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次世界大戰：
一幅更黑暗的《格爾尼卡》

全城消費一局棋

https://bit.ly/3C72wNF

澳門GDP亞洲第一、全球第二，居民幸福
嗎？生活好過嗎？候任行政長官岑浩輝在參選
過程中，曾經在一眾助選人員及社團代表、社
會賢達陪同下巡視各區，了解社情民意。如果
岑先生前往北京接受中央正式任命後，能夠在
履任前效法「再回興義憶耀邦」的事蹟，微服出
行再一次到北區和各社區走走，相信對於他日
後的施政肯定有更大幫助。

「北區消費大獎賞」在8月4日結束，接下
來特區政府摸著石頭過河，推出「全城消費大
獎賞」，針對中小微企進行扶持，說明經濟復興
仍未成功，政府仍需努力。周六、日的獎賞計
劃，相信會對「北上消費」帶來一點緩衝作用，
但面對融入大灣區的強大驅動力，粵澳之間的

價格差距、服務差距，就不是消費大獎賞可以抵
消的。

澳門回歸25年，剛好是50年不變的一半，
若以棋局比擬則進入「中局」。這25年來，澳門的
變化不少，賭權開放令本澳從「經濟結構轉型」
失敗後走出低谷，豐厚的賭收令人豔羨，衍生的
問題同樣令人頭痛；政治生態的改變，間接造成
社會結構的失衡，民意缺位令施政出現偏差。

要解決以上的問題，離不開政治與經濟。「
全城消費大獎賞」三次的抽獎機會，無疑可以為
居民帶來一絲驚喜，但要「涸轍枯魚」能夠重獲
生機，就要看岑先生的作為了。

1937年，畢卡索的《格爾尼卡》以其震撼人心的畫面，成為反戰的經典。
如今，當國際局勢日益緊張，我們不禁要問：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世界將
會變成怎樣？

一觸即發的戰火
中東地區的衝突、烏克蘭危機，以及全球各地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無

不暗示著一場更大規模衝突的可能性。核武器的威脅更是如達摩克利斯之劍，
懸掛在人類頭上。一旦爆發核戰爭，其後果將是毀滅性的：核冬天、放射性汙染
將讓地球變成一片死寂，人類文明或將因此終結。

經濟崩潰，民不聊生
全球化的今天，一場戰爭將引發連鎖反應。供應鏈斷裂、能源危機、通貨

膨脹將導致全球經濟陷入癱瘓。糧食短缺、疾病蔓延、社會動盪將席捲全球，人
們的生活將變得岌岌可危。

科技戰：看不見的戰場
網絡攻擊、信息戰將成為現代戰爭的新常態。關鍵基礎設施癱瘓、虛假

信息泛濫，將讓社會陷入恐慌。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辨別真偽將變得困難
重重。

環境的浩劫
戰爭不僅對人類社會造成巨大傷害，對環境的影響更是深遠。核爆炸、

化學武器的使用將導致大面積土地汙染，生態系統崩潰。氣候變遷、海平面上
升等問題將進一步加劇，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將面臨嚴峻挑戰。

人性的考驗
戰爭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較量，更是對人性的考驗。在極端的生存環境

下，人性的善惡將被放大。合作與背叛、愛與恨，將交織成一幅複雜的人性畫
卷。

和平的價值
《格爾尼卡》告訴我們，戰爭的代價是慘重的。和平才是人類文明得以

延續的基石。我們應該：

 * 加強國際合作： 建立更完善的國際機制，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

 * 促進文化交流： 消除隔閡，增進相互理解。

 * 支持和平組織： 為和平發聲，為和平行動。

 * 教育下一代： 讓和平的種子在年輕人心裡生根發芽。

 * 關注氣候變化： 將氣候變遷視為全球安全的重要議題。

 * 推動核裁軍： 減少核武器威脅。

結語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陰影籠罩著我們，但我們並非無能為力。每一個人都

可以為和平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讓我們共同努力，讓《格爾尼卡》永遠成為歷
史的警鐘，而不是未來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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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陸達誠神父兩夕哲學話    

煉靈月的思考

聖若瑟大學舉行《祈禱年公開課系列》講座，十月二十八日
及二十九日兩天晚上，邀請了台灣來的耶穌會陸達誠神父來講兩
場天主教哲學課。陸神父是研究存在主義哲學的專家，尤其對有
天主教哲學觀點的存在哲學家甚有研究心得。   

第一晚陸神父就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馬賽爾（Gabriel 
Marcel），非常關注「存在」（to be）和「擁有」（to have）的區別。他
認為，當人們以「擁有」的方式看待自己和他人時，會將彼此物化，
導致疏離。而當人們採取「存在」的態度，則會彼此同在，達到一種
深層次的連結。馬賽爾強調「忠誠」和「愛」的意義，認為這些是真
正打破孤立、促進自我實現的方式。他的哲學受基督教信仰影響，
將「信仰」視為人與神之間的根本關係。馬賽爾主張透過愛與關懷
來達到真實的存在，並在他人身上發現神聖的痕跡。陸神父認為
馬賽爾的哲學觀點足以代表當代西方的哲學思潮，認為我們可以
在研讀其著作時，更能整合天主教信仰與現代社會的核心價值。

第二天晚上陸神父主講同樣是二十世紀偉大的法國神哲學
家，耶穌會德日進神父（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德日進
神父是神學家兼古生物學家，試圖將有神進化論與天主教神學結
合。他認為人類的進化不僅僅是生物學上的過程，更是向著神聖
的「奧米伽點」（Omega Point）前進的過程，這是一種精神上的
融合點，代表人類和整個宇宙的終極完成。他相信，在漫長的進化
過程中，人類不斷朝著更高的意識和靈性發展，而這最終將引領
我們與神合一。德日進神父的「宇宙基督論」將基督視為宇宙的
中心，進化的終極目標是將所有被造物匯聚到這一神聖的中心。

對他而言，進化不僅是
科學現象，亦是神學意
涵深刻的過程。有一次，
德神父迷在沙漠上，天
氣酷熱難耐。沒想到，德
神父卻以天地宇宙為祭
台，火紅太陽為聖體，在
風沙中開了一場天地合
一的彌撒。

總的來說，馬賽爾
和德日進都強調人類靈
性發展的重要性。馬賽
爾專注於個人存在的真
實 性 和 人 際 關 係 的 深
度，而德日進則更關注
人類進化的集體性，並
將之視為通往神聖的旅程。也許，為一般沒有接觸西方哲學，尤
其是法國存在主義哲學的朋友聽起來有點艱澀，但是，當我們從
一個不斷用「擁有」來證明自己的「存在」的物化社會出走，樂意好
好省察就知道，天主教哲學是反其道而行，認為唯有不斷追求「存
在」的意義，就知道「擁有」其實並不重要。耶穌請富貴少年放棄一
切跟隨祂，對方卻面露色難，知難而退，就知道生命的價值在於「
存在」而不是「擁有」。

每年的十一月是教會訂
立的煉靈月，特別為已亡的
親友以及在煉獄裡的靈魂祈
禱。而在煉靈月中「打頭陣」
的兩個瞻禮是十一月一日的

「諸聖瞻禮」，或是稱為「萬
聖節」，接下來就是十一月二
日「追思已亡」。

近年來，有關諸聖瞻禮前夕，即教外人俗稱的「萬聖節」或 
「萬聖夜」，各大宗派的教會都有很多論述和分析，在此就不一

一再贅。不過既然「萬聖節」或「萬聖夜」既有前基督教的元素，也
有基督教的元素，我們為什麼不能把我們的元素宣揚出來？在袪
除邪說的同時，是不是要更不畏懼，把我們信仰的光輝向社會宣
講？例如我們的教會學校，除了是向學生講述有關教會「諸聖相
通功」的道理，也可以考慮在諸聖瞻禮前後，透過勞作，甚至是角
色扮演、話劇等方式，向學生介紹教會內各聖人的事跡。堂區除了

往常舉辦的祈禱活動外，也可以在諸聖瞻禮或者在煉靈月期間舉
行例如巡遊等活動，讓社會也能認識教會內的聖人。

至於煉靈月的另一個面向，除了是已經成為聖人者，以及靈
魂尚未完全滌淨、堪受天國永福者，其實是我們活在世上的人，是
在旅途的教會。我們知道在教會歷史中，有這些榜樣，因其效法基
督的英豪事跡，或殉道、或童貞、或精修而成為了聖人。問題是如
今，聖人予人的印象，好像是在時間遙不可及的，或者因為社會
變遷，要透過殉道、童貞、精修途徑而成聖的機會好像減少了。但
是否在日常生活中度聖潔生活、實踐基督的信仰就不能成為聖？
煉靈月也應該一個這樣的時刻，提醒我們：「成聖」的關鍵在於一
個「成」字。要達到教會宣福封聖的要求未必是人人都能達到，因
為涉及對候選者漫長的資格審查、曾與其生活過的人的見證，以
及因其轉求而達到科學不可解釋的治癒奇蹟等。現今的社會環境
可能已經與諸聖的年代大不相同，但在新的挑戰中堅持基督徒的
價值，讓自己成為信仰的見證，或許就是當下「成聖」的意義所在。

十字
路上

教育
視點

原圖來源： https://zh.wikipedia.org

Email: christianobserver.mo@gmail.com
Site: https://christianobserver.website/

03/11/2024
2/2版		第4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