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個生命守門人

忘記歷史等於毀掉將來

過去的十四天，為一眾前線的社會服務、教育團體，以至相
關部門的官員們，都是一段極具壓力和挑戰的時段。

前線的後勤人員，幾乎每天都收到有「屍體發現」的個案通
報，年齡層有長者、老年、中年、青年。至截稿時間，在14天內，從
海面撈起的、單位內傳出異味的、高處墮下的、吊在樓間或露台
的，共發現了8男3女共11具屍體。除了一名男子身份不詳，另一
男一女非本澳居民，其他都是本地居民。尤其在這個月10至17日
期間，差不多是一天或隔天有一宗個案，甚至有兩天是一天內兩
宗個案的。

社會工作局在上周五（16日）聯同民間社會服務及教育團
體代表，舉行了一次齊做「生命守門人」交流會，期望在加強精神
健康和預防自殺的議題上，匯聚民間智慧和社會力量，共同善用
及優化政府和民間各項支援機制和措施，幫到更多有需要人士。

會議亦希望釋出一個訊息，希望全民都能夠成為“生命守門
人”，多關懷身邊人。在會上官方提供了衛生局監測本澳「自殺死
亡」的統計，今年首季共錄得18宗自殺死亡個案，而通報跟進與自
殺相關的個案有84宗，相較去年首季分別減少了4宗和15宗。

季度性數字減少，並未完全反映問題得到舒緩。從上面兩
組數字看到，生命的錯失除了如當局列舉自殺死亡主因：與賭博

或財政問題、精神病、慢性或生理疾病有關。其他成因不多不少
也離不開，日益疏離的人際和社區關係。所以在交流會上，當局
希望透過建立“分區協作聯網”，官民聯同40多間社會服務機構
培養社區“生命守門人”， 鼓勵居民關注自身及身邊人的心理健
康，加強辨識情緒壓力、學習關懷技巧及了解求助專業的途徑。

社工局還向公眾呼籲遵守世衛組織對自殺事件的「六要八
不要」報導指引，包括不應保存或轉發與自殺相關影像或影片，
避免過度渲染自殺事件以至引起模仿效應，共同維護社會心理
健康，做好生命守門人的角色。

然筆者認為，社會精神健康歸根究底，必須來自個人的精
神健康，而個人的精神健康，是源自對生命價值的認同。這神聖
無價的生命，是值得每個人的尊重。所以，構建一個合乎人性尊
嚴生活條件的社區或社會，才能在根源上讓每個生命，做好自己
和身邊人的“生命守門人”。

先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生命的福音》通諭中，提醒「我們
應以愛的服務，向我們的近人保證，他的生命永遠受到維護和促
進，尤其是微弱或受到威脅的生命。我們應該培養的，不只是對
個人的關切，也包括對社會的關切，要使一個重生的新社會，以
無條件地尊重人類的生命為社會的基礎。」 要成為“生命守門人”

，不單單是政府的責任，也是大家的責任。

5月9日，俄羅斯首都莫斯科舉行慶祝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閱兵，
同處歐洲東部的烏克蘭首都基輔，從可接收的電視、報章新聞中，看不到、
聽不到有類似的慶祝活動舉行。這也難怪，畢竟在烏克蘭境內，仍飽受戰
火的蹂躪，三天的停火期太短了，希望俄烏兩國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談判
能得到良好的結果，大國的勸和促談能發揮真正的效用。

1939年納粹德國與前蘇聯簽訂了「德蘇互不侵犯條約」，結果波
蘭、波羅的海三國以及羅馬尼亞的比薩拉比亞地區被瓜分，而1941年6
月22日納粹德國發動的「巴巴羅薩行動」，把披著羊毛的外衣撕破，徹底
暴露出狼的本性。同年8月的「基輔防禦戰役」打響，以蘇軍的潰敗告終，
被佔領的基輔滿目瘡痍，烏克蘭人民心中的傷痛至今血仍未乾。如果強
權可以戰勝公理，則人類早該滅亡。

中華民族是最有資格對強權說不的人。如果強權可以戰勝公理，
則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的東三省，變成日本軍國主義鐵蹄下的保護區理
所當然，稍後在1932年成立的滿洲國，更可以說是女真族人的復國行動。
若不是日本戰敗投降，在滿洲國辦一次全民投票，和朝鮮半島一樣，「合
法地」成為日本的附屬，也不是全無可能。真理的光輝是黑暗勢力無法掩
蓋的！我們要珍惜前人流血犧牲換來的和平果實，絕不能夠屈從於強權
之下。忘記歷史的教訓，誓必毀掉將來的幸福。

先教宗方濟各在他任內最後
的 一 份《復 活 節 文 告》，他「呼 籲 世
界上所有肩負政治責任的人，不要
屈服於恐懼的封閉邏輯，而是利用
現有資源幫助有需要的人，根除饑
荒，推動促進發展政策。這些是和平
的『利器』：用來建設未來，而不是散
播死亡的種子！願人道主義原則，永
遠成為我們日常行動的樞紐。面對
衝突的殘酷，手無寸鐵的平民遭到
攻擊，學校、醫院和救援工作者也遭
到攻擊，我們不能忘記，遭受攻擊的
不是射擊場上的標靶，而是有靈魂
和有尊嚴的人。值此禧年之際，願復
活節也成為釋放戰俘和政治犯的良
機！親愛的弟兄姊妹們，在主的逾越
節，生命與死亡展開了一次巨大決
鬥，但主現在和永遠都活著，並讓我
們確信，也蒙召去分享永無止境的生命，不會再聽到炮彈、槍火和死亡
傳來的回音，讓我們把自己託付給能使萬象煥然一新的那一位！」對於
先教宗方濟各的勸導，我們千萬不要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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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多粥少：
理應優先保本地教師職位

新教宗如何帶領教會？

近年，雖然少子化情況嚴峻，不過，特區政府仍積極推動本地
師資培養，鼓勵青年投身教育行業。根據教育及青年發展局的統
計，2020/2021學年，非高等教育教師總數達7,050人，近五年平均
每年增長約200人。然而，儘管本地師資供應充足，教師職位的增長
卻未能同步，導致供過於求的情況。 

根據《2020至2023年澳門非高等教育教學人員未來供求預測》
報告指出，除小學教育因學額需求增加而有較大教學人員需求外，
中學、幼兒和特殊教育的教學人員均因具師範培訓的畢業生增多、
學校縮班等因素，而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 

雖然澳門政府強調保障本地人優先就業的原則，但在非高等教
育領域，外地教師的比例逐年上升，尤其教青局引進內地優秀教師
來澳，本地教師的就業情況更是雪上加霜。這意味著外地教師已佔
據相當比例的教學職位。  

根據勞工事務局的規定，僱主在聘用外地僱員時，需遵守「三比
一」的比例，即每聘用一名外地僱員，需有三名本地僱員。然而，在實
際操作中，部分學校可能透過各種方式繞過此規定，導致外地教師
比例上升，進一步壓縮本地教師的就業空間。 

澳門現行的教師聘用政策對私立學校的師資聘任彈性相當高，
私校在聘任教師時享有一定自主空間，只需符合法定的教師資格與
教育部門的基本要求。然而，對於「本地教師優先」的原則，缺乏具體
而有力的執行機制。部分學校為節省人力成本，或追求外籍教師的「
外觀價值」與「市場包裝」，傾向聘用薪酬要求較低、外語流利、數理
科教學卓越的非本地教師。這種情況不僅削弱了本地師資的就業保
障，亦傳遞出一種錯誤訊息：澳門的教育工作者「不夠好」，需要靠外
援填補。

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文化的傳承與價值觀的建立。本
地教師在理解學生的家庭背景、生活經驗與語言習慣方面，無疑更
具優勢。過度引進外地教師，忽視本地文化脈絡，可能出現「教而不

解」、「講而不通」的教學
落差。

更嚴重的是，學生可
能在長期的外籍導師教
學下，缺乏對本地社會、
語 言 與 身 份 的 認 同。例
如，部分英語國際學校傾
向以「全球公民」為教育
目標，卻忽視了學生對澳
門歷史、社會責任與地方
文化的理解與參與，長遠而言恐將削弱學生對本地社會的歸屬感。

為解決本地教師面對的困境，建議政府與相關部門採取以下措
施：

1. 設立本地教師聘任優先制度：規定學校在招聘教師時，必須優先
考慮本地申請人，並在無合適人選時，方可聘用外地教師。

2. 訂立外地教師比例上限：根據學科類別與學校類型，設定外地教
師的聘用比例上限，確保本地教師仍為教育體系的主力。

3. 強化教師培訓與進修資源：提供更多的培訓課程與進修機會，提
升本地教師的專業能力與競爭力。

4. 落實教師聘任透明機制：要求學校公開招聘標準與流程，確保招
聘程序的公平與透明。

「僧多粥少」的現象提醒我們，教育資源有限，需合理分配。在
教育領域，保障本地教師的就業權益，不僅是對他們努力的肯定，更
是對本地文化與社會穩定的維護。唯有讓本地教師穩定紮根，才能
培育出更多具備本地情懷與國際視野的優秀人才，為澳門的未來發
展奠定堅實基礎。

在「Habemus Papam」的宣告中，來自美國的普雷
沃斯特樞機在四輪投票後，當選教宗，取名為良十四世，成
為了基督在世第二百六十七任代表。

雖然在教宗選舉中，不會像選舉世俗政治領袖，會
有什麼政見發表或者拉票環節，但新教宗自當選至就職的
十一天內，也已經透過他的言行，勾勒出他未來的「施政方
針」。一方面，他多次表達了對和平的呼聲，無論是他在第
一次《天皇后喜樂經》的「永遠不要再戰爭」、呼籲加沙「立
即停火」，還是接見了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他作為在就職

講道中提到的、新的「和好」酵母已經在工作了。另一方面，
他在解釋自己採用「良」的名號時，明確表示了教會必須「
回應另一次工業革命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捍衛人性尊嚴、
正義與勞動方面的新挑戰隨之而來。」

在接見外交使團時，他也堅持了教會立場：「肩負治
理職責的人有責任採取行動，建設和諧且和平的社會。」為
達成這目標，應當優先扶持「那以一男一女穩定結合為基
礎的家庭。」眾人應當同心協力捍衛「每一個人的尊嚴，尤
其是最脆弱者和沒有自衛能力的人，從胎兒到老人，從病
患到失業者，不論他們是擁有公民身份的人或是移民者。」

不過說到底，我們是天主的教會，在未知的航程中，
世局會發展得怎樣，仍然是不可知的。今天訂下的規畫，明
天可能就不適用了。至少在近代歷史上，也曾經有教宗在
實踐中，大幅改動當選時人們所期待的立場。但即使新教
宗未來的作風無論會如何變化，基於庇護九世所立的「教
宗無謬誤」，我們可以期望的是，他都會捍衛真理、保護「唯
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願上主帶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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