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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三十九期） 

（2022 年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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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权陈 

排版：王玉婧 

祷告伙伴：践行圣经关爱大地祷告群，关爱自然读书群 

网站：生态神学·网络 www.ecotheolog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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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目录： 
 

编者语 

 

今天是中国的农历新年春节。“每逢佳节倍思亲”！编者在此时此刻深深想念和祝

福万里之外祖国的家人，亲朋老友，读者朋友们。祝愿您们新年快乐，家庭幸福，身心灵

蒙天父上帝的保守。 

 

本期继续介绍 Howard A. Snyder 和 Joel Scandrett 所写的“受造物的叹息”。本

期刊出编者的《生态神学与基督徒参与生态环保》一文之四，文章的第二部分“圣经与生

态神学观”中的三一上帝论与生态神学。  

 

本期谈及蒙培元教授对于庄子的生态文化思想的分析，庄子的“万物齐一”和“同

与禽兽居”观，有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内涵。“长江禁渔一周年”视频中，万里长江中那些

久违的生灵，欢快的鱼儿，祖国的母亲河的生机再现，给我们带来安慰和温情。凤凰电视

“名人面对面”节目中采访北京大学吕植教授，她在多年观察野生熊猫中，被熊猫接纳那

一瞬间的情感和景象，令人深深感动。  
 

在全球讯息中，本期刊登了 2021年的亚马逊雨林损毁和海洋温度升高的文章，这

些看似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其实静默无声地损害着着人类唯一的地球的生态健康，也给我

们的子孙后代埋下延绵的祸害。 

 

圣诞节前几天，本刊出了特刊第三期《个人和家庭生态环保生活指引（一至

七）》， 这是一个实用性较强的绿色生态的生活方式的建议，请各位读者在网站的“特

刊”栏中阅读。 

 

2021 年，杂志的读者群迅速增加。编者真诚感谢关心本杂志的朋友，盼望与您们

交流和您们的赐稿。 

 

 

圣经与生态神学  
读《救赎意味着受造界被医治：罪和恩典的生态学》一书有感（八）第六章 受造物的叹息 （The 

Groans of Creation）（下）   

权陈 《生态神学与基督徒参与生态环保》（四）  

中华生态文化和生态环境 
人与天——庄子---编者读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传统生态观》的笔记（十二） 

让节俭成为节日餐饮“新食尚” 

长江禁渔一周年：效果初步显现水生生物资源逐步恢复 （视频）      

耕地中的大熊猫”无奈瘦身，绥化黑土地保护不力被督察点名  

关爱大地人物志（六）吕植 世界上与野生大熊猫最亲近的人，用行动解答为何要保护动物 （视

频，文字） 

关爱大地人物志（七）宋林富 用 33 年青春坚守林区，他见证了大山荒凉变葱郁  （视频） 

全球生态环境现状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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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暖一年！2021年海洋温度再破纪录 

2021 年度图片报道·气候④｜雨林危机：火灾、少雨、盗伐       

碳中和|被改变的“慢速”飞行        

土耳其一只流浪狗，因每天都会搭地铁去旅行而爆火，网友：羡慕哭了  

基督教教会和组织与关爱大地 
A Rocha 的故事 Migration and momentum in Sweden 瑞典的移徙和势头  

个人热爱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分享 
冰雪透闲情（摄影作品） 

 

祷告事项： 

 

第一、感恩主让我们一个春节的节日假期，求主让我们在节日假期中不浪费食物，有安息

的时间，感受上帝所赐的季节和万物的美好。 
 

第二、求主兴起更多的海内外华人基督徒，在新的一年中，认识和学习整全福音和关爱大

地的使命，过一个爱护大地的绿色生活，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保护生态环境。 

 

第三、求主帮助人们在冬季期间，适度在户外活动，观察冬天的大自然变化，加深对于大

自然的理解和热爱。 

 

第四、我们需要各子栏目的编辑，求主赐给我们合适的编辑同工。 

 

（英文版：网站 www.ecotheology.net 的英文部分/ English version: check the 

English part of the website www.ecogeography.net） 

  

 

一、圣经与生态神学 
 

读《救赎意味着受造界被医治：罪和恩典的生态学》一书有感（八） 

 

权陈 
 

第六章 受造物的叹息 （The Groans of Creation）（下）   

 

…… 

三、我们的被威胁的海洋 （Our Threatened Oceans） 

 

 维持地球生态平衡的全球海洋传送带(the Great Ocean Conveyor Belt)被减弱和威

胁。 

 大气环流（The circulation of the air）受到森林火灾、汽车废气、电厂等等的威胁。 

http://www.ecotheolog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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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吸收巨量的酸性物和碳化毒物，近代以来惊人的加速度。国家研究委员会

（Th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in USA）指出今天的海洋中的酸性比 200 年前增长了

30%，每小时海洋吸取了一百万吨的二氧化碳。 

James Barry在国会报告海洋酸性的巨量增加。 

开采深海矿产对于海洋环境的负面影响。 

 

四、毁坏森林 （Deforestation） 
 

 饥饿、贫穷和移民导致森林大量被毁。而媒体很少注意到森林对于气候的影响。 

毁坏森林和荒漠化（desertification）相互联系。贫穷国家的森林更容易被砍伐，被富裕国

家的跨国农业公司和其它公司因商业利益大规模破坏。 

 

 作者思想树木的生命循环，认为“毁坏森林和和重新造林是对立的行为，代表着死

亡的循环和生命的循环。” 

 

五、物种枯竭 （Species Depletion） 
 

 作者引用创世记一章，上帝让生物充满全地，祂喜悦物种的丰富和繁茂。上帝保存

生命物种（创世记六）。上帝颁布与大地的永远的挪亚之约，约中包括三个对象：上帝、

人类和其它生命，委任了人类在地上的管家职分。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是侵害了三

个对象。 

 

 Fred Van Dyke 和他的共同作者相信创世记 9 章珍惜所有生物的价值，并“恰如其

分地把它们放在上帝的直接供应和保护之下”，如同人类一般。他们写道： 

 

那些通过设计、无知或自私来破坏上帝承诺保护的东西的人的命运是什么？在维护

圣约的事情上站在上帝的错误一边，世界上濒临灭绝的物种的命运将是什么结果？

正是基于上帝对他的创造物的约保护，这就与他已经赋予它的价值和他救赎它的决

心相一致，我们相信这非常重要。  

 

 作者提醒物种枯竭是一种低调的叹息（a low-pitched groaning），不易被人听见，

然而物种消失常常是致命的环境变化的前兆，笔者想到现在海洋珊瑚的大量白化现象。每

一个物种都有它独特性的生态角色，遗传多样性对于地球健康是极为关键的因素，而物种

灭绝和气候变化一样，都是对于人类的巨大威胁。然而从圣经观来看，我们关心生物多样

化的关键是：所有物种都是属于创造主，而不是人类，“生命形式不能被破坏，不能被滥

用，也不能成为（人的）专利。”物种多样性是为了彰显上帝的荣耀，满足祂的愉悦，笔

者想到阿奎那所说：“For He brought things into being in order that His goodness might be 

communicated to creatures, and be represented by them; and because His goodness could not be 

adequately represented by one creature alone, He produced many and diverse creatures, that 

what was wanting to one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 divine goodness might be supplied by 

another.” 其次才是为了人类自己的益处。笔者对作者提出的第二点有所保留，创世记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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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作为上帝的大地管家（创一 26、28，二 15），目的首先是为了大地的益处，而不是人

自己。 

 

作者最后提出上面所提到的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被威胁的海洋、森林被人为毁坏

和物种灭绝等四种情况，充分反映了受造大地的叹息，笔者要提出的是受造自然被破坏和

玷污，绝非仅有这四种情况。作者认为这些情况发生，责任不能简单说成是始祖犯罪堕落

的结果，也是因为“直到今天，上帝之约的子民仍然不忠诚。”他从罗马书八章中看到，

不仅有受造物的叹息，还有盼望，通过基督和圣灵，上帝要救赎和医治大地。作者在整章

中不断提出：我们作为上帝的国度子民，有没有看到受造物的叹息！作者对基督徒提出挑

战， “耶稣的追随者要么放大这呻吟声---从而进一步加重地球的负担---要么做出医治性

的回应，以他们的行动体现出所有受造物在圣灵的力量下通过耶稣基督得到医治的希望和

保证。” 

 

生态神学与基督徒参与生态环保（四） 
 

权陈 

 
第二部分 圣经与生态神学观 

 

关于生态神学的概念，有人认为它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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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笔者总结为：关于上帝的受造界

共同体的本质，以及共同体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特征的神学论述。  
 
 

一、 三一上帝论与生态神学 
 

1.  上帝三个位格的“相互渗透”神学观 
 

近几十年，许多学者关注三一神论中上帝的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而且东正教传统

的“互相渗透”（perichoresis）观被改造发展，它成为描述三位一体关系的本体论的神学

观念。2 莫尔特曼提出“社会的三位一体论”（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Trinity），阐述了

圣父、圣子、圣灵的相互寄居性和互相渗透（约十四 11，十 30）。3 而这种相互渗透和

寄居关系的本质是爱（约壹四 8）。 

 

                                                           
1 赖品超、林宏星：《儒耶对话与生态关怀》，第 43 页。 
2 Daniel Brunner等人给出了在这方面研究的一些学者（以及他们的著作）：Leonardo Boff, Stainley J. Grenz,     

Catherine Mowry, Jürgen Moltmann, Amos Yong, John D. Zizioulas, Roger E. Olson, Verna Harrison等，参 

见：Daniel L. Brunner, Jennifer L. Butler, and A. J. Swoboda, Introducing Evangelical Ecotheology:Foundations   

in Scripture, Theology, History, and Praxis, 98-99. 
3 莫特尔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隗仁莲等译（香港：道风书社，1999年版），第8-9，  

    27- 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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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互相渗透”观被用来表达一种“存在共同体”（a community of being）的观

念，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个位格在维持自己的独特身份的同时，可以渗透在其他者中，也

能被他者渗透。4 这种观念可以用在基督教的政治和社会理论中，也可以用来描述生态神

学的“受造界共同体”的特征。莫尔特曼认为“社会的三位一体论”不同于“中央集权论

神学”中的“等级制主权学说”，由此进一步，上帝与祂所创造的世界的关系也不是单方

面的统治关系，而是一种“复杂的共同体关系”；万物都彼此相通，“彼此生活在对方

中，彼此共同生存，靠对方生存，为对方生存”；5 这种相通的关系本应该是完全的爱的

关系。   

 

2. 基督论 

 

宇宙基督（The Cosmic Christ）观。在生态神学的背景中，基督的角色和工作，

在宇宙基督论中反映出来。在 1961年的联合会上，斯特尔呼唤属地的基督论，以及更加

强调宇宙的救赎。6 基督不仅是救赎人，而且也救赎地球和宇宙。宇宙基督论的圣经基础

之一是歌罗西书一章 15 至 20 节。在六节经文中出现了六次“万有”（all things），启示

了基督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维护者、创造的目的、救赎者。圣经学者包衡认为基督教宇

宙观不仅涉及创造论，而且也关乎救赎论和末世论，“他的牺牲性的死亡是与正在受苦和

灭亡的创造物的整体的认同”，而“他的复活带来了所有创造物的更新”，这就是福音故

事；万有都和自己和好了的意义，要从“已始末世论（inaugurated eschatology）”的角度

去理解，十字架的功效已经生效，但完全实现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7 包衡也提出了对这

段经文中的五点生态性反思，耶稣已经开始了医治和更新万物，直到最后完全复兴万物。 

 

约翰福音一章中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包衡解释道，“道成肉身的耶稣不仅是我们

人类的一份子，而且是这世界创造物的部分，整个创造物社区的一员”；“道‘成了肉

身’，使得不能永生的自然的人可以分享所有的生命的事，以便将上帝的永生赐给所有的

肉体”；进一步，“受造物在被纳入到神性的生命中，可以实现自己的圆满。”8 基督的

道成肉身是对于灵魂与身体，人与受造界的对立“二元论”的根本否定。耶稣道成肉身，

在十字架上牺牲和埋葬，身体的复活，其生态神学的意义就是信他的人的全人得救，通过

新造的人的这一新创造（林后五 17），最后整个物质受造界被医治和更新，成为新的创

造物。  

 

麦克法格在认识基督论对于生态的影响时，认为仅从宇宙论讨论是不足够的，还需

包括更多的主题：先知的、智慧的、圣礼的、末世的、过程的和解放的基督论。
9
 

                                                           
4 Alister E. McGrath, Christian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5th ed.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2011), 241. 
5 莫特尔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第 8，28 页。 
6  Dieter T. Hessel and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ed., Christianity and Ecology: Seeking the Well-Being of Earth  

     and Humans, Introduction xxxiv.  
7 Richard Bauckham, The Bible and Ecology: Rediscovering the Community of Creation (Waco, TE: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6, 155.  
8 Ibid., 163, 164. 
9 Sallie McFague, “An Ecological Christology: Does Christianity Have It, ” in Christianity and Ecology:  

   Seeking the Well-Being of Earth and Humans, ed. Dieter T. Hessel and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29, 30. 



7 
 

 

3. 圣灵论 

 

莫尔特曼的生态创造论论述了在圣灵中的创造和上帝内蕴于世界中。创造是三位一

体上帝的工作。诗篇一〇四篇 29至 30节表明了“上帝总是通过他的圣灵的力量并在他的

圣灵的力量中进行创造”，圣灵决定着“受造物的潜能与现实”，圣灵也“被浇灌在现存

的万物上”，“保护万物，使之生存，使之更新。”10 由于圣灵浇灌的浇灌，所有受造物

和上帝彼此之间的共同体就得以创立，这是“创造物的团契”，或称为“创造物共同

体”；在共同体中所有受造物之间彼此交流，也与上帝交流（徒十七 28），“相互关系

与事物本身一样是第一性的”，而且这种相互关系显示出“整体的和谐”。11 上帝通过圣

灵寄居内蕴在万物中的个体和整个共同体之中，赋予和维持它们的生命，“也出现在他对

创造物的调和和拯救之中”。12 

 

（本文刊载于：南京：《金陵神学志》，2021年第三期（7-9月卷），总 128期。） 

 

 

二、中华生态文化和生态环境 
 

人与天——庄子 

---编者读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传统生态观》的笔记（十二） 
 

权陈 

 

按作者的一贯理解，《庄子》中讲的“天”就是自然，人与天，就是人与自然。作

者从《庄子》中的世界观、人性论、人生理想、生活方式等四方面，来谈人与自然的关

系。 

 

一、“万物齐一”的平等观 

 

作者主要根据《庄子》中的《齐物论》来讲庄子的世界观。《齐物论》的中心思想

就是“一齐”或“齐一”，“齐”就是平等。庄子讲“齐”，字本义为同时存在，并存，

作者解为平等，凸显的是根本意义。章太炎写道：“《齐物》者，一往平淡之谈，详其实

义，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盖离言说相，离名字相，离心缘相，毕竟平等，乃合《齐

物》之义。”13 

 

那么，人把万物分高下贵贱，从而产生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产生于人的“成

心”，“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同上），成心使得彼此之间“是其所
                                                           
10 莫特尔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第 18，19 页。 
11 同上：第 20，21 页。 
12 同上：第 24，26 页。 
13 （清）章太炎著，傅杰编校：《章太炎学术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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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非其所是”（同上），作者解释：“‘成心’就是每个人的主观成见或一群人的世俗

之见，是在我与他者的对立中形成的。”成心引起“是非”，是非引起争辩，使万物不能

和平相处。“彼是方生之说也”，（同上）表明万物从存在的角度来看，是相互联系和相

互依赖的，“方生”就是并生之意，而具有这种观念，才可能有和平相处的可能性。 

 

庄子又提出“以明”，来破人的“成心”。“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

也。……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彼也一无穷

也。故曰莫若以明。”（同上）“以明”就是从“道”统领万物的立场来看待万物之间的

关系，作者指出这种关系是“和谐统一，互相平等”，而不是“互相对抗，互相争胜”。

“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同上），庄子注重万物的统一性，虽然不否定其差异性。

各物皆有存在的权利、地位和价值，“物无不然，物无不可。……道通为一”，“然”和

“可”本来表明在如此条件下这物就是如此存在着，作者解释为“这正是对万物存在价值

的正面肯定”，意义在于“不是将万物视为一推未加组织的‘材料’或虚假不实的‘现

象’。”这其实表明了自然整体世界观与机械论世界观的不同；作者解释“道通为一”是

“在道的关照下，能够实现齐一的和谐状态。”《秋水》中更写到：“以道观之，物无贵

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 庄子反对人认为自己贵重而万物低贱，因为从道的境界

来看待万物，“万物一齐，孰短孰长？”（同上） 

 

作者引用《知北游》中很著名的东郭子问庄子道在哪里的故事，说明道泛在于万物

中，不分人物之贵贱，故而万物是平等齐一的。“成心”从人的角度来看待物的有用和无

用，庄子用许多寓言来批评人用自己狭隘功利的眼光来衡量万物。作者认为庄子的平等观

“打破主客、内外的界限，消解人的主体性和优越性，提高人与万物‘一体’的心灵境

界”，以此反对人与万物的对立，以及功利之心，更是反对人役使万物。 

 

二、“天在内，人在外”的人性观 

 

 作者首先讲论自然生人，人是自然界的产物。由于作者坚持道就是自然的观点，所

以容易产生道生万物其实和自然生万物是一回事的观念。作者认为庄子虽然不是持二元论

观，而是身心、形神合一论者，但比较于关注人的形体生命，他更关注人的精神生命，看

重人的心灵和人性问题。作者引用《天地》中一段话，认为“道即存在于气中”，“气成

物之形体，而道成物之‘德’”，而“气”流行无间的发展且无中断，就是“命”或“天

命”，从道与德来看，“命”体现生命的自然目的性，从气与形来看，“命”体现了必然

性。 

 

 庄子认为有天道与人道之分别（《在宥》），而且天道为主为尊，人道为“累”为

臣。作者认为天就是自然，故为天道就是自然之道，既然天道为主，所以自然界才是真正

的主体，“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人的主体性——相对主体性”，而这是“庄子哲学的一大

特点。”作者认可庄子对于人类知性和知识的批评不能“提供科学认识的工具”，但它又

绝非落后的，因为“体会到人与自然的连续性，对自然界抱有深厚的生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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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理解，天道是外的，人性是在内的，然而庄子却说：“故曰，天在内，人在

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

（《秋水》）天，也即自然之性，本来就在内在于人性中，是人的本真的存在本质，而德

性来自存在于内的“天”，“人”和“故”是“人的有意的欲望、企求和作为”，所以庄

子认为不要因它们而“灭天”、“灭命”，“命”就是天性的意思（陈寿昌释义）。庄子

的另一句话也有相近的意思，“是之谓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大宗师》）庄子

对于自然人性是充满乐观肯定的，然而从《圣经》的角度看，堕落犯罪后的人性已经有罪

性了，其必然表现是“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

（罗马书七 19）那么，这种人性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是什么呢？作者认为人要发

挥自己的本真自然之性，限制人的欲望，反对因奢欲而产生的与自然相对和反自然的行

为。 

 

三、“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由观 

 

 庄子鼓励一种“逍遥游”的精神自由，它是历代许多中国文人所羡慕所追求的。作

者认为它表现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天下》），“天地精神”乃是“道的自由展

开”。人克服了自我的各种限制而自我超越，心灵境界已经与道同在了；而道本身是超越

的，不受万物限制的；当人的心灵与自由的道同在时，就达到了人的本真状态，主客和内

额欸合一，形体虽然还受客观必然性的支配，但心灵却完全自由了。作者认为在哲学上，

庄子之说是境界论的，情感论的，人是情感主体，而非实体论、认识论和知识论的，也反

对人是知性主体。 

 

 庄子与惠施辩论“有情”与“无情”，庄子主张“无情”。何为庄子的“无情”？

他与儒家相对，认为“不仁”为“大仁”，主张无情之情。一般的“有情”，是人为的世

俗的“好恶”之情，而无情之情是“因自然”，是自然真情，超越了人的主观性，“能以

普遍的同情即‘大仁’对待万物，因而能得到自由。”这真是个“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

无晴却有晴”！同时，真正的自由也超越喜怒哀乐之情和生死。 

 

 追求自由的惟一方法就是与道为一，与天为一。所以庄子所论自由是宗教性的，是

“真情自由”，而不是现实性的社会自由或选择自由，真情自由也和道德上的“意志自

由”是不同的。这种自由是“天乐”（《天运》），它就是自然之乐。追求自然之乐就要

回到自然界怀抱，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这乃是追求自由精神的生态性意义。从人的主观方

面来看，获得自由需要“忘”，通过“坐望”和“斋戒”的修为，同时，也要在大自然中

去体验，感悟不言之“天地大美”（《知北游》），作者认为这是庄子哲学的独特美学思

想，是生态美学，而不是艺术和鉴赏的美，而“人与自然的和谐便是这种美学的主要特

点。” 

 

四、“同与禽兽居”的生活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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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追求的人的生活方式，并非出世和与世隔绝，而是理想的“至德之世”（《天

地》），统治者可以无为而治，普通人可以无贪欲而“与世俗处”。作者指出庄子所描写

的至德之世是以自然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 

 

《马蹄》写理想的至德之世：“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

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

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

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作者认为庄子的思想提醒我

们要警惕人类文明带来的异化，而不尊重自然和自然界的生命。在这理想社会的自然生态

环境中，“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

并”，这表明了这环境中的和谐有序，人无害物之心，物无畏人之虑（成玄英疏）。作者

指出，“同与禽兽居”的态度，是在于“民德”，而不是知识，它取决于“民性”，而非

“物性”，这是重要的提醒。 

 

有一些人认为庄子的想法是乌托邦幻想，迷恋过去的小农意识，否定文明发展，笔

者实在不敢苟同这种想法。历史上的伊甸园就是生态完全和谐的世界（创世记一、二），

在大洪水前，人是完全不吃动物的，动物也对人没有惊恐惧怕（创世记九 2～3），大洪

水后，人类文明发展，但却越来越忽视人与自然的和谐，越来越缺乏热爱自然和生命，以

至于在近现代生态灾难产生，但在新天新地中，生态完全和谐将再现（赛十一 6～9；启

示录二十一、二十二），这是上帝赐给的救赎盼望。特别要提出来的是，上帝一直医治得

病的自然。现在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恢复，认同敬畏生命（史怀哲

语）。被称为世界上最亲近大熊猫的人类的科学家吕植女士，她跟踪了一只雌野生大熊猫

八年，野生大熊猫很害怕人类，见人就跑，但她在第六年时的一个时间，将手放在这只熊

猫肩上，她没有跑，接受了这个人类！这不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体现“同与禽兽居”的情形

吗。她也说：保护动物没有动物什么事请，因为它们本来就在那环境中生活，而是人的

事。 

 

作者引用《马蹄》中的对待马，木头的例子和《秋水》中关于马首和牛鼻的写作，

批判人对于自然界的宰制和破坏。他也引用《至乐》，提出尊重和爱护动物，就要尊重它

们的生活习性，人类也不能以自己的艺术和审美来试图加于动物。作者最后写到：庄子

“能‘一视同仁’地对待动物，这在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中是少见的。庄子不愧是非人类中

心论的生态哲学大师。” 

 

让节俭成为节日餐饮“新食尚” 
 

导语：春节期间不要“舌尖上的浪费”！荒宴醉酒、浪费食品既违背中华民族的节

约传统美德，也不符合现代生态环保文明。外面用餐时按需点餐、“半份菜”、“小份

菜”、餐后打包，居家准备饭食适度，给自己和亲朋好友一个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

节日用餐文明风范。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www.news.cn/politics/2022-01/18/c_1128274351.htm 

http://www.news.cn/politics/2022-01/18/c_11282743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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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禁渔一周年：效果初步显现水生生物资源逐步恢复 （视频） 
 

导语：长江古远的故事是青山绿水的佳话，猿鸣豚游，扬子江中水煮蒙山顶上茶。

可惜现代化过程中我们的生命河已经被我们自己玷污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壮士断腕求生，

长江十年禁渔政策可谓中华生态历史宏图。施行措施一年后，大自然已经回馈我们小小的

惊喜了！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www.stdaily.com/index/kejixinwen/202201/a5a9f073ada9421185f983b1bb58192f.shtml 
 

 

“耕地中的大熊猫”无奈瘦身，绥化黑土地保护不力被督察点名 
 

导语：大熊猫憨态可掬，令人怜惜宝贝。然而我们“耕地中的大熊猫”的黑土地，

却在人的脚下被不断清洗消减。土地沙漠化和水土流失是生态灾难中的大灾之一，更何况

是国土中最富饶的黑土地。过去人们一坐火车到东北，看到千里黑土地的流油般的肥沃，

这是关内很少见的，就感受天赐了这块宝地！今天的人要宝贝它，不要糟蹋了它啊。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213064 

  

 

关爱大地人物志（六）吕植 

世界上与野生大熊猫最亲近的人，用行动解答为何要保护动物 （视频，文字） 

 

导语：吕植，北大学子和教授，19岁开始研究大熊猫，是践行保护生物多样化的

传奇女性。她在观察和接近一只野生大熊猫 8年后，终于被它所接纳的那个瞬间，令人感

动流泪；她亲身感悟了保护野生动物和环境，应当和帮助提高当地人的生活水平结合起

来，才是长久之道。她的故事令人感动，发人深思。 
 

视频和文字查看以下链接： 

https://k.sina.cn/article_1871676155_m6f8f82fb033012wj6.html   （视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8568572003067998&wfr=spider&for=pc  （文字） 

 

关爱大地人物志（七）宋林富 

用 33 年青春坚守林区，他见证了大山荒凉变葱郁  （视频） 

 

导语：三十三年青春、汗水、孤独、忍耐，一位平凡又伟大的人，见证了海拔

2000多米大山的绿色壮丽美图的绘织。 

 

视频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152980 

https://k.sina.cn/article_1871676155_m6f8f82fb033012wj6.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8568572003067998&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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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生态环境现状与保护 
 

 

最暖一年！2021年海洋温度再破纪录 

 

导语：海洋污染、海水酸化、海水氧枯竭、海洋温度升高等现象，严重威胁着地球

生态环境，也负面影响人类的生活。2021年，海洋温度再破记录，只是人感觉不到而

已。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tech.ifeng.com/c/8CnWqB6tnxi 

 

 

2021 年度图片报道·气候④｜雨林危机：火灾、少雨、盗伐 

 

导语：亚马孙雨林占世界雨林面积的一半、占全球森林面积的 20%。这一全球最

大雨林超过 60%在巴西境内。然而，过去一段时间巴西雨林遭到大规模损毁，这和巴

西政府的政策有很大关系，让我们看看那些大地劳苦叹息的图片吧。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5923935 
 

碳中和|被改变的“慢速”飞行 

 

导语：让子弹飞不如让飞机飞，让污染大的飞机飞不如让绿色飞机飞。世界航空业

追求绿色发展是好事。我们来看看波音中国总裁谢利嘉女士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hope.huanqiu.com/article/45HfvZHZuwZ            
 

 

土耳其一只流浪狗，因每天都会搭地铁去旅行而爆火，网友：羡慕哭了 

 

导语：流浪狗咋地了，照样可以生活得很好很安全！这个城市的人不但文明有文

化，而且宽容。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1H7NKtoyX_L8_ykOT9GMvA 
 

 

四、基督教教会和组织与关爱大地 

https://hope.huanqiu.com/article/45HfvZHZu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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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tion and momentum in Sweden 瑞典的移徙和势头 

1 December 2021 Top stories 2021 年 12月 1日最精彩的故事 

 
The autumn bird migration over Falsterbo in Sweden is spectacular – millions pass 

overhead in a matter of days. It was during a migration watch here in the early 1980s that A 

Rocha was first dreamed up, and this year, founder Peter Harris returned with a group of birding 

friends, many linked to A Rocha in the Netherlands.   

 

瑞典秋季鸟类在 Falsterbo 上空的迁徙是壮观的——数百万只鸟在几天内飞过头

顶。正是在 20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一次移民观察中，A Rocha 首次被构想出来。今年，创

始人彼得·哈里斯（Peter Harris）带着一群观鸟朋友回来了，其中许多人与荷兰的 A 

Rocha 有联系。   

 
Arne Mörnerud leads the A Rocha work in Sweden and set up a series of meetings and 

events for Peter and some of the group. They spent time with their partner organization 

at Hyllie Park, which comprises two schools and a care home for the elderly. After good 

discussions with the CEO, it is hoped that A Rocha’s influence will not be limited to the ongoing 

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grounds but could be mainstreamed into what is now a 

sizeable organization, and not least have an impact on their investment policies. They were also 

glad to welcome several A Rocha members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country including 

Magnus Köpman who first visited Cruzinha in the early 1990s.  

 

Arne Mörnerud 领导瑞典的 A Rocha 工作，并为 Peter 和一些团队成员举办了一系列

会议和活动。他们在 Hyllie Park 与合作伙伴组织共度时光，该组织由两所学校和一所养

老院组成。在与首席执行官进行了良好的讨论后，希望 A Rocha 的影响将不仅限于场地的

持续生态改造，而且可以纳入如今规模庞大的组织的主流，尤其是对其投资政策产生影

响。他们还高兴地欢迎来自该国其他地区的几位 A Rocha 成员，包括马格努斯·科普曼

（Magnus Köpman），他在 20世纪 90年代初首次访问了克鲁辛哈。 

 
They also travelled to Knislinge to see Anton and Mirjam Flood who moved onto a farm 

there a year ago, when Anton began working at the nearby adult education college as chaplain. 

Peter writes, ‘Anton and Mirjam are advancing plans for a creation care track for students similar 

to other pathways through the syllabus and they have a clear vision for establishing an A Rocha 

community based locally. Things are moving fast and all of us spent a great evening together 

with friends from the area to talk about A Rocha’s commitments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future 

work together.’    

 

他们还前往克尼斯林格看望安东和米尔贾姆·弗雷德，他们一年前搬到了那里的一

个农场，当时安东开始在附近的成人教育学院担任牧师。Peter 写道，“Anton 和 Mirjam

正在为学生推进创造关怀路径的计划，类似于教学大纲中的其他途径，他们对建立一个基

https://www.arocha.org/en/category/top-s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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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地的 A Rocha社区有着清晰的愿景。事情进展得很快，我们所有人都和当地的朋友一

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讨论了 A Rocha 的承诺以及未来合作的可能性 

 
In this short clip, Anton talks about his hopes for a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A Rocha.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A Rocha in Sweden please visit 

 

在这段短片中，安东谈到了他希望与罗莎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有关瑞典 A Rocha 的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arochasvanner.se。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arocha.org/en/migration-and-momentum-in-sweden/ 

 

 

五、个人热爱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分享 
 

 

冰雪透闲情 

   
 寻冰的鸭    日落之地        成冰时节 

 

     
  
   小镇船坞（Cobourg）      Red Farm house in the snow              清晨雪淞 

 
（图文提供者：胡培勇） 

https://arochasvanner.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