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不仅生活在变化的时代，而且生活在时代的变化中。四十年前，1989年11月16

日因献身正义与和平在萨尔瓦多被暗杀的这了言预般知先如亚里库拉埃 奥西纳格伊一变

化。他清晰地分析了当前全球体系的危机，将这一体系概括为资本财富的文明。他创造性

地提出另一种模式，并称之为贫困文明。教宗方济各从上任伊始就深切关注地球的未来和

更加公正的全球秩序。在通谕《愿你受赞颂》（2015）中，他坚持认为，世界面临的社会

和生态挑战之间存在内在联系：他请我们同时倾听穷人的哭泣和地球的哭泣，并倡导一

场指向“生态完整”的“真正的文化革命”。

埃拉库里亚在多篇文章中提出贫困文明的概念。他所说的“文明”指的是人类共栖

的全球秩序。他赋予“贫困”多重含义，就像拉美主教们在1968年的麦德林会议上对解放

神学的定义一样。从根本上说，“贫困”有三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是消极的，贫困即缺

乏或丧失有尊严地生活所必需之物：这种意义上的贫困必须被根除；第二重含义是积极

的，是精神上对上帝的开放和福音派所教导的完美状态；第三重含义也是积极的：贫困

促成与穷人的团结，共同为正义而斗争。

埃拉库里亚对“贫困文明”的阐述如下：“在更深的层面，贫困文明并非简单地创

建一个经济交往更公正的新的世界经济秩序，而是创立一个新的文明，它不再以霸权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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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激动，是因为它直面当今世界的全球性生

态和社会危机。为之喜悦，是因为它提供了

解决危机的路径和希望。

《愿你受赞颂》的另一项创新是将

大气、海洋和热带森林视为自然的全球

共同利益。在当前的危机中，我们可以

把健康视为重要的社会共同利益。全球

共同利益不是仅属于某一个民族国家，

而是属于全人类。因此，普遍共同利益

原则必须加以运用(教廷正义与和平委员

会，2004年，nos.171-184)。我们对共同

利益负有共同但有所区别的责任，为了履

行这一责任，需要对其进行民主治理。

受埃拉库里亚和教宗方济各启发，我

呼吁“共享节俭的文明” (Maier, 2014)。

这意味着，一方面必须更加公平地分配资源

和财富；另一方面，这必然要求限制富裕国

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其决定性标准必须是普

遍性、公正性和可持续性。由于环境和自然

资源的限制，北半球发达富裕国家的经济并

不是普遍适用的。根据康德的定言令式，任

何不具普遍性的事物也不能在伦理上为之辩

护。在全球范围内，公正性意味着所有人对

自然资源和能源享有同样的权利，生态后果

的承担也应是公平的，或至少以或多或少相

似的方式承担。可持续性意味着以这样一种

方式管理资源——不破坏行动的基础，并时

刻将子孙后代的权益铭记在心。

实施这样一种共享节俭的文明是一个

巨大的挑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商

业、科学和政治之间建立新的社会契约。解

决这些相互交织的问题需要跨学科的努力。

在这里，宗教团体的使命及其行动潜力是亟

需发挥作用的，追求正义和保护人世间的造

物与信仰是息息相关的。

•

马丁·迈尔，欧洲事务秘书，耶稣会欧洲社

会中心，布鲁塞尔

Translated by 翻译: Zhou Shoujin 周守晋

治、财富积累和贫富差异、消费主义和虚假

福祉为基础，而是建立在更人性化、更符

合基督教精神的支柱之上。”(埃拉库里

亚, 2000, p. 300) 他更完整地解释道：

在这里，“贫困不再是由某些群体或阶层、

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历史行动所造成的生活匮

乏，而是一种事物的普遍状态，它保证基本

必需品的满足、个人选择的自由，以及鼓励

个人和社会群体创造力的环境，这一环境允

许憧憬新的生活和文化形式，新的与自

然、与他人、与自我及与上帝的关系。(埃

拉库里亚, 2000, p. 303)

很明显，穷人比生活富足的人更接近

这种生活观念。因此埃拉库里亚坚持认为穷

人是变革的主体。也正因如此，教宗方济各

不断重申，变革来自于外围，人类的未来掌

握在人民手中。在寻找新文明模式的过程

中，教会——以及从普世观点来看——所有

教会和非基督教宗教团体都可以发挥非常重

要的作用。正如教宗方济各所期待的，一个

贫穷且为穷人服务的教会可以并且有责任成

为贫困文明的推动者。

考虑到穷人、自然环境和子孙后代，

新冠肺炎疫情使反思和重塑当前的全球化模

式变得更加迫切。疫情凸显了大气等全球自

然资源的过度使用，以及医疗卫生等社会资

源的供给不足。疫情使我们认识到，健康是

最宝贵的普遍共同利益，而其正在面临挑

战。它也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所有人都在同

一条船上，属于同一个人类大家庭。病毒没

有边界之分，为了遏制疫情，各国必须超越

国界开展合作。我们感到彼此之间越发相

互依赖，我们都很脆弱，在这个地球上紧

密联系、休戚与共。我们应该放弃团体主

义的急功近利，把团结理解为每一代人及

代际间面临的挑战。

教宗方济各的通谕《愿你受赞颂》

(2015)为建立全球化的新模式提供了指引和

路线图。其中心思想是，危险的气候变化和

对自然资源的滥用继续威胁地球的未来。生

态问题是一个事关正义的问题。教宗也对当

前的经济体系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与创

造性管理不相容的一次性文化。《愿你受赞

颂》是一部令人为之激动和喜悦的通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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