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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济各 

第 58届世界和平日文告 

2025年 1月 1日 

请宽免我们的罪债，并赐给我们祢的平安 

 

 

 

一、聆听备受威胁的人类恳求  

1. 在天父赐给我们的新年──禧年开始之际，我怀着希望，向每一个人献上衷心的和

平祝愿。此刻我特别想起那些饱受现实摧残、因犯错而背负重担、被他人的批判所压

迫，在自己生命中看不到一丝丝希望的人。我愿在每一个人身上唤起希望及和平，因

为今年是发自救主圣心的恩宠之年！  

 

2. 在 2025 这一整年中，天主教会要庆祝禧年，这是让人心中充满希望的大事。「禧年」

（Jubilee）使人想起古代犹太人的习俗，那时，每 49 年，羊角（希伯来语为「 jobel」）

的号声会向全体人民宣告未来将是获得宽赦与自由的一年。此一郑重的宣告，要遍及

全国各地（参阅：肋廿五 9~10），并且恢复生活中各个层面的正义：关于土地的利用、

财物的拥有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尤其是面对穷人和财产遭到剥夺的人。吹起羊角号，

是为提醒全体人民，不论贫富，没有一个人是生来注定要受压迫的：我们都是弟兄姊

妹，是同一天父的儿女，生来就应按天主的旨意在自由中生活。（参阅：肋廿五 17、

25、43、46、55）  

 

3. 如今，禧年也是一个大好时机，激励我们在这世界上寻求天主的自由与正义。在这

恩宠之年的开始，我们希望以「急切恳求救助」1的声音取代羊角的号声，这「急切恳

求救助」的声音，正如埃布尔尔的血（参阅：创四 10）喊冤的声音，从这世上许多地

方发出──这是天主绝不会忽视的恳求。在人这方面，我们也感到有责任谴责世上许

多剥削土地及压迫邻人的情况。2 这些不正义不时会以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所说的「罪

恶的结构」3之形式出现，不但来自少数人的不公义，也是基于某些盘根错节的共谋。 

 

                                                      
1 2025 年禧年诏书《望德不叫人蒙羞》（2024 年 5 月 9 日），8。  
2 参阅：教宗圣若望二世宗座牧函《第三个千年的来临》（1994 年 11 月 10 日），51。  
3 《社会事务关怀》通谕（1987 年 12 月 30 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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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于这个地球，即我们共同家园所遭受的破坏，每个人多少都得负点责任，我们的

那些行为，纵然只是间接的，对目前人类大家庭遭受的破坏仍无疑是火上加油。甚至

因此产生了系统性的挑战，这些挑战虽各不相同，却又互有关连，共同造成我们这地

球的浩劫。4 我尤其想到各种不公义的现象，如对迁徙者的不人道对待、环境的恶化、

故意制造不实讯息来混淆大众、拒绝参与任何形式的交谈，以及把大量资源用在军事

工业上。这一切都构成了对全人类生存的威胁。因此，在这新的一年开始，我们要留

心聆听受苦人类的恳求，为能感受到我们个人及整体都蒙受召叫，一起来打破不义的

锁链，宣扬天主的正义。只做零星的慈善行为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文化和结构上有

所改变，这样才能产生持久的改变。 5 

 

二、文化的改变：我们都是负债者  

5. 庆祝禧年，可激励我们做出各种改变，以面对当前不公不义的状况，6同时提醒自

己，地球上的资源不是为少数有特权的人而设，而是为所有人。我们可以回忆圣巴西

略（Saint Basil of Caesarea）的一番话：「你告诉我，什么东西是属于你的？你在哪里

找到它们，让它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难道你不是从母胎中赤身露体来到世上

的？难道你不会赤身露体地回归大地？你的财产从何而来？如果你说，那是因为运气

而自然得到的，你就是否定了天主，因为你不承认造物主，也不感谢赐予你财产的那

位。」7 没有感恩的心，我们就没有能力承认天主的赐予。然而，无限仁慈的上主并不

放弃有罪的人类，反而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所有人得救的宽恕，以再次确认祂对生命

的恩赐，也就是耶稣在教导我们用〈天主经〉祈祷时，告诉我们要这样祈祷：「宽免

我们的罪债。」（玛六 12）  

 

6. 当一个人忘了自己与天父的关系，就会认为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可受剥削和压迫来支

配，也就是认同强权即公理。8 就像耶稣时代的精英，由穷人的受苦中获益，同样，

在今天这个彼此互有关连的地球村，9 国际系统若非受到同舟共济和精诚关怀精神的

启发，就会更加不正义，而贪腐将令情况更加恶化，使较贫穷的国家陷入窘境。剥削

负债累累者的心态，可视为目前「债务危机」的简单描述，这危机重压着许多国家，

尤以南半球国家为甚。  

 

7. 我不厌其烦地重申，外债已成为一种控制工具，较富裕国家不择手段恣意控制某

些政府和私营金融机构，剥削较贫穷国家的人和自然资源，只为了满足自己市场的需

求。10 此外，许多人民已背负沉重的国际债务，发现自己还要被迫承担由较开发国家

                                                      
4 参阅：向宗座科学院高峰会议与会者致词，2024 年 5 月 16 日。  
5 参阅：《请赞颂天主》宗座劝谕（2023 年 10 月 4 日），70。  
6 参阅：2025 年禧年诏书《望德不叫人蒙羞》（2024 年 5 月 9 日），16。  
7 《论贪婪的道理》，7，PG 31，275。  
8 参阅：《愿祢受赞颂》通谕（2015 年 5 月 24 日），123。  
9 参阅：教宗方济各，教理讲授，《罗马观察报》，2020 年 9 月 3 日，第 8 页。  
10 参阅：向「解决全球南方债务危机会议」与会者致词，2024 年 6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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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生态债务的重负。11 外债和生态债务是剥削心态的两个面向，最终必导致债务

危机。12 本着禧年的精神，我呼吁国际社会能意识到生态债务存在于南北半球之间，

因而致力于宽免国际债务。这恳求是为了精诚团结，但更重要的是为了正义。 13 

 

8. 当我们终于承认我们是同一天父的儿女、我们都受恩于天父，也都彼此需要，本着

共同承担不同责任的心态，那种为克服这危机在文化和结构上所需要的改变就会发生。

我们便会重新发现我们彼此需要，彼此亏欠。 14 

 

三、希望之旅：三点提议  

9.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些迫切需要的改变，恩宠禧年就能为每一个人重新开辟希望之

旅的道路。希望，是来自对天主无限仁慈的体验。 15 

 

天主不亏欠任何人，然而，祂时时赐给每一个人恩宠和怜悯。正如第七世纪东方教会

的教父尼尼微的依撒格（Isaac of Nineveh）在他的一篇祷文中所说：「主啊，祢的爱大

过我的罪过。相较于我的诸多罪过，那层层海浪实在算不了什么，但若放到天平上与

祢的爱相较，它们不过像一粒尘埃。」 16 天主并不计较我们犯的罪；甚且「富于慈悲

的天主，因着祂的大爱爱我们」（参阅：弗二 4）。祂同时也听到穷人和大地的呼喊。

在这新年伊始思索天主的恩宠，只需暂停片刻：想想天主以祂的仁慈不断宽恕我们的

罪过，免除我们每一个罪债，我们的心就会充满希望与平安。  

 

10. 耶稣教我们念〈天主经〉时，祂首先祈求天主宽恕我们的罪过，但随即转到这有

挑战性的字句：「如同我们宽免得罪我们的人」（参阅：玛六 12）。为了宽恕他人的罪

过，并带给他们希望，我们自己的生命必须充满同样的希望，那是我们体验天主仁慈

怜悯的果实。在慷慨中，希望洋溢不息；它不算计，没有隐藏的要求，不求自己的利

益，只以一事为目标：让那些跌倒的人振作起来，治愈破碎的心灵，并使我们从各种

束缚中解放出来。  

 

11. 因此，在这恩宠之年的开始，我愿意提出三项建议，能够恢复所有国家民族的尊

严，并使他们重新踏上希望之旅。这样，债务危机得以解除，我们也都更能明白我们

原是债务人，而我们的债已得到宽免。  

 

首先，我要重申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在主历二千年禧年中提出的呼吁，他要我们考虑

「如果不能完全取消那严重威胁许多国家未来的国际债务，也要大幅地减少。」 17 较

                                                      
11 参阅：对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演说 COP 28，2023 年 12 月 2 日。  
12 参阅：向「解决全球南方债务危机会议」与会者致词，2024 年 6 月 5 日。  
13 参阅：2025 年禧年诏书《望德不叫人蒙羞》（2024 年 5 月 9 日），16。  
14 《众位弟兄》通谕（2020 年 10 月 3 日），35。  
15 参阅：2025 年禧年诏书《望德不叫人蒙羞》（2024 年 5 月 9 日），23。  
16 《祷词》X，100~101：CSCO 638，115。圣奥斯定甚至宣称天主持续地欠我们债：「因为『祢的慈

悲是永恒的』，祢按照自己的承诺，打算对那些祢宽恕了罪过的人，成为他们的债户。」  
17《第三个千年的来临》宗座牧函（1994 年 11 月 10 日），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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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繁荣的国家，承认自己有生态债务，应该感到蒙受召唤，要尽可能地宽免那些无

力偿还债务的国家。当然，为避免这不仅是单一的爱德行为，除了遏止金融和债务的

恶性循环，同时也需要发展新的金融架构，让我们在人类精诚团结与和谐的基础上建

立全球化的金融宪章。  

 

我也呼求大家坚定地承诺要促进人类生命的尊严，从受孕到自然死亡那一刻，每一个

人都应珍惜自己的生命，也都能对自己和他们子女未来的繁荣、幸福，怀抱希望。年

轻人若对未来不抱希望，就很难期待他们给世界带来新生命。在此，我愿再次提出一

个具体建议，有助于孕育生命的文化，那就是所有国家都能废除死刑。这种惩罚不但

违背了生命的不可侵犯性，也泯灭了每一个人宽恕和重生的希望。 18 

 

此外，我追随圣保禄六世和本笃十六世两位教宗的步履，19 为了未来的世代，我毫不

犹疑地再次发出另一项呼求：在这个战争频仍的时代，让我们至少把用于军备经费的

固定比例，成立一个全球基金，以消灭饥饿并协助较贫穷国家的教育工作，并且以促

进永续发展及对抗气候变迁为目标。20 我们必须努力消除每一种令年轻人感到没有未

来或一心想为亲人复仇的借口。「未来」是一项恩赐，让我们能超越过去的失败，建立

新的和平之路。  

 

四、和平的目标  

12. 凡是采纳这些提议并踏上希望之旅的人士，必定能瞥见我们极度渴望的和平目标

的曙光。圣咏作者向我们许诺：「仁爱和忠信必彼此相迎，正义和和平必彼此相亲」（咏

八五 11）。当我放弃武器，并向我的弟兄姊妹重新指引希望的道路时，我就对恢复天

主在这世上的公义作出贡献，并与那人一起走向和平的目标。正如教宗圣若望廿三世

所说：「真正的和平只能出自没有焦虑和不再恐惧战争的心。」 21 

 

13. 愿 2025 年是和平繁荣发展的一年！一个真正而持久的和平，不会为了各种协议和

人的妥协等细节而吹毛求疵。22 愿我们追求天主赐给解除武装的人真正的和平：一颗

不再计算你我的心；由自私转为乐意对他人伸出援手的心；认为自己有亏于天主的心，

因此愿意宽免那些压迫他人的债务；一颗以希望取代对未来忧虑的心，盼望每一个人

都能成为建立更好世界的资源。  

 

14. 解除心中的武装，是每个人的义务，不论是成人或孩童，富人或穷人。有时只要

某些很简单的行动就能做到，例如「一抹微笑、一个友爱的表现、一对亲切的眼神、

                                                      
18 参阅：2025 年禧年诏书《望德不叫人蒙羞》（2024 年 5 月 9 日），10。  
19 参阅：教宗圣保禄六世《民族发展》通谕（1967 年 3 月 26 日），51；教宗本笃十六世，向驻梵蒂

冈外交使团发表致词，2006 年 1 月 9 日；《爱的圣事》宗座劝谕（2007 年 2 月 22 日），90。  
20 参阅：《众位弟兄》通谕（2020 年 10 月 3 日），262；向驻梵蒂冈外交使团发表致词，2024 年 1 月

8 日；向「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 28 届缔约方大会致词，2023 年 12 月 2 日。  
21 参阅：《和平于地》通谕（1963 年 4 月 11 日），113。  
22 参阅：「为圣地和平祈祷」10 周年祈祷时刻致词，2024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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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乐于倾听的耳朵、一个友善的行动。」 23 我们以这样的行动，朝着和平的目标迈

进。如果在与弟兄姊妹同行的路上，我们发现自己与初上路时相比已经有了改变，那

么，我们会更快地到达目的地。和平不是只在战争结束时才会来临，而是在新世界的

黎明时来到，那时我们会明白在这个世界，我们已不同于已往，而是比过去更亲近、

更友好。  

 

15. 上主，请赐给我们祢的平安！这是我向天主所作的祈祷，此刻，我为新的一年向

世界各国元首、国际组织负责人、各个宗教领袖，以及每一位善心人士献上我诚挚的

新年祝福。  

主啊，请宽免我们的罪债，  

如同我们宽免别人的罪债一样。  

在宽恕的循环中，请赐给我们祢的平安，  

那是唯有祢才能赐予的平安──  

赐给那些让自己心中卸下敌意的人，  

赐给那些怀着希望宽免他们弟兄姊妹罪债的人，  

赐给那些不怕向祢认罪的人，  

以及赐给那些对穷人的呼喊不至于充耳不闻的人。  

 

 

 

教宗方济各  

 

 

发自梵蒂冈，2024 年 12 月 8 日  

 

 

（天主教会台湾地区主教团  恭译）   

                                                      
23 2025 年禧年诏书《望德不叫人蒙羞》（2024 年 5 月 9 日），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