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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年老時，請不要拋棄我。」（參閱：詠七一 9）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天主絕不會拋棄祂的孩子們，絕對不會。即使我們老態龍鍾，白髮蒼蒼，失 去社會上的地位，勞作
能力下降，看來似乎一無是處，然而上主不以貌取人 （參閱：撒上十六 7），祂不藐視去揀選那些
對許多人來說寂寂無名的人。 上主不擯棄任何一塊石頭；事實上，「最古老的」基石是安放「新的
」磐石 的穩固基礎，以打造一座屬神的宏偉建築。（參閱：伯前二 5） 

整部聖經所講述的，是上主信實的愛，這愛給我們提供了安慰的確證，即在 我們生命的每個階段
，無論處於什麼境遇，甚至我們多次背叛天主時，天主 總是持續不斷地向我們廣施慈悲。聖詠集所
記載的，是人在天主面前時心中 所充滿的驚訝，儘管我們微不足道，祂仍然眷顧我們（參閱：詠一
四四 3~4），並向我們肯定祂在我們的母胎中塑造了每一個人（參閱：詠一三九 13），即使在陰府
，祂也不會遺棄我們（參閱：詠一六 10）。那麼，可以 肯定的是，當我們年紀老邁，祂也會與我
們親近；更重要的是，在聖經中， 人的年歲增長，是天主祝福的標誌。

我們在聖詠集中，也看到對上主衷心地懇求：「在我年老時，求祢不要拋棄 我」（詠七一 9）。這
句話語氣強硬又直白，讓我們想起耶穌在十字架上， 萬分痛苦地呼喊：「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
為什麼捨棄了我？」（瑪二七 46） 

因此，在聖經中，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既肯定天主在生命的每一個階段與我 們同在，但我們亦深怕
遭人遺棄，特別是在年邁體衰、痛苦失落的時候，這 並不矛盾。我們若觀察四周，我們便不難發現
到，聖經的話語反映了一個顯 而易見的現實狀況──「孤獨」常常是祖父母及長者們生活中淒涼的伴
侶。 當我還是布宜諾斯艾利斯主教的時候，我經常探訪安養院，發現那裡根本沒 什麼人來探訪，有
些人已經好幾個月沒見到家人了。 



造成鰥寡孤獨的原因很多：許多地方，尤其是在較貧窮的國家，老人獨居， 是因為他們的子女被迫
移民海外。我也想到了許多衝突的處境，有多少長者 獨居是因為男性，包括青少年和成年人被徵召
參戰；而女性，尤其是帶著幼 童的婦女，為確保孩子的安全而離開了自己的國家。在飽受戰爭蹂躪
的城市 和鄉村，許多老人孑然一身；在荒廢和死亡陰影籠罩的地區，他們是生命的 僅存跡象。在世
界的其他地方，我們面臨一種當地文化所造成根深蒂固的錯 誤觀念，懷疑老人使用巫術來消耗年輕
人的生命力，因此對老人產生敵意。 當年輕人早夭、患病或遭遇其他不幸時，就把罪責歸咎於某些
老人。這是毫 無根據的偏見，這種心態必須予以克服和弭平，基督信仰使我們擺脫這種荒 誕無稽的
謬說，但它仍然繼續加劇年輕人和老年人之間的世代衝突。

然而，如果我們仔細想想，現在長者「掠奪年輕人的未來」的這種指控比比 皆是，即使在最先進和
現代化的社會，也以其他的形式出現。例如，現在的 人普遍認為長者加重了年輕人的社會福利負擔
，從而消磨了社會發展的優 勢，也就是剝奪了年輕人的資源。這是扭曲現實的認知，好像為了長者
的生 存，不得不把年輕人置於風險之中一樣；為了年輕人的發展，就得壓抑甚至 犧牲長者的需要。
世代之間的衝突是一種謬論，是衝突文化的毒果。操縱年 輕的一代與長者對立，這種做法是無法令
人接受的，因為事實的重點是「生 命各階段的和諧，也就是說，事關了解並重視人類整體生命的實
際參考 點。」（《論老年的教理》，2022 年 2 月 23 日）

前述的聖詠集，與其在年老時不被遺棄的懇求，道出了籠罩著老年人生活的 一個陰謀，這或許有些
誇張，但如果我們理解到，長者的孤寂和被棄養的困 境，不是偶然或不可避免的，而是政治、經濟
、社會和個人決策的結果，不 把每一個人類的無限尊嚴放在心頭——「無論身處何種環境、狀態或
情 境，依然享有這種尊嚴」（《人類無限尊嚴》宣言，1）。我們一旦忽略了 每一個人的價值，就
會根據他們所需的成本來論斷，於是就會認為在某些情 況下成本過高、難以支付。更糟糕的是，長
者自己也常成為這種心態的受害 者，理所當然地認為自己是個負擔，該主動知難而退。

此外，如今許多男女，都尋求個人的成就，盡可能地在獨立自主及脫離與他 人的生活。群體成員的
身分式微，個人主義受到大力推崇：從「我們」轉變 成「我」，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明顯的標誌之一
。家庭──作為反對「我們可 以自己拯救自己」此一觀念的第一個，也是最根本的論據──已成為個
人主 義文化的受害者之一。然而，我們一旦年老體衰，那種我們不需要任何人、 任何社會聯繫，一
樣可以獨自生活的個人主義幻覺，就會原形畢露。事實 上，我們發現自己需要一切，但卻是在人生
的某一時刻，我們獨自一人，不 再有他人的幫助，也沒有人可以信靠時才發現。此一殘酷的事實
，當許多人 發現時，為時已晚。 

當今社會孤獨和遺棄的現象逐漸發酵，其根源多重。某些情況是蓄意排斥的 結果、一種可悲的「社
會陰謀」；在其他情況下，則是悲劇性的個人決定。 還有一些情況是長者自己屈服於現實，假裝這
是他們的自由選擇。我們越來 越無法「體驗兄弟情誼」（《眾位弟兄》通諭，33）；甚至很難想像
還有其 他可能性。

在許多長者的身上，我們可以看到盧德傳中所描述的那種逆來順受的感覺。 這部書講述了年邁的納
敖米的故事，她在丈夫和兒子去世後，鼓勵她的兩個 媳婦敖爾帕和盧德，回到她們的本鄉和本家去
（參閱：盧一 8）。就像今天 的許多長者一樣，納敖米害怕孤苦無依，但也想不出其他的辦法。身
為一個 寡婦，她知道自己在社會眼中輕如鴻毛；她認為自己是這兩位年輕女子的負 擔，她們與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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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她們還有很長的人生要走。因此，她認為自己最好讓位 退到一邊去。於是，她告訴兩位年輕的
媳婦離開她，去別的地方開創未來 （參閱：盧一 11~13）。她的話語反映了她那個時代僵化的社會
、宗教習 俗，那習俗顯然會決定她自己的命運。 

然後，聖經的敘述向我們呈現了，對納敖米的話語、也對年老本身，兩種不 同的反應。其中一個媳
婦敖爾帕，很愛納敖米，親吻了她，並接受了這似乎 是唯一可能的解決辦法，便走了。然而，另一
個媳婦盧德並沒有離開納敖米 的身邊，令她驚訝的是，盧德告訴她：「請妳別逼我離開妳」（盧一
16）。盧德不害怕挑戰傳統習俗和固有的思維模式，並意識到婆婆需要她， 她要勇敢地留在婆婆的
身邊，這將展開兩人的新旅程。對所有習慣性地以為 獨居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來說，盧德教導我們
，回應「不要拋棄我」的請求 時，可以說：「我不會拋棄你」。盧德毫不猶豫地顛覆了看似不可逆
的局 面：獨居不必然是唯一的選擇！一切並非偶然，留在老邁的納敖米身邊的盧 德，是默西亞（參
閱：瑪一 5）──耶穌、厄瑪奴耳、「天主與我們同在」 的祖先，她將天主與人的親密感、親近感帶
給所有人，無論是哪個年齡層、 哪種生活狀態。 

盧德的自由和勇氣，邀請我們踏上一條嶄新的途徑。讓我們步武她的芳蹤， 與這位年輕的異邦女子
和年長的納敖米一起出發，不要害怕改變我們的習 慣，為我們的長者想像一個不同以往的未來。我
們要向所有常是犧牲奉獻、 在實踐中效法盧德榜樣的人表示感謝，他們照顧老人，或是每天親近那
些無 人探視的親戚或故人。盧德選擇與納敖米保持親密關係，並因此獲得美滿的 婚姻、家庭和新家
。事實總是如此：因著與長者保持密切聯繫，承認他們在 家庭、社會和教會中的獨特角色，我們自
己將會收到許多禮物、恩典與祝 福！

值此第四屆世界祖父母及長者日，讓我們向祖父母和家庭中的長輩們獻上我 們溫柔的愛，讓我們花
點時間陪伴那些心灰意冷、對未來不抱希望的人。讓 我們揚棄導致孤獨和遺棄的、以自我為中心的
態度，反而對勇敢說出「我不 會拋棄你」，走上不同道路的一眾男女，敞開心胸和露出洋溢喜悅的
面容。

我向你們所有人，親愛的祖父母們、年長的弟兄姊妹們，以及所有與你們親 近的人，獻上誠摯地祝
福，並為你們祈禱，也請你們不要忘記為我祈禱。

教宗方濟各

羅馬，特拉朗聖若望大殿
2024 年 4 月 25 日

（天主教會臺灣地區主教團 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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