑戰，克服結構和文化中正撕裂社會和生態生 

命脈絡的掌控與自毀，轉化必須由治療和更新整個創造的 

使命指導。 

23，因此我們呼籲在釜山的第十次全體大會，委身強化普協的 

角色，召集各教會，建立共同聲音，育成普世教會合作，並 

確保更大的凝聚力，以成就萬有的生命經濟。在未來幾年 

需要優先處理和進一步深化的，特別包括建立新國際財金 

與經濟建築〖《普協公義金融與生命經濟聲明》〔\；1？^^^^^化-

生命的主，引領我們邁向公義與和平 

/""/^^/""""""^^^。"。"。/丄？/^ ^ 、挑戰囤積財富 

及系統性貪婪和推動反貪婪措施〖《貪婪線研究組報吿》 

、，丫力0/(1^6 0^6(4 11^6 511^勿0。"卢〕^ ，解脱生態債務與促 

進生態公義〖《普協生態公義及生態債務聲明》〔^^^^&^^-

24我們進一步呼籲在釜山的普協第十次全體大會，預留一段 

從現在到下次全體大會的時間，讓各教會專注對《生命經 

濟：在創造裏為上主的公義而活〔對萬有的公義與和平〕》 

？《戊"/。？观]、的信仰委身。這過程將使眾教會的團契從彼此 

得到堅毅與盼望，堅固合一，深化我們信仰核心對迫切議 

題的共同見證。 

15，《普協公義金融與生命經濟聲明》呼顳一個道德、公義和民 

主的國際財金體系，要「植根一個共同價值的框架，這些共 

同價值包括誠實、社會公義、人類尊嚴、互相負責和生態可 

持續性」〖《普協公義金融與生命經濟聲明》〉。我們可以和 

必須塑造一個有此特色的生命經濟，推動所有人參與影響 

生活的決定過程，透過公義的生計供應人民的基本需要， 

珍視並支持主要由婦女完成的社會再生與照顧工作，以及 

保護和保存維持生命所必要的空氣、水、土地與能源來源 

^《貧窮、財富與生態在亞太》、？0雷1》，，義0100 171 

她""6 ？一〗。生命經濟的實現，將需要一系列的 

策略與方法論，包括但不限於批判性自省和完全的靈性更 

新，以權利為基礎的進路；創造與複製空間，譲被邊緣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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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聲音盡可能被聽見；北半球與南半球公開對話，在教會、 

公民社會與國家角色間公開對話，亦於各個科際與世界仏: 

仰間公開對話，以建立新力量對抗否定生命尊嚴的結構的 

文化；税制公義；以及組織廣闊的平台，作共同見證與'^,》 

聲。 

26^這過程有可能成為百花齊放的空間，供各教會向彼此和其 

他信仰傳統及社會運動學習，了解轉化的靈性如何逆反及 

抵抗摧毁生命的價值，並且克服教會在貪婪經濟的共謀。 

這空間將藉着一起反思和分享各處境所需實質具體的改 

變，學習生命經濟的神學和實際意義。在這空間將發展仑 

國、地區及全球層次的聯合行動與倡議活動，促使政策轉 

變及系統性改變，以消除貧窮和財富再分配，尊重生態的 

生產、消費和分配，亦有健康、均等的後化石能源及愛好和 

平的社會。 

生命的上主呼召我們進到公義與和平， 

請來上主的分享之席！ 

奔往上主的生命之桌！ 

前來上主愛之筵席！ 

生命的主，引領我們邁向公義與和平 

公義和平的合一呼 
～,、 

尹凱榮譯 

一把我們的腳引到耶和華的路上 

(路一 79〕 

前言 

這份呼籲是向全球所有基督徒羣體發出的基督信仰聲音， 

受到拿撒勒耶穌的啟發，邀請基督徒委身於公義和平之路 

0『：|115【？6306^ ；而由於和平的應許是各宗教的核心價值，本呼籲 

亦同樣邀請委身在不同宗教傳統中尋求和平的人。普協中央委 

員會收到這呼顯，並展開研究、反思、合作及共同行動；它建 

基於「克勝暴力十年^2001-2010教會尋求復和與和平」行動 

的洞見，以及2006年普協於巴西阿雷格里港大會中的建議。 

公義和平體現了道德實踐上的根本轉移'帶來對行動之分 

析和準則的不同框架。本呼顢也標誌着這個轉變，並帶出它對教 

會生活和見證的意義。另一份資料文件〈公義一和平指南〉會列 

明聖經、神學及倫理的研究，並提供進一步探索的建議及成功實 

例。希望這些資料加上2011年5月於牙買加京士頓舉行的國際普 

世和平大會（其主題為「榮歸於主，和平在地」〕，能協助即將舉 

行的普協大會，在公義和平方面達致嶄新的普世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