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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期4月30日（周二），天主教台灣地區

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暨基督徒

合一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鍾安住總主教、台南

教區黃敏正主教、新竹教區榮休劉丹桂主教、

主教團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會執行秘書吳偉

立神父、主教團宗教交談與合作委員會執行秘

書林之鼎神父、台中教區王友良神父、高雄教

區林作舟神父、嘉義教區狄鐸神父、花蓮教區

李源模神父、台北總教區裴育聖神父等各教區

神長及教友代表，以及基督教長老教會台南中

會議長陳信昌牧師，齊聚在安平基督教長老教

會，圓滿舉行宗教交談與基督徒合一全國工作

研討會，此次會議旨在促進不同基督宗派之間

的合一與交流。

早上10時，天主教各教區代表齊聚在安平聖

樂倫天主堂，享用主任司鐸費格德神父款待的

在地美食，並由費神父講解天主教在台南的傳

教歷史。隨後，費神父導覽各教區代表們參觀

安平天主教文物館，見證百餘年來的教會祭祀

禮儀用品、文獻、聖髑、聖物等文物，領略天主

教與台南風情民情相遇及融合之美。

會議中，各教區代表們分享了各自在宗教交

談與基督徒合一推動方面的經驗，以及遇到的

困難及未來的計畫，彼此交流，達成共識，並

探討合作機會。黃敏正主教分享教區剛慶祝的

「台南400．福傳400」個人省思：舉辦活動選

在福爾摩沙遊艇酒店，是為了讓教會走出去，

然而，外教人好像依然走不進來？可能是因為

活動的重點在於入門聖事的收穫，而在向外福

傳的播種上顯得力道不夠。原本教區計畫邀

請所有宗教代表參禮，體會天主教禮儀的神

聖性，但受限於酒店的國際會議廳場地空間狹

▲鍾安住總主教（前排左四）等天主教神長及教友，與陳信昌牧師（前排左三）等基督教

長老教會牧者及會友，於安平長老教會喜樂交流。

▲鍾安住總主教（右二）與陳信昌牧師（右）互贈禮物，

展現同為基督肢體的友好情誼。

▲鍾安住總主教（前排左四）、黃敏正主教（前排左三）、劉丹桂主教（前排左五）等各教區宗教交談與基督徒

合一神長及教友，參訪典藏許多珍貴文物的安平聖樂倫天主堂及天主教文物館。

小，可惜未能如願。最終，黃主教呼籲眾人秉

持同道偕行的精神，繼續攜手合作，思考如何

讓教會走出去，讓外教人走進來。

鍾安住總主教提到，基督徒合一促進委員

會與主教團都一直陪伴著大家，一起向前走！

同時也鼓勵各教區努力付出，分享成果，提供

他人學習。鍾總主教並引用教宗方濟各於4月

4日在世界和傳統宗教領袖大會中提出的宗教

交談3個面向：尊重多元性、照料我們共同的

家園，以及促進和平，指出所有的仇恨與誤解

都來自於「不交談」，若能交談溝通，誤會便

能解除，和平也就能實現。

下午一行人參訪安平長老教會，鍾安住總

主教、黃敏正主教與陳信昌牧師進行互贈紀

念品儀式，隨後，由朱忠宏牧師、王麗秀牧師

介紹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傳教史。期間並規畫

茶敘時間和問答環節，讓彼此深入了

解對方信仰，進而更能互相包容。

此次宗教交談與基督徒合一全國工

作研討會，透過認識不同基督宗派在

同一片土地上的福傳經驗，幫助彼此

激發出良好的福傳方法，同時也促進

主內弟兄姊妹們的交流，加深基督徒

之間的理解與合作，也為未來的更多

交流與合作，奠定堅實的基礎。

宗教交談與基督徒合一全國工作研討會 成果斐然
■文／巫俊昌 圖／台南教區辦事處

▲安平天主教文物館館內館藏相當

豐富，令參訪者嘆為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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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2版）

資訊與生活中的種種關係是分不開的，所涉

及的，是人的身體和需要人投入的現實世界；

不僅必須要有人與數據之間的關係，也必須要

有人與經驗之間的關係；除了共享以外，也必

須要有人的面孔、眼神和憐憫之心。

在此，我想到有關戰爭的報導，以及因著假

訊息宣傳而產生的平行戰爭（parallel war）。
我又想起那些記者，為了讓我們看到他們親眼

目睹的情景，在執行任務時受傷，甚至喪生。

只有直接接觸到那些孩童及一眾男女的痛苦，

我們才能了解戰爭的荒謬。

人工智能的運用，只要它不淘汰記者實地報

導的角色，反而能加以支持，對傳播領域可以

有積極的貢獻。同時，它也要能重視專業的傳

播精神，使每一位通訊業者能更意識到他們的

責任，並使所有人在傳播工作上都能夠、也應

該成為有思考能力的參與者。

今日及未來的問題
關於這方面，許多問題會自然出現。在資訊

和傳播界，我們如何維護資訊及傳播領域工作

者，以及全世界使用者的專業精神與他們的尊

嚴？我們如何確保資訊平台的互通性？我們如

何讓發展數位平台的企業，能像傳統的傳播媒

體編輯一樣，承擔起內容和廣告上的責任？我

們如何讓演算法的標準，在導入索引和移除索

引，在搜尋引擎顯露或隱藏人物、觀點、歷史

及文化等方面的運作，更透明化？我們如何保

證資訊處理程序的透明度？我們如何指認某一

作品的創作者及其來源的出處，以防止匿名的

做法？我們如何能明白一個影像或影片，是描

繪一個事件或是虛擬一個事件？我們如何防止

許多訊息被局限於一個來源，避免由演算法發

展的單一思考模式？我們要如何推動一個適合

保存多元化又能描繪出真實世界的多姿多采環

境？我們要如何讓如此強大、昂貴且耗能的科

技能夠永續發展？我們要如何讓它也能夠推廣

到發展中的國家呢？

在回答這些及其他的問題時，我們便會明

白，人工智能到頭來是否在資訊平台上造成

階級之分，使新的剝削及不平等形式產生；或

反而使人們因為覺察到人類正在經驗一個劃

世紀的改變——我們能在一個結構良好且多

元化的資訊網內，聆聽許多個人及人民的多樣

需求——因此要傳達正確的資訊，來促進社會

大眾的平等。此外，我們是否一方面瞥見新的

奴役形式的陰影出現，而另一方面卻想獲得更

大的自由；讓一少數人有機會控制其他人的思

想，或讓所有人都能參與人類思想的發展。

這些問題的解答不是預先確定的，而是要

取決於我們。人類要決定自己是要成為演算法

的素材，或是選擇要滋養人心的自由：沒有人

心的自由，人類就無法在智慧中成長，因為人

心中的智慧是從時間學習，並接納人類的脆弱

而變得成熟，藉著世世代代的相傳成長——在

記得過去並展望未來的那些人心中成長。只有

大家共同努力，我們才能提升分辨及警醒的能

力，以及從事情的結果來看待事情的能力。

為避免我們的人性誤入歧途，讓我們尋找那

在萬物之先就已存在的智慧（參閱德1：4），她

必定會幫助我們把人工智能系統用在完全人性

化的傳播上。

教宗方濟各
� 發自羅馬，拉特朗聖若望大殿

� 2024年1月24日

（台灣地區主教團�恭譯）

1.�1994年出版，《發自科莫湖的信函》（Letters from Lake Como）。
2.�2024年〈世界社會傳播日文告〉主題貫連前幾屆的文告主題：「你來看一看吧！與眼前的人相遇，與真實的人溝通」（2021年）、
「用內心的耳朵去聆聽」（2022年）、「用『心』發言，在愛德中持守真理」（2023年）。
3.�參閱第�52�屆〈世界社會傳播日文告〉：「真理必會使你們獲得自由：假新聞與維護和平的新聞工作」。
4.�2024年1月1日，第57屆〈世界和平日文告〉：「人工智能與和平」，8號。

註解

教宗方濟各

第58 屆世界社會傳播日文告
人工智能與人心智慧：邁向圓滿人性的傳播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我在2024年〈世界和平日文告〉中提及的人

工智能系統的發展，徹底影響了資訊界和傳播

界，也因而影響了社會生活的某些基礎。這些

改變影響所及，不僅僅是在這些領域中的專業

人士，而是每一個人。傳播快速又令人瞠目結

舌的各種發明，其運作和潛能超出了大多數人

所能夠理解的範圍，這些發明雖令人興奮，卻

也使人無所適從。這現象必定會引領我們想

到更深的問題：人到底是什麼？人類有什麼獨

特性？以及在人工智能時代中，我們這被稱為

「智人」（homo sapiens）的人類有什麼未來？
我們要如何繼續保存人性的完整，並導引這文

化上的轉變日臻完善？

從「心」開始
首先，我們必須拋開那些預測災難文章的言

論，以及受到它們令人癱瘓的影響。一個世紀

之前，羅馬諾．郭迪尼（Romano Guardini）神
父就已省思「科技與人性」，他敦促我們不要

為了「保護那注定會消失的美麗世界」而排斥

「新事物」，同時，也像先知般警告大家：「我

們不斷地在變化的過程中。我們每個人必須以

自己的方式參與這過程，要秉持開放的態度，

但也要敏於注意其中具毀滅性和不合人性的一

切。」他的結論是：「這些是技術、科學和政治

問題，但這些問題，除非由我們的人性出發，否

則是無法解決的。一種新的人類必然形成，賦

予更深度的靈性，以及新的自由及內在。」1 
此刻，我們在人類歷史中面臨的風險是，科

技越發豐富，人性卻越發貧乏，因此，我們的

反思應該從人的內心開始。2 只有以靈性的方
式來看待現實、只有再度找回人心的智慧，我

們才能面對並解釋這個時代的新事物，並重新

發現走向完全人性化的傳播途徑。

在《聖經》記載裡，人的心被視為是自由及

作決定的地方。人的心，象徵的是氣節和一體

性，但也涉及到我們的感情、渴望、夢想；更重

要的是，人心是我們內在與天主相遇的地方。

因此，人心的智慧是一種德行，能使我們整合

整體及其各部分、我們的決定和其後果、我們

的卓越及脆弱、我們的過去與未來、我們在團

體中「我」及「我們」的身分。

人心的智慧，尋求她的人會找到她，讓愛慕

她的人看見她；她會先臨於渴望她的人，也去

尋找那些配得擁有她的人。（參閱智6：13-17）

她會伴隨那些虛心受教的人（參閱箴13：10），

即那些心地溫良並有心聆聽的人。（參閱列

上3：9）這是聖神的恩賜，使我們能以天主的

眼光看待事物，看到萬事萬物之間的關聯、處

境、事件，並發現它們真正的意義。若缺少這

樣的智慧，生命將變得平淡乏味，因為能賦予

生命滋味的，正是智慧，而「智慧」一字的拉丁

字根「sapientia」，意思就是滋味（sapor）。
契機與危機
這種智慧無法由機器取得。雖然「人工智

能」一詞如今已取代科學文獻中使用的「機器

學習」（machine learning）一詞——後者其實較
正確——「智能」一詞則有誤導性。在儲存和

關聯數據上，機器的能力無疑遠遠超過人的能

力，但唯有人類才能解讀那些數據的意義。這

意味著，重點不在於使機器看起來更像人類，

而是要將人類從無所不能的妄想中喚醒——

誤以為自己是完全自主且自我指涉（sel f -
referential）的主體，遠離所有社會連結，並忘
了自己的受造物身分。

事實上，人類一直體驗到自己無法自給自

足，因而利用各種可能的方法來克服自身的脆

弱。最早期開始，用來作為手臂延伸的史前古

器物，然後是作為語言延伸的媒體，一直到今

日，我們有能力創造高度精密的機器，作為思

想的助手。然而，這些事實都可能被那原始的

誘惑——妄想肖似天主，心中卻沒有天主（參

閱創3）——所扭曲；也就是說，想要憑自己的

力量去獲得那原本應該是天主白白賜予，透過

與他人的關係共享的那些事物。

我們所能接觸的每一件事物，都會依我們

的心之所向，成為一個契機或是一種危機。我

們的身體是為溝通和共融而受造的，卻可能成

為攻擊的工具。同樣，人的每一種技術性的延

伸，都可能成為愛的服務工具，或是成為具有

敵意的支配方式。人工智能系統有助於克服無

知，並促進不同民族和世代之間的資訊交流。

例如，過去多少年代留下來的書寫遺產，人工

智能可幫助我們接觸並了解它們，或令語言不

同的人士能彼此溝通。然而，它同時也會成為

「認知汙染」（cognitive pollution）的來源，也就
是會用部分或完全虛假的敘述來扭曲事實，讓

其他人信以為真並傳播出去。我們只要想想長

期存在的假訊息問題，3今天可稱之為「深度偽

造」（deepfakes），也就是製作並傳播那些似

是而非、實則為虛假的影像（我自己也曾經是

被製造的虛假影像），或是假造某人的聲音，

傳播別人從未說過的話。在這些程式後面的模

擬技術，在某些特定的領域中是有用的，但倘

若扭曲了我們與他人及現實的關係時，那就變

成了邪門歪道。

從社群媒體這第一波人工智能浪潮中，我們

就明白到了它的利害關係：它既帶來契機，但

也帶來危機以及相關的病變。當然，生成式人

工智能（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第二
層級，代表了「質」的飛躍。所以，了解、重視

並監管這些工具非常重要，因為如果落在不適

任者手上，可能會引起令人不安的情況。

與其他所有的人工智能和技術產品一樣，演

算法不是中性的。因此，必須提出道德規範，

好能加以防範，為抵擋人工智能系統有害的用

途，產生有歧視性及違反社會正義的影響，也

為防止人工智能系統被使用來限制多元化、使

民意兩極化或創造出各種形式的群體迷思。

我再次呼籲國際社會，要「共同合作，以制

定一個有約束力的國際協定，來規範各種形式

的人工智能的發展和使用。」4然而，正如每一

種人類情境一樣，規範本身是不夠的。

人性的成長
我們都蒙召，要在人性中且以作為人類共同

成長。我們面對的挑戰是要在「質量」上突飛

猛進，好成為一個縱橫交錯、多民族、多元、

多宗教，以及多文化的社會。我們應要好好探

討這些傳播和知識的新工具在理論上的發展

及實際上的運用。巨大的良機，也都有危機伴

隨著，即：把一切都轉變為抽象的計算，使個

人淪為數據，思想成為機械化的過程，而經驗

則成為孤立的事件，美善變成利潤；更重要的

是，否定每一個人及其一生故事的獨特性，導

致具體的現實在一大堆統計數據中消失無蹤。 
數位革命可以給我們帶來更大的自由，但前

提是我們不能被困在今日所說的「同溫層效應」

（echo chambers）模式中。在這樣的情況下，並
沒有增加資訊的多元化，反而在混亂的泥淖中

漂流，成為市場利益或權力的犧牲品。濫用人工

智能，來導致團體迷思，收集未證實的數據，誤

導集體評論的失職等等，是我們不能接受的。雖

然大數據中所代表的現實，對操作機器有所幫

助，但最終還是看不到事物的真相，阻撓了人與

人的溝通，也危害著我們的人性。 （文轉3版）

2024年第 58屆世界社會傳播日
請以奉獻和祈禱支持教會媒體福傳

主內弟兄姊妹們：

5月12日，普世教會歡慶耶穌升

天節，也是教會的「世界社會傳播

日」，面對人工智能（AI）新技術
的機會與風險，教宗方濟各在第

58屆〈世界社會傳播日文告〉中，

喚醒人類善用科技，不要在人工智

能的世界中，將人簡化為數據，思

想簡化為模式，經驗簡化為案例，

福祉簡化為利潤。

教宗在威尼斯訪問時，更敦促

青年逆流而上，關掉電視，打開福

音書；放下手機，去與人相會，勇

敢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

教會正進入歷史的第3個千年、

迎來21世紀的第1個25年，隨著疫

情和多個國家陷入戰爭的時局，人

人無一倖免地親手觸摸到在孤獨

中死亡的悲劇、生存的不確定和不

穩定；部分聖堂仍處於關閉狀態，

自由受到限制，除了痛苦外，在我

們心中也引起疑慮、恐懼和迷惘。

如何以善用人工智能的嶄新方式，

與他人身心、目光及氣息相遇；讓

那些我們難以親臨其境的故事和

經驗，藉由AI從中得益，那麼，AI
就是一項資源。因此，掌握正確信

息的傳播，成為希望的朝聖者，更

是信友責無旁貸的世紀使命。

主教團社會傳播委員會多年來

透過學習，期發展台灣天主教會的

希望網路，特別在組織上重新建

構，除網羅原有的國內視聽傳媒人

才外，也建置各教區媒體傳播單

位，讓各教區的努力被看見。未來

更盼望在組織架構上，邀請更多修

會、甚至教會內的YouTuber加入，
合眾人之力，冀使台灣天主教會的

媒體傳播多元、立體，讓聲音、影

像和文字都傳遞著屬主的訊息。

過去兩年多來，已納入主教團

的「天主教真理電台」盡心竭力地

傳播好消息，每周《真理新聞》報

導聖座、亞洲和國內重要的教會訊

息，已成為華人與普世教會可貴的

影音網路資源，藉以呈現教會的

教導與多元樣貌，讓信友在忙碌

的生活中，迅速掌握教會的脈動。

為使教會媒體年輕化，今年天主

教真理電台更進用2位優秀教會青

年，透過活潑報導方式，強化青年

福傳。未來一年更將大力製播年

輕人的彌撒節目，敬請拭目以待。

我誠摯地邀請大家在收看每周

《真理新聞》之餘，也能慷慨解

囊，支持天主教真理電台的媒體福

傳，因為目前每年的世界社會傳播

日全台教友的奉獻約50至60萬元，

遠不足主教團用於支持天主教真

理電台的100萬元；您的付出，是

天主教真理電台製播的支柱，更是

教會福傳的力量。讓我們一起努

力為此神聖的工作祈禱與奉獻。

主祐�闔家平安

台灣地區主教團社會傳播委員會

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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