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們要成為今日的光

淺探少子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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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活條件較好的國家都會面對少子化問題，相反，生活條件較差的國
家生育率是比較高的。為何生活條件較差的國家， 出生率卻會遠高於發達國家?  

對於生活條件較差國家的家庭，他們受傳統影響視生育子女是一種責任，
對出生後的子女採用天生天養的態度， 比較忽略生育後撫養子女的計劃，雖然
這種缺乏對子女日後成長的計劃看來是不好的，但卻可以大大減少了他們生育
子女的恐懼，因此他們會比發達國家的家庭多生育。 而生活條件較好國家的家
庭， 普遍不認為誕生子女是一種責任， 卻重視子女的養育， 這種養育包括了金
錢， 物質， 時間和感情上對子女的投放。他們預計養育責任巨大，因而打消了生
下子女的決定， 或減少養育子女的數量。 

歐美國家擁有較完善的福利制度， 工作環境也不錯， 但卻受自由主義的
主導，對生育的問題上有多方面的影響； 包括同性戀， 著重個人主義而視養育子
女為一個選項。雖然有歐美國家， 如匈牙利。 為有意生育子女的家庭推出優惠政
策， 如提高懷孕婦女的產假和工作待遇，增加家庭津貼等。 這些政策雖然得到一
些成果， 但效果並不顯著。

在亞洲，日本和韓國也面臨少子化的問題，嚴重程度與歐美國家相近； 這
些國家雖然擁有鼓勵生育的傳統文化，對自由主義的接受程度也低於歐美，但在
工作環境和住屋問題卻比歐美國家嚴酷，令新婚家庭沒有多餘的精力，時間和信
心計劃養育子女，因此與歐美國家一樣也出現類似嚴重的少子化問題。中國有和
日韓相近的嚴酷工作環境，雖然對自由主義的接受程度更低於日韓，但由於福利
政策的不完善，所以也出現少子化的問題。

父母視子女為自己生命的延續， 若他們對自己的未來感到希望， 就會更願
意生育子女。反之，若認為自己的人生充滿暗淡，就不願意生育。 

天主教教會的訓導是鼓勵生育，因此生育本身就是教徒的目的和責任。雖
然養育子女是有充滿難度的。而對未來盼望就是信望愛中的希望，能夠給予他們
不懼困難多生育的力量。而且子女的到來，會為家庭注入很多愛意和歡樂。

在世俗層面上看，少子化會引發經濟上的問題，如勞工短缺和經濟規模的
萎縮，歐美國家主張民族共融，所以可以輕易地透過移民來緩解這個問題。雖然
中日韓都會接受外來移民，但由於都是比較保守的民族國家，不易接受外來人員 
- 特別是不同膚色和血統的人 - 成為本國國民，所以在緩解少子化問題的難度上
大於歐美國家。

「你們想改變世界，願意為正義與和平而奮鬥；年輕人，你們在生命中投下承諾和幻想，
但你們覺得這還不夠；年輕人，教會和世界需要你們如同大地需要雨水；年輕人，你們是當下
和未來；是的，耶穌今天正是對你們年輕人說：『你們不要害怕！』『你們不要害怕！』」。 

以上是教宗方濟各在今屆世青節閉幕彌撒講道中，向青年人發出的訊息，一如聖經中耶穌
對信徒的教訓：「你們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並不是放在斗底下，而
是放在燈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樣，你們的光也當在人前照耀，好使他們看見你們的善行，
光榮你們在天之父。」（瑪5:14-16） 

當今之世，最大的問題就是暗黑勢力橫行，以強權代替公義，以歪理代替真理。政客戴著
救世者的面具欺世盜名，打壓忠良；神棍披著宗教的外衣妖言惑眾，毒害心靈。為什麼會出現
這些不該出現的現象，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了光！ 

教會是世界的光，是建在山上的城，為的是使眾人看見，而不是隱藏在聖堂之內空談仁
愛。有識之士應成為照耀屋中所有人的燈台，而不是成為當權者訊問異己的電筒。就是由於世
上有太多的沉默，有太多的屈從，人類因此不單得不到科技進步及經濟繁榮帶來的好處，相反
墮進弱肉強食的深淵。 

教宗方濟各的訓勉擲地有聲，不單是對青年人，也是對整個教會和整個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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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快要結束，家長又忙於打點新學年的一切物資了。

路過專賣學校制服的百貨公司，看到進進出出的家長及
孩子，正忙於買新的校服，許多家長才驚覺，一個暑假，孩子突
然長高了，上季的制服已不合穿了。買完制服，又要趕去買皮
鞋及有顏色限制的運動鞋，校服及新鞋隨時花上千元。也許，
最昂貴的新學年的教科書，動輒要三千多元才，怪不得有評論
說現在要養子成才起碼要花六百萬。

莘莘學子快要再次背起書包上學去，他們不僅僅背負著
超重的書包，更背負著父母厚厚的期望，從健康成長到飛黃騰
達。可是，我們就很少與孩子在開學之前，放下身段，與他們好
好談談他們的開學願望。可有跟他們說，上學只是生活的一部
份，遇上讀書及校園的困擾時，不要以為就是世界末日，而是可
以找父母好好商量。

開學要打開的，不僅僅是新課本，學校當局，可有想到新學
年迎來新思維，不再只猛灌知識給學生，有否想想多透過課堂內

外一起打開彼此的心扉，讓愛與喜樂充盈校園，而不是冷冰冰的
教育流水作業。

開學之前， 政府可有想過，別再用課框、基本學力去綁架學
生，讓他們失去學習的好奇心，讓他們誤以學不達標就等於一文
不值。當孩子、家長及政府都立志把開學視為頭等的快樂工程，
澳門就會馬上變得美麗動人。

賴茂德神父生於1945年，曾經出任道明會總會長。他就任期間提著行囊，
往訪各地的會眾，彼此交流的同時，賴總會長亦收穫了各地不同特色的十字
架，每個十字架都有別具意義。 

過往，有人認為十字架是苦架，耶穌在架上最後的說話是遺言。但在賴神
父眼中，特別是各地教友別出心裁製作的十字架，卻是愛的象徵，架上的七言
是對人類心靈最佳的滋潤。 

為此，賴神父寫作了《架上七言》這本書，將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每一句
話，配上一個與眾不同的十字架來縯繹，共成七篇。書中切實的生活見證，令架
上七言猶如春天的驚雷，敲破了人類昏昏沉沉的大夢。 

「耶穌的架上七言不是為了人生的意義提供一種特殊的詮釋，真正要討
論的問題是人類的存在究竟有沒有任何意義。」《架上七言》一書，是靈修路上
擺下的一道心靈饗宴，豐盛得足以令人喜躍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