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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天父世界， 

小鸟展翅飞鸣， 

清晨明亮，好花美丽， 

证明天理精深。 
 

这是天父世界， 

祂爱普及万千； 

风吹之草将祂表现， 

天父充满世间。  

 

 



 

编者语 

 
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 20世纪时，生态危机史无前例地给人类和整个地球带来巨大的破坏和危

险，而且呈现持续恶化的趋势，这促使科学家们极力调查危机的现状和寻找潜在的解决方案。瓦奇尔那

格欧在 1997年指出危机的关键原因是人类的过度行为所至。1 许多学者相信：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

带来的生态危机根扎于西方的人类中心的思想方式。基督教会和基督徒怎样回应这些问题？是熟视无

睹？是简单否定各种环保组织ˎ 环保理念和行动？是仅仅感叹环境恶化ˎ 口头批评破坏大地的行为？还

是回到圣经，体察天父上帝对于大地自然的心意，遵行祂的教导来关爱大地？圣经主要讲了四种关系：

上帝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上帝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今天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极度

疏离和破裂的时代，我们谦卑学习圣经中有关的教导尤为紧迫；圣经教导上帝的儿女要效法基督，所以

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也要从领悟上帝与自然的关系，去得到启迪。 

 

生态学（ecology）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在 1866 年提出的，它

是一门研究生物体和环境（包括其它生物）之间的关系的科学，生态（eco）的字源来自希腊文的

“家”（oikos ）。上世纪开始凸显的环境破坏和生态危机，使人们高度重视生态学的研究和应用。然

而，有识之士认识到“生态问题并非单纯是一个自然科学/技术的问题，背后更牵涉社会/政治的意识形

态ˎ 人的心灵与价值取向以及生活方式等问题。”2 内斯（Arne Naess）在七十年代初期提出了“深层生

态学（deep ecology）”的理念，引出了对于上述更广范畴的关注和研究，如生态哲学ˎ 生态伦理学等，

同时，也对各种文化传统的生态思想进行挖掘，以服务于今天的大地关怀和环境保护。 

 

上世纪七十年代，基督教生态神学（ecological theology）渐渐兴起，它是“一种以人与其它

形式的生命及共处的环境（或简单地说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主题的神学论述。”3 它有系统地从圣经神

学ˎ 系统神学ˎ 历史神学以及实践神学等诸方面来学习和领会上帝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心意。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基督教神学与宣教运动越来越重视整全福音观和大地护理观。2010年

在开普敦举行的世界福音派教会会议上，制定了《开普敦承诺》（The Cape Town Commitment）。它提

出“要像保罗那样，从宇宙性和真理的视角，传讲并教导符合圣经的整全福音……这不仅仅是在提供针

对个人的救赎……更是为了完成上帝在基督里为整个宇宙所定的计划。” 整全福音使命是基督为主是

中心（the Lord of Christ），包括福音（evangelism），教导（teaching），同情（compassion），

公义（justice），大地护理（creation care）五个方面。基于圣经的教导，面临地球生态环境的日益

恶化和人类对自然的贪婪攫取，普世教会开始注意大地护理；许多教会开始更主动地参与各种关爱自然

和保护环境的活动，并把世界贫穷和气候变化联系起来关切；许多基督徒个人开始操练一种简朴和生态

的生活方式；普世宣教中加入绿色宣教的因素；基督教神学教育和学者更加注重生态神学的研究。华人

教会虽然起步较晚，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基督徒认识到大地护理的重要，也体察天父对人与大自然的

爱，“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

呢？”（约拿书 4：11）主耶稣的看病ˎ 赶鬼和直接传讲救赎福音三者是紧密联系没有分割的，他也讲

述天父对于自然生灵的爱；整全福音的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和促进的，教会和基督徒也需要面对时代，

探索彼此间的配搭结合。 

 

                                                             
1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8. 
2 赖品超ˎ 林宏星，《儒耶对话与生态关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 年版），第 43 页。 
3 同上。 



上帝的普遍启示和护理，以及所赐的道德律遍及大地之上和所有文化之中，中华文化中有许多生

态科技观，它在生态哲学和伦理学上也有许多良善的传统遗产，如认识自然ˎ 顺应自然ˎ 尊重自然的思

想；这些都可以帮助今天的社会和人类关爱自然和参与环保。 

 
笔者在 2014到 2016年间在天道神学院学习时开始接触并学习生态神学，后与一些老师ˎ 牧者ˎ 

弟兄姊妹和亲朋好友交流这方面的内容。笔者今年和一些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有更多的交流，大家建立了

一个祷告群，为践行圣经关爱大地来祷告，大家对生态神学和关爱大地ˎ 生态环保有学习和开放的心

怀。但我们都知道自己是何等的卑微弱小和软弱，向前行那怕是最微小的一步，都需要真诚求天父来带

领和加力，“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

利亚书 4：6b）我们经过祷告，都认同办一个每月双周讯息刊，宗旨是践行圣经，学习生态神学，关切

自然生态环境，宣传参与大地护理，关注祖国中国和所居住国加拿大的生态和保护情况。今天，这个小

小的刊物的第一期出现了，愿一切荣耀都归给独一的上帝，也感谢践行圣经关爱大地祷告群的各位朋友

的祷告支持和具体参与，感谢那些花时间和我们交流和给我们支持的各位弟兄姊妹和朋友。请大家为我

们和刊物的编发来祷告。 

 

近期祷告事项（6月 2日-6月 15日）： 

第一，求主让我们和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一起走进大地，体会大自然与我们的亲近，学习多一些认识花鸟

树木，更深爱护大自然。 

第二，求主让我们操练一种简朴和生态的生活方式。 

第三，求主让我们学习本期所提到的圣经，思想其中的生态神学意义。 

第四，为本刊的第二期编辑祷告，求主赐给笔者有健康的身体，在编辑遇到技术困难时，有懂电脑文件

编辑技术的朋友可以帮助自己。 

 

 

 
 

 
 

 

 

 

 

 

 

 

 

 

 

 

 

 

 

 



一、圣经的话语和生态神学观 

导读： 

从本期开始，我们会花一段时间来比较详细地学习圣经学者 Richard Bauckham 的 The Bible and 
Ecology: Rediscovering the Community of Creation (Waco, TE: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0)一书。

作者是著名的英国圣公会神学ˎ 历史神学新约圣经学者，剑桥 Ridley Hall的高级学者。其 Jesus and the 
Eyewitnesses: The Gospels as Eyewitness Testimony 一书获 Christianity Today 图书奖。他也出版研究德

国神学家 Jürgen Moltmann 的著作，致力于圣经的有关生态内容的研究。本书就是他的最新的关于圣经和生态的

著作。 
 

 该书从研读创世记一章和创世记其它有关章节开始。（1）基督教传统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集中在两

面，一是人是大地的管家（创 1：28），二是上帝通过大自然和人的构造对人类的一般启示。（2）基督教学者

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以人为中心，二是以生态为中心观，三是以上帝为中心观。该书

支持以上帝为中心观；同时，认为大地管家观模式有相当大的限制，圣经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远远超过此模

式。（3）创世纪 1：28和其中的“治理”和“管理”两字的解释尤为重要，基督教传统中许多神学家认为：这

表明人对自然的统治（dominion）和表现了大地管家模式，并认为圣经表明了一种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以人为中心

观。而该书在解经基础上对此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4）本期摘要“Chapter 1: Stewardship in Question”

之最后一部分，即作者在研经后的综合反思。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sus_and_the_Eyewitnesses:_The_Gospels_as_Eyewitness_Testimon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esus_and_the_Eyewitnesses:_The_Gospels_as_Eyewitness_Testimon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J%C3%BCrgen_Moltmann




 
 

 

 



 

二、中华生态文化和祖国生态保护 
 

“老子的自然生态观和关爱大地” 

导读： 

当历史的车轮前进到 20世纪时，生态危机史无前例地给整个地球和人类带来巨大的破坏和危险：一是

环境变化：温室效应引起的全球变暖和对地球生态形成巨大威胁；二是对于海洋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和水

资源的质量的大幅度下降；三是森林砍伐和土地退化；四是人类的快速增长和物种消失；五是人心的贪

婪残酷，榨取自然，虐待其它生灵，行为令人发指。六是全球性的追求高浪费ˎ 奢侈的生活方式，缺乏

爱护自然环境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正像圣经所指出：“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

今。”（罗马书 8：22）社会有识之士，无不为之痛心震撼，而竭力生态观的研究，推动生态环保，保

护人类的共同家园。而《老子》中的自然道家生态观，得到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澳大利亚环境哲学家

Richard Sylvan 和 David Bennett 认为：“道家思想是一种生态学的取向，其中蕴含着深层的生态意识，

它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实践基础。”笔者简要分享《老子》自然生态观其中的二点，体会

其对今天人类追求关爱大地的价值观的意义。 
（文章作者：权陈。原载：《号角月报加东版》2019年 6月刊）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www.heraldmonthly.ca/newspaper/web/articleView.php?date=201906&id=6557 

 

 

 

三、生态环境现状及生态保护（政策ˎ组织ˎ行动等） 
 

各从其类……上帝看着是好的。（创世记 1） 
 

《最大的一次生物大灭绝，种级灭绝率可能达到了 95%》 
（转发文章提供者：陈黎）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tiny.cc/6wak7y 

 

 

四、基督教和教会参与关爱自然的活动 

导读：一个关怀大地的加拿大的基督教环保管家组织。 
https://arocha.ca/?gclid=Cj0KCQjwxMjnBRCtARIsAGwWnBMu4RXiTBUTbaUsfGGWjK_MRvYR9OtYXZuvLxM58inVRdjMmHVOHLYaAs
7UEALw_wcB 

 

 

五、个人热爱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分享 

导读：没有对于大自然的熟悉和亲近，就难以热爱它，保护它。今天生活在都市和水泥群中的人，对大

自然太陌生了，华人和下一代尤其如此，我们的孩子认识几种在家边飞行的鸟，生长的树呢？ 

简朴和生态的生活方式之一：到大自然中去，亲近自然 

http://www.heraldmonthly.ca/newspaper/web/articleView.php?date=201906&id=6557
http://tiny.cc/6wak7y
https://arocha.ca/?gclid=Cj0KCQjwxMjnBRCtARIsAGwWnBMu4RXiTBUTbaUsfGGWjK_MRvYR9OtYXZuvLxM58inVRdjMmHVOHLYaAs7UEALw_wcB
https://arocha.ca/?gclid=Cj0KCQjwxMjnBRCtARIsAGwWnBMu4RXiTBUTbaUsfGGWjK_MRvYR9OtYXZuvLxM58inVRdjMmHVOHLYaAs7UEALw_wcB


 
 

 
 

 
 

 
 



 
 

 
 
“今天陪我的一位老师去林德海滨自然保护区，我把这里成为多伦多的“鸟儿天堂”。这里的野鸟不怕

人，可以飞到你的手上觅食，是动物与人和睦相处。”（图片和文字提供者：石华） 

 

 

 

 

 

 

 

 

 

 

 

 

---------------------------------------------------------------------------- 

编辑：权陈 

祷告伙伴：践行圣经关爱大地祷告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