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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愛中產生一個新的經濟秩序

「世界是創造它的天主的話語。這句話聽起來怎麼樣�？就像這樣：我愛你。這句話是對誰說的�？是對本身就是那
句話的世界所說的；是對每一個人說的，世界看每一個人就如同是知道自己是這世界的一小部分，但仍舊能�遠超自
我進入整體的人。這是一句對所有人說的話。世界是天主對任何居住在其間的人所說的愛之語；這是神性的愛對個人
的注視。這就是整個世界及其每一部分的真相，世界的每一個細節，都是來自天主的愛的目光。」
（宇宙論、人類學、社會學和宗教）

「我可以把自己完全奉獻給這個世界，因為我是一個基督徒；事實上，我們在這個世界上所投入的愛將會永遠標明這
一點，我們的愛將會在受造物的每一個碎片上留下一個不可磨滅的印記。」（1980年12月）

「一個基督徒首要所關注的應當不僅提攜那些分享他的想法的人，而且也提攜所有對此世界負有責任的人，建立一個
富有人道精神的世界。」（1978年11月）

「人的生活與合一不可以被認為僅僅是個體的綜合，也不可以被認為是一個集體制度，在其中，個人被�噬和消失。
另一種選擇是共融。我是我自己，但是在我為你及和你一起的範疇內，在我從你那裡得到的範疇內。人只能�在這個
關係中得到解釋。只有在這個聖三的關係中，集體主義才不會消除個人。只有在這個聖三的關係中，才不會為了一個
團體結構而犧牲個人。由此，我肯定，將開創有利於普世的經濟秩序的新前景。」（Dreifaltigkeit，第131頁）

節錄自韓民立（Klaus Hemmerle），《事物內的光明̶̶為每天而默想》（La luce dentro le cose, Meditazioni per
ogni giorno）, 新城出版社，1998年，第287至29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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