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ἐκκλησία 
（Ecclesia 雅典公民大會）
任何人都可以提供一項討論議題，

每個人在投票過程中作出自己的選擇

Eccl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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Άρειος Πάγος
Areopagus 阿勒約帕哥

Areopa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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Άρειος Πάγος
Areopagus 阿勒約帕哥

Areopa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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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祿遂即站在阿勒約帕哥(Areopagus)當中說：「眾位雅典⼈人，我看你們在各⽅方⾯面都更敬畏
神明，因為我⾏行經各處，細看你們所敬之物，也⾒見到⼀一座祭壇，上⾯面寫著「給未識之神。」
現在，我就將你們所敬拜⽽而不認識的這⼀一位，傳告給你們。
宗徒⼤大事錄:第⼗十七章⼆二⼗十⼆二⾄至⼆二⼗十三節

Areopa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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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Paul Preaching in Athens, Raphael 1515

Areopag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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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會的歷史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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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者的教會

統治者的教會

爭權者的教會

競爭者的教會

自守者的教會

同道者的教會

天主教歷史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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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者的教會

1 - 4 世紀

和平＝永生

抵抗＝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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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者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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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永生

抵抗＝犧牲

統治者的教會

4 - 5 世紀

和平＝統一

抵抗＝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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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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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

1962-65

我們這時代的人們，尤其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喜

樂與期望(Gaudium et Spes)、愁苦與焦慮 (Lutus et 
Angor) ，亦是基督信徒的喜樂與期望、愁苦和焦慮。
凡屬於人類的種種，在基督徒心靈內，莫不有所反映。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 GS 1. - 1965/12/07

教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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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civil activities and has its own field 
of action, which is not that of religion.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re secular by 
definition and operate in independent spheres. 

I believe that Catholics involved in politics carry the values of their 
religion within them, but have the mature awareness and expertise to 
implement them. The Church will never go beyond its task of expressing 
and disseminating its values.”   － 9 October 2013

教會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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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CAESAR DIVI AVG F AVGVSTVS PONTIF MAXIM

提⽐比略紀念銀幣（在位公元 14 - 3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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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 維多利亞⼥女⺩王的第⼀一張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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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使⼈人⾃自由。
達豪，德國19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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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哈⽡瓦那⼤大教堂廣場，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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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者⽣生存”
由⾼高志活雕塑（丹⿆麥藝術家1954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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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港教會的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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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會的社會訓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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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十三世 (在位期間1878年—19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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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十三世： Rerum Novarum 新事物, 1891

權利和義務
⼯工⼈人的尊嚴和權利

財產所有權的權利與義務
共同利益

站在貧弱者⼀一⽅方 
結社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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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權利
勞動並不可恥⽽而是⼀一種榮譽
它使⼈人以正當的⽅方式來維持⽣生活

維護私有財產
私有權乃是⼈人的⾃自由權利

⾏行使種權利不僅合法，⽽而且是絕對必要的
⼯工作使⼈人獲得財產及⾃自由處理財產的權利

但僱主加在⼯工⼈人⾝身上如同奴隸制度的重擔，
使⼯工⼈人孤⽴立無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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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觀念上或事實上都早於其它公共社會，
它的權利與義務更直接根據於⾃自然。

結社的天賦權
⼈人類有度社會⽣生活的⾃自然傾向
這種傾向是組成國家的基本原則

於是國家應保護公民組織團體的⾃自然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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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在位期間1978年—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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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通諭  1991年

1989年末、1990年初所發⽣生的各種事件，
確切証明教宗良所預⾒見到「社會主義」在政
治、社會、經濟⽅方⾯面的各種負⾯面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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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會性實現於各種源⾃自⼈人類本性的
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群體，
⽽而其中以家庭最能實現⼈人的社會性
在國家⾝身上反⽽而未能得到完全的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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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社會尋求以物質主義來打敗唯物主義，
以⾃自由市場來滿⾜足⼈人民的物質需要。
卻同樣否定⼈人有⾃自主的權利，

否定道德、法律、⽂文化、宗教等的價值。
把⼈人貶抑於經濟範疇內，
僅能滿⾜足物慾的需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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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制保証⼈人民得以參與政治抉擇過程，
及民眾有機會選出向他們負責的統治者，
並在適當時以和平⼿手段更換他們，
故此獲得教會相當⾼高的評價。

真正的民主要求⼀一個法治政府
以⼈人的正確觀念為基礎去管治。

並必須推進個⼈人及社會的「主位性」；

沒有終極真理去引導與指引政治活動，
則易於為權⼒力的理由，⽽而受到操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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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社會訓導彙編
575節
577節
583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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