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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5 屆世界傳播日文告

「你來看一看吧！」（若一 46）

與眼前的人相遇，與真實的人溝通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你來看一看吧！」這個邀請，不僅是耶穌與門徒們初次相遇時動人的一幕，同時也是眾人的真實
交流方式。為了講述成為故事的生命事實（參閱：第 54 屆世界傳播日文告，2020 年 1 月 24 日
），我們必須跨出自滿的心態 ──覺得自己「已經知道」某些事情。相反地，我們應該親自去看看他
們，去花時間跟別人相處，去聆聽他們的故事，接觸那總是令人驚奇的現實。「用你驚奇的眼光去
觀看，讓你的手感受到事物的鮮活，以致別人在看你寫的東西時，他們也可以觸摸到生命的奇蹟
，躍然紙上。」這是真福路山諾（Manuel Lozano Garrido）1 給其他記者同儕們的建議。因此，今
年我想藉此文告作一個邀請：「來看看吧」，呼籲新聞界、網路、教會每天的講道、政治或社會論
壇，在表達時能做到清楚忠實的溝通。「來看看吧！」──從約旦河岸、加里肋亞海的那些初次相遇
開始，一直都是基督信仰的傳播方式。

實地街訪

讓我們思考新聞報導這重大話題。有些人士因已有一段時間注意到一種風險而表示不滿：在「影印
複製」的報紙，或在電視、廣播、網路等的各類 媒體上，存在著一種偏頗的報導方式，使預設的、
「中央新聞社」的和自我指涉的通訊逐漸取代採訪性的新聞報導。這種報導，對事情的真相，以及
對人們現實生活的認知能力，愈來愈薄弱，無法報導在基層中日趨嚴重的社會現象或其正面的動力
。編輯工作很容易就陷入此風險：在編輯室、在電腦前、在公司的遠端進行，在社群網站上撰寫而
來的，不再做「實地街訪」，不再為採訪新聞而與人們相遇，或面對面地查證某些特殊情況。各種
技術的革新讓人感覺自己沉浸在更大、更即時的現實之中，除非能夠向這種面對面的相遇機會開放
自己，否則我們仍然只是旁觀者。任何工具，只有當它促使我們走出去看本來不會知道的事物，使



我們在網路上接觸到在其他地方無法獲取的知識，使我們經驗到在一般情況下不會有的相遇，才算
是有用和珍貴。

福記載上的細節

在約旦河受洗之後，耶穌對好奇祂的首批門徒說：「你們來看看吧！」（若一 39），藉此邀請他們
和自己往來。時隔半個多世紀，當年事已高的若望在撰寫福音時，回想起一些「有報導價值」的細
節，其中不但透露了在他所報導的事件中，他當時就在現場，同時也描述了那段經歷對他人生的影
響。他寫道：「那時，大約是第十時辰。」也就是下午四點（參閱：若一 39）。若望還告訴我們
，翌日，斐理伯跟納塔乃耳說了自己與默西亞的相遇。他的朋友懷疑地問道：「從納匝肋還能出什
麼好事嗎？」斐理伯沒打算以理服人，只是跟他說：「你來看一看吧！」納塔乃耳確實去看了，而
從那時起，他的人生有了轉變。基督信仰的開始和傳遞，就是這樣：作為直接的知識，由經驗而來
，而非傳言。所以在耶穌住下了以後，城裡的人對那撒瑪黎雅婦人說：「現在我們信，不是為了你
的話，而是因為我們親自聽見了」（參閱：若四 39~42）。「來看一看」是了解狀況最簡單的方式
；同時也是對所有訊息最實在的檢驗，因為若要了解狀況，我們必須跟人見面，讓眼前的人說話
，聽取對方的見證。

向眾多新聞作者的勇氣致謝

為報導事實，就要有能力去誰也想不到的地方，新聞工作也是這樣：隨時準備動身、渴望親眼目睹
。好奇、開放、熱忱。我們都應該好好地感謝那些專業人士的英勇與付出（記者、攝影師、剪輯和
導播），他們時常用生命在完成他們的工作。多虧有他們的努力，我們才得知：受迫害的少數族群
在世界各地所經歷的艱困；對窮人與環境，那不計其數的壓迫和不義；以 及本來會被忽視的諸多戰
爭。若是沒了他們的聲音，不只是對新聞報導，對社會、對整個民主都是很大的損失。我們的整個
人類大家庭都會變得十分貧乏。

我們的世界中有許多境況都在邀請傳播媒體「來看一看」，而在此次疫情中更是如此。若是只透過
富裕國家的鏡頭去報導疫情、每次的危機，那我們可能會陷入一種「做兩套帳」的風險。例如，現
在有疫苗的問題和一般醫療保健的問題，這些都有著排除窮人的風險。誰能讓我們知道在亞洲、拉
丁美洲和非洲的貧困村莊裡，那些對於治療的長久等待？全世界在社會經濟上的差異，決定了新冠
病毒疫苗的分配順序，窮人永遠排在最後，說是都有醫療保障的權利，卻又不見成效。然而，即使
是在世界上比較幸運的角落，仍然隱藏著許多家庭忽然陷入貧窮的社會悲劇；為了領取一包物資
，人們不再恥於到慈善組織那裡排隊等待，而這也不算什麼新聞了。

網路上潛伏的轉機與危機

網路世界藉著數不清的社群媒體，能使報導和分享的功能擴大：有更多的眼睛觀看世界各地，因而
蒐集大量的資料畫面和見證。數位科技讓我們能在第一時間掌握相關且有用的資訊。我們要留意
：在緊急的情況，網路就是第一個報導新聞並傳達官方訊息的地方。那是強而有力的工具，我們因
此必須承擔作為上傳者和瀏覽者的責任。在傳統媒體被忽略的各種事件，我們都有可能成為目擊者
，能對社會作出貢獻，使更多的事件（包括正面的）能得到聚焦。藉著網路，我們因而有機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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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親眼看到的、在我們眼前發生的事情，我們也有機會與別人分享我們的報導。

眾所皆知，社群媒體的風險，就是其資訊不一定經過查證。我們早已知道新聞、甚至是圖像，由於
千百種理由，都可以被輕易假造，有時只是因為自我欣賞。在這方面有所批判，不是為了要把網路
妖魔化，只是想鼓勵在發送與接收訊息時，能有更好的分辨習慣與更負責任。對於我們所作的溝通
，所分享的資訊，以及對於我們有能力揭發的假新聞，大家都是有責任的。我們眾人都蒙召成為真
理的見證人：去看和去分享。

親眼所──無可取代

在溝通交流上，沒有任何東西能夠完全取代親眼所見的事物。有些事情就是要親身體驗，方能有所
領會。我們實際上的溝通，不只是靠文字來 寫或講，還有眼神、語調和手勢。對於見到耶穌的人來
說，祂的魅力來自於祂所宣講的真理；然而，祂如何看人、如何待人，以及祂的靜默，卻與祂說話
的果效密不可分。門徒們不只是聽祂說話，也在祂說話時看著祂。永生的話（Logos）降生成人
，在祂──聖言（Word）──身上，確實顯露了面容；正如若望所述（參閱：若壹一 1~3），不可見
的天主使自己可以被看見、被聽見、被觸摸。言語若是要有果效，就必須「被看見」，必須使我們
都能一起經驗，都能參與到對話當中。因此，「來看看吧！」這個邀請，不論是在過去或是將來
，都至關重要。

我們留意到在我們的時代，在社會生活的各種領域，在生意和政治場合，到底充斥了多少空洞的言
語。有的人「拉上一大堆廢話。他的道理就像藏在兩桶礱糠裡的兩粒麥子，你必須費去整天工夫才
能夠把它們找到，可是找到了它們以後，你會覺得費這許多氣力找它們出來，是一點不值得的。」2
這番英國劇作家的激烈言詞，同樣也適用於身為基督徒傳播者的我們身上。福音的喜訊之所以能廣
傳於世，是來自人與人、心與心的相遇；人們接受了「來看一看」的邀請，同時，在為耶穌基督作
見證的人身上，從他們的注視、言談和手勢中，那種人性的「光輝」也打動了人心。每個工具都有
它的價值，而那位偉大的傳播者──塔爾索人保祿，他肯定也會用電郵跟社群軟體來傳訊息。但不論
是聽過他講道、有幸與他共處的，還是在集會中見過他、單獨與他交談的人，真正讓同時代的人印
象深刻的，是他的信德、望德和愛德。他們看到，無論他身在何處，總是在積極地活動；藉著天主
的恩寵，他們也親眼目睹了他所宣講的救恩訊息對他們的生命是多麼的真實而豐盛。即便無法與這
位天主的僕人相遇，但他所打發的門徒，也同樣能為他在基督內的生活方式作見證。（參閱：格前
四 17）

在論及聖經裡的預言要在現實上應驗才能確認的時候，聖奧斯定便肯定道：「書本在我們手中，事
實在我們眼前。」3 同樣地，當我們相信那些因為與耶穌相遇，生命有了轉變的精彩見證，那麼福
音就會開始在我們的時代活躍起來。兩千年來，一連串的這種相遇，已經散播了基督徒冒險生活的
吸引力。而等待我們的挑戰，就是與眼前的人相遇，與真實的人溝通。

上主，求祢教導我們走出自我，
並動身尋求真理。
請教導我們親自去看，
請教導我們去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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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要自滿於偏見，
也不要太快下結論。
請教導我們走向沒人想去的地方，
花時間去了解、關注真正的重要事物，
不被無謂的事物分心，
以辨認出虛假的表象與真相。
求祢賜予恩寵，使我們能認出祢在世界上的住所，
並使能誠實地報導我們所看到的。

 

教宗方濟各

 

羅馬，拉特朗聖若望大殿
2021 年 1 月 23 日，聖師方濟‧沙雷主教紀念日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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