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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四十期） 

（2022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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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介绍 Howard A. Snyder 和 Joel Scandrett 所写的“福音：完全的治愈”。本

期刊出编者的《生态神学与基督徒参与生态环保》一文之五，文章的第二部分“圣经与生

态神学观”中的创造论与生态神学。 

 

本期谈及蒙培元教授对于玄学派的两个重要人物王弼和郭象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分

析。笔者觉得王弼的自然伦理观和今天的李奥帕德的像山一样的思考的大地伦理相似，而

郭象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人的主动性和目的性活动，这和现代生态环保实践和人的管家天职

观更近似一点。虎年开始，我们看看国家保护濒危的老虎种群，努力让自然再现虎虎生气

的故事。华东的几所大学研究保护湿地，取得很好的效果，湿地对于生态环境的功能和重

要性非同小可，人们需要更多了解和支持保护工作。 

 

北京冬奥会刚刚结束，残奥会就要开始，本期刊载了一篇体育与生物多样性的文

章，看看世界一些体育建筑呈现出的生态匠心。“城市和野生动物似乎是一对矛盾”，

不过本期的一篇文章却展现了卡姆登镇的人与野生动物之间的和谐的图画。 

 

 2月初，生态神学·网络 www.ecotheology.net 的“神学研究”栏新加了一些文章，

请各位读者前去浏览。 
 

去年圣诞节前几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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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第七章 福音：完全的治愈 

（The Gospel: A Complete Cure）（上）   

权陈 《生态神学与基督徒参与生态环保》（五）  

中华生态文化和生态环境 
性与自然——玄学---编者读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传统生态观》的笔记（十三） 

       法媒：生物多样性，中国也想成为冠军 

(东西问) 刘培琦：全球野生虎栖息地多孤岛，中国治理经验对世界有何启示？ 

环保组织介绍：世界自然基金会 

中国加入全球《湿地公约》30 周年，高校科研筑湿地绿色屏障     

关爱大地人物志（八）倪明 长江上的“护渔人”：24 小时巡查，只为守护长江生态 （视频）                     

全球生态环境现状与保护 

体育与生物多样性：一周城市生活 

共同生活｜人类食物垃圾如何作用于城市生态：英国城市的赤狐 

http://www.ecotheolog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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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将起草全球塑料污染条约，石油巨头表面“支持”，背后发力游说 

长三角议事厅｜西欧低碳发展对长三角的启示                   

基督教教会和组织与关爱大地  
A Rocha 的故事 奥克兰的创新：种植健康、生物多样性的植物，让操场远离垃圾填埋场 

个人热爱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分享 
北国生机图（摄影作品） 

 

祷告事项： 

 

第一、今年编者会考虑杂志的信仰宣言、杂志名称改动、杂志五大栏目中的分题栏目设置

等问题，请为此祷告，前面的思想和工作都符合三一上帝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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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权陈 
 

第七章 福音：完全的治愈 （The Gospel: A Complete Cure）（上）   

 

 

该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于在罪的势力下的劳苦叹息的受造界的完全医治，以及上

帝圣灵带来的生的循环。在本章引言中，作者首先引用了启示录二十二 2；“在河这边与

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旧约的应许

最后得以实现，上帝将完全治愈受造界（罗八 21；徒三 21）。福音的表现包括天地复

原，信徒的身体的复活。本章分七个部分，本期讨论前四个部分。  
 

一、医治的福音 （The Gospel of Healing） 

http://www.ecotheolog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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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他的 Primitive Physick: Or, An Easy and Natural 

Method of Curing Most Diseases：一是上帝既关心人的灵魂，也关心人的肉体。二是他对

于灵魂和肉体怎样互动交流很感兴趣。三是他认为罪破坏了灵魂和肉体的和谐，不过大多

数文化都有有价值的传统的医药，可以帮助人的健康，他提到了美洲印第安人的传统医

学。笔者不由得想起中医带给人类文明的贡献。四是他知道福音是为了灵魂与肉体，为了

社区，而且为了整个受造界。他关心全人，特别是穷人，这是卫斯理神学的很大的特点，

笔者深感它在今日富裕社会的西方教会中，已经大大褪色。 

 

虽然卫斯理在他的时代还无法预测到今天大地如此的叹息和世界普遍的生态灾难，

但他注重福音对于整全的人的完全医治，绝非单独的灵魂，这引导我们理解福音是为了整

个世界的全然医治。 

 

二、真正好的消息 （Really Good News） 

 

作者写道：从圣经来看，“好消息是受造物的医治”，真正的福音包括五方面： 

 

第一，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来十一 3）。上帝看所造之物都是好的，赋予它们价值（诗一

四五 9），人类，无论是个人和集体，都无权认为自然界单单是为了人的益处，而是要作

上帝的好管家。 

 

第二，从某种深层意义上看，受造秩序因为人的罪已经得病了（创三 14～19；罗八 20～

21）。这表现为无序、得病和不和谐。 

 

第三，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使得受造界与自己和好了。“上帝通过这神—人，正带来转

变 transformation 和再创造 re‐creation”。或者我们也可以说是新创造。作者引用 Richard 

Foster：基督的先知、祭司和君王三个身份，在救赎中消除了三种疾病：无知、罪疚和败

坏。基督徒作为新造的人，是基督的门徒和管家，要完成交付的使命。 

 

第四，上帝已经给了教会一个为了这个世界和将要来的世界的使命。上帝的应许是新天新

地，它既不是仅仅拯救叹息中的地球，也不是毁灭物质世界，灵魂升天堂，而是实现天与

地的和好，天上的城降到地下（启二十二）。 

 

第五，作为耶稣的跟随者，我们被呼召要过一个作为教会、社区的成员的和谐的生活。我

们要学习在所有领域中，带着内在依赖和生态性地思想问题，照管上帝的受造物。 
 

三、藉着耶稣靠着圣灵的受造物被医治（Creation Healed through Jesus by the Spirit） 

 

 作者解释新约保罗的写作。“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

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一 10）“所安排的”的英文翻译是“plan”，

希腊原文为 oikonomia,也称之为 economy，神学上称为经世上帝，即上帝在历史中的救

赎工作。这救赎是藉着基督完成的。上帝的救赎计划是在基督里，靠着祂与万物和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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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可以荣耀祂自己（弗一；西一；来一），“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

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西一 10）以至于

所有的地上得救的人和受造物联结起来，一起赞美和侍奉上帝（启七 9～12；十九 6）。

作者认为这里最关键的意思和动力就是“和好”reconciliation，“它医治大地上的多种疏

离。” 所以，上帝的救赎包括个人的救赎和全体个体的救赎。前者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中

心，而后者则包括“万有”，整个受造界。 

 

在旧约中，也有像保罗所写的那样的救赎图画（赛十一 6～9，三十五 1～10；六十

五 17～25）。在启示录等书卷，描写了罪被消灭，基督为王，被救赎的人和受造界和谐

美好的景象。“历史的目标是最终的和谐与和好，公义和道德的对称——公义、怜悯和真

理的最终胜利。”圣经的新天新地不仅实现，而且根本上超越了中国古人理想中的大同世

界。 
 

四、捕食和赎罪（Predation and Atonement） 
 

在伊甸园里，所有的关系都是和平和谐的，是罪把上帝的受造物变成了捕食者，从

一定意义看，所有的罪都是捕食者（作者用“捕食者”为一种启发式神学模式，它有其有

限之处），它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另外的生命。人类因为罪，相互捕食和捕食上帝

的受造物（笔者注：虽然在人犯罪堕落后，上帝容许人类食肉，但人却不停地超过基本需

要而猎杀动物，广义上无节制地占有、破坏、玷污自然）。 

 

作者引用 Christopher Browning 的 Ordinary Men 一书，举出种族灭绝，意识形态和

战争这三项。Browning 特别指出意识形态和战争强化了邪恶的捕食力量。作者所写的这

内容，对于今天有特别的现实意义，也许他的信仰和良知使得他为近几十年那些不断挑起

意识形态对抗和频繁发动战争的那些事，那些人，那些国家，感到痛心和愤怒。捕食发自

人的内心的罪，人成为“人鲨”（John Wesley）。 

 

上帝的救赎最终要消除所有的捕食者，上帝通过以赛亚先知所给出的应许（赛十一

6、9），不仅仅是隐喻或寓意 。这应许是涉及整个生态的，关乎人与整个自然的。我们

对这最终的美善的结局充满着期盼；而这期盼引导着我们今天的人生和行动，正像莫尔特

曼的盼望神学所讲的那样。 

 

 

生态神学与基督徒参与生态环保（五） 
 

权陈 

 
第二部分 圣经与生态神学观 

 

一、 三一上帝论与生态神学 

……（见上期） 
 



6 
 

二、 创造论与生态神学 

 

1. 上帝创造宇宙过程的完成和冠冕 

 

上帝创造宇宙过程的完成和冠冕是上帝的安息，在第七天的安息日（创二 1～

3），而不是第六天的人类的被造（创一 26～28）。1   

 

2. 创造叙事中的受造界共同体 

 

上帝创造了受造界共同体，上帝是共同体的主，人和其它受造物是共同体的不同的

角色伙伴。我们有时候交替受造界和自然两个词，但严格意义上讲受造界表明有一个创造

主。受造界共同体在伊甸园中的特征：  

 

第一，三位一体上帝在其中，继续护理万物，保持宇宙秩序（cosmic order）的和

谐。万有是“藉着他造的”，“万有也靠他而立”（西一 16、17）；“常用他权能的命

令托住万有”（来一 3）。   

 

第二，共同体中的万物被创造主赐福（创一 22、28）。  

 

第三，万物各从其类（创一 11、12、21、24、25），各有独特的内在价值（“好

的”），各得供养而得以保存类别与种类（创一 22、28～30）；各自充分发挥其功用。

天体大地和水有宏观作用（创一 14～18、20），植物提供人类和动物以食物（创一 11、

29～30），人是大地的管家，动物虽然没有被提及具体的功用，但它们是“活物”，而且

要“充满”，它们的功能发挥也是共同体所必须的。  

 

第四，完全的安好 Shalom、和谐 harmony 、康健 well-being、繁荣 flourish，没有

食肉者存在和生灵对于被猎杀的恐惧。伊甸园中人与受造界的关系是完全安好和谐的关

系，人类和动物都是以植物为食物，没有杀生存在；就是人类堕落初期，人类也不食肉，

只有极少的宰杀动物以献祭（创四 4，九 2～3）。受造自然不会给人带来负面影响。  

 

第五，受造物与创造主同享创造的安息。创造主在第七天安息，安息日成了创造秩

序的一部分（创二 1～3；出二十 11），虽然律法的安息日在摩西时代才颁布，但伊甸园

中的所有受造物，都和创造主一起，在第七日同享创造的安息。   

 

第六，男人与女人的爱与亲密和完全公义的关系，完美协作的使命伙伴。（创一

27，二 18、21～25）  

 

第七，这种安好的环境可以保持下去。如果始祖亚当和夏娃遵守上帝的诫命，人类

没有犯罪堕落，这种安好可以持续下去（创二 9、16～17）。  

                                                           
1 同上：第 46，268，3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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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的双重本质和管家职分 

 

（1）人的双重本质 

 

第一，人有上帝的形像和样式（创一 28）。对此有三种解释：人与其它受造物的

本体不同；人的管理大地的天职；人与神和人彼此间的特别关系。 

 

第二，人也有受造的尘土性（创二 7，三 19，是自然界的“受造伙伴”。人类的

“双重本质”的要平衡。2  

 

（2）人不是大地的统治和征服者，而是上帝的地球管家 

 

人有上帝的形像和样式，它意味着人有特别的地位，他和上帝有特别的关系，上帝

委派人类特别的使命。 人类对于大地的“管理”（dominion over，创一 28），不是表明

人类是大地的统治者和征服者，而是表示人类是上帝所委派和信托的受造界的管家，而上

帝才是万有的主。 

 

1967 年，怀特用创一 28，来指控基督教是历史上最以人为中心的宗教，要对世界

生态环境的恶化负责。其实，怀特和许多基督徒错误解释了这节圣经。不过，教会长期以

来确有在生态人类中心观的影响下，没有尽责的情况。“不少传道人说，世界存在是为了

让我们尽情使用和享受，类似的引述其实不难找。当地球正被毁坏，教会往往保持缄默。

基督徒就是如此不食人间烟火，以致在人间没什么用处。”3 

 

人类的管理是按着上帝的心意，充满爱，为了受造物的益处，而非人类自己的益

处。这是上帝对整个人类颁布的第一个使命，管理大地的使命。人类对于大地也要“修理

看守”（创二 15），莫尔特曼解释这两个字就像一个园丁的栽培和保护，故而毫不涉及

掠夺和剥削。4  

 

4. 人犯罪堕落后的创造共同体 

 

人的犯罪和堕落撕裂了共同体各方的关系，破坏了受造界共同体的安好。神学家斯

奈德谈罪的后果造成的罪的生态（The Ecology of Sin）：第一，人与上帝的疏离（创三

8）；第二，人彼此间的疏离（创三 16）；第三，人与自身的疏离：内在分裂（创三 7、

10）；第四，人与其它受造物的疏离（创三 8、17～19）。5  
 
                                                           
2 布克雷 ：《耶稣的环保学：活出圣经中神ˎ 人ˎ 土地的美好关系》，赵汝图译（台湾新北市：校园书房出 

    版社，2008 年），第 37 页。 
3 同上。 
4 莫特尔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第 44 页。 
5 Howard A. Snyder and Joel Scandrett, Salvation Means Creation Healed: The Ecology of Sin and Grace (OR:  

   Cascade Books, 2011), 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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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罪带来对地球的负面影响。从始祖犯罪给大地带来恶果，到因为人的罪带来的

大洪水，地球生态环境发生了大变化，再到人开始食动物肉，动物开始惧怕人类（创九

2～3），人类对于大地的压迫剥夺逐步展开加剧，整个大地的叹息劳苦就是最逼真的写照

（罗八 19～22）。斯奈德具体指出大地在三方面因为人的罪所受的苦难： 第一，“它因人

的恶意对待而直接受苦难”；第二，“它因人类的暴行的结果而间接受苦难”；第三，

“它因人类缺失（神）托付他们的合适的（大地）管家关怀，而长期受苦变得衰弱” 6 

 

5. 生态神学中受造界共同体特征 

 

中世纪强调自然神学。改教时期的先驱们也在其著作中提出上帝的“两本书”，受

造界彰显上帝的荣耀（诗十九 1；罗一 20）。而生态神学关注自然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创世记一章中有七处讲创造主看祂所造之物是“好的”（创一 4、10、12、18、

21、25、31）,对受造自然来讲，这不仅仅是指其工具价值和美学价值，还是指它的内在

价值，故而“整个受造界和每个受造物都必须被尊重。”（伯三十八至四十章）7  

 

 对于受造界共同体中上帝、人、自然三者关系的特征，主要有三种观点：人类中心

主义论，生态中心主义论，上帝中心主义论。8 总的来说，持后两者观点的许多学者注重

自然的内在价值；提出共同体的内在依存性（interdependence）；反对二元论（dualism）

和人类高于自然的等级观（hierarchy）；9 在共同体中，人不是自然的统治者，只是上帝

的管家，人类与自然是受造伙伴（创一 28，二 7），互相依存（创一），一起加入宇宙敬

拜（诗一四八）。10 人与自然都是上帝挪亚之约中的成员（创九 8～17），都在摩西之约

规定的安息日、安息年和禧年中得安息（出二十 8～11，二十三 10～11；申五 12～15；

利二十五）。11 

 

 

二、中华生态文化和生态环境 
 
 

                                                           
6 Ibid., 76. 
7 Calvin B. Dewitt, “Behemoth and Batrachians in the Eyes of God: Responsibility to Other Kinds in Biblical  

   Perspective, ” in Christianity and Ecology:Seeking the Well-Being of Earth and Humans, ed. Dieter T. Hessel and  

   Rosemary Radford Ruether, 306, 315. 
8 可参见赖品超、林宏星对于 Michael S. Northcott 和 Richard A. Young 的观点的讨论，《儒耶对话与生态关 

   怀》，第 49 页。 
9 Hessel 指出：“上帝—世界，精神—肉体，以及男人—女人等二元论，将人类社会从大地来源中疏离， 

  成为生态公义危机的主要因素”，Dieter T. Hessel ed., After Nature’s Revolt: Eco-Justice and Theology  

   ( Minneapolis, MN: Augsburg Fortress, 1992), 17. 
10 包衡使用“fellow-creatures”、“fellow-members”、“fellow-creatureliness”来表达在受造共同体中人类 

  与自然的伙伴关系，Richard Bauckham, The Bible and Ecology: Rediscovering the Community of Creation，  

    23, 64, 69.   
11 巴特认为“creation is the external basis of covenant” and “the covenant is the internal basis of creation”,  
  Karl Barth, Church Dogmatics, trans. J. W. Edwards, O.Busser, Herold Knight (Edinburgh: T. and T. Clark,  

   1956-59), vol.3, bk. 1, sec.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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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与自然——玄学 

---编者读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传统生态观》的笔记（十三） 
 

权陈 

 

魏晋玄学家也成为新道家，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更加崇尚自然，其天人之学表现

了独特的生态意识。 

 

一、王弼：“顺物之性” 

 

 王弼（226-249年）乃玄学的开创性人物，他的自然哲学是一种生命哲学，主张

“以自然为性”。“自然”就是道之性，也就是本体无的本性，并藉道之生发而显示。 

 

 人与万物都禀受了这自然之性，有其不同的个性，本体性的“自然”与这分殊的个

性是“一以统众”的关系，也即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以自然为性既不是机械因果论或生物

学的自然之性，即不是决定论的自然主义，也非精神实体或观念实体，即没有人格性和主

观精神，也不是柏拉图的理念，“而是一种生长、发育、发展的原则。” 

 

 “自然”内在化为人性，人反过来要对“自然之性”尊重。圣人具有理想人格，因

为“圣人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老子·二十九章注》）。达到自然之性的极至，

不只是认识论问题，更是实现了人性的目的和达到了其最高标准，因为人性本身就是自然

知性内在化。作者进一步说明：如果自然之至只是外在的自然知识，天文地理，那么所谓

圣人无非是一个认知了无生命目的意义的客观法则的知识人而已，也就谈不上“畅万物之

情”了。所以，作者认为王弼的“自然”不仅是客观普遍性的原则，也是没有主客观严格

界限的，合一的，“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原则”。 

 

 社会伦理和人与自然的伦理都由“自然之至”而出，“名教出于自然”。人往往以

自己的喜怒和是非为标准去评判万物，王弼反对这种是非善恶观，他认为“喜怒同根，是

非同门，故不可得而偏举也。”（《老子·二章注》）作者解释这种观念是对一种

“偏”，是对万物生存价值的否定，把人的相对的是非善恶的价值观错误地用在自然万物

上，所以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王弼把自然界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系统中的万物是“自相治理”，而且

“各得其所”，不需要人为的“造立施化”（见《老子·五章注》）。所以这系统是自然

选择和自然生成的。然而，自然界中那些被猎食的动物真是“各得其所”吗？王弼认为从

整个生态自然来说，这些被食动物的种类仍可以生存发展，得以“具存”，人类不应人为

干预整个自然的整体和谐。笔者认为他的伦理观，和今天的李奥帕德的像山一样的思考的

大地伦理何其相似！不过，王弼的自然系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而随着宇宙的熵值增

加，如无外界力量干预，会带来它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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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要克服“造立施化”，需要德性修养，以“顺自然之性”。从政治层面看，统治

者要无为而治和不言之教，以使人民可以“守真”而“顺自然”。但人是有欲望的，社会

如何对待节制这种欲望，不使其对自然过度索取呢？道家的基本原则是人的生理需要的基

本需求是要满足的，但跨过这界限，就涉及“性命”，即破坏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更进

一步，人要使万物可以自由生长（见《老子·十章注》），“含德之厚者，不犯于物，故

无物以损其全也”（《老子·五十五章注》）。作者认为今天人对于自然界的动物构成巨

大威胁和伤害，才使得动物对人恐惧和自卫性保护，笔者相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人的无德缺德，不止于人之间的伤害杀戮，而且对于动物的非人道的残酷，更是罄竹难

书，然而人的罪性会尽其所能或视而不见，或轻描淡写！ 

 

二、郭象：“任物之性” 

郭象（252-312年）是玄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他提出“独化自性说”，否定了

王弼的自然的本论存在论，认为“天地”就是万物的总名，它没有超越性，万物以自然为

性，自然就是万物的本性，没有一个本体意义上的自然。王弼专《老子》，郭象则好《庄

子》。 

 

郭象认为万物各有“自性”，如万物“各适其性”，整个自然界的“性”也就得以

实现，达到了万物和和谐。而能够“顺万物之性”、“游变化之徒”的人，就是“至德之

人”，可以获得生命的完全自由。“至德之人”通过“与物冥”，也就是人与万物的深度

契合，达到忘我的状态，就可以到达“无待”，即没有了物我间的相互对待而实现了人性

的自由。不过，即使达不到“至德之人”的水平，只要顺应有待者的自然之性，使其不失

所待，即不失其本性，也可“同于大通矣”（见《庄子·逍遥游注》）。故“无待”和后

者的“有待”，都可以达到自由和谐。 

 

郭象在“物任其性”的基础上，建立了万物平等观。万物只有“自足其性”，“各

安其分”，才能实现“冥会”，达到“冥极”和“玄极”的平等境界。郭象认为万物各有

其“理”，然而“理虽万殊而性同得”（《庄子·齐物论注》），“性同得”就是都有自

然本性，这点上是平等的，而“自然”又是分殊个体化的，不过只要达到“与物冥合”，

就能破除对待，达到绝对合一的境界。可见，庄子是从超然的道的立场来看待万物的“齐

一”，郭象是从万物的自性来看万物的平等。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怎样做到“与物冥合”呢？关键在于破是非，也就是破除人

的主体性，郭象提出用“反复相喻”的破除法（同上），作者解释其为：“就是将彼（他

者）我放在同一个起点上，相互交换位置，再来看是非问题，结果是彼我既同于自是，又

同于相非，既同于自是则无非，既同于相非则无是，结论是无是无非。”人或物“各当其

分”，就保留了自性；“同于自得”，则是平等而无优劣之分，彼此和谐共处。郭象所论

“是非”是“性”，也即善恶和优劣的价值意义上的是非，而不是客观事实的“知”上的

是非，这也是传统中国哲学所偏重的。郭象再论大小问题，他看大小不是从事实来论，而

是从“性分”上论，只要“物冥其极”，也就是万物的本性到达最高标准，它/他就是最

大了。大小如此，生命长短也如此，寿命是天然造就，但只要“性足”而达自“与物冥

极”的境界，就是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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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各有其性，各适其性，所以每一物有其独特的价值，有各自地位和作用，不可

缺少一物，“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

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庄子·大宗师注》）这反映了生态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哲学

观。人对于万物，要“任”其自然，而不是人为“助”自然（同上）；要“宽以容物” 

（《庄子·人世间注》），就像宽以容人一样。大自然就像人的身体一样，要保持畅通和

和谐，“夫本末之相兼，犹手足之相包，故一身和则百节皆适，天道顺则本末俱畅。” 

（《庄子·天地注》） 

 

郭象和庄子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活动的观点约有不同，庄子对于人类的控制和

改造行为持严厉批判的态度，而郭象在任物之性和天人合一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也肯

定人的主动性和目的性活动。这点颇为有趣，和现代生态环保实践和人的管家天职观更近

似一点。 

 

法媒：生物多样性，中国也想成为冠军 

 

       导语：冬奥会的运动员突破自我，努力争取夺冠，使人们对他们尊重。盼望中国

不仅在经济发展上继续努力，也在生态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上努力跑前面的路程，为地

球共同体的安好做出贡献。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oversea.huanqiu.com/article/46tsmpDyfsU 

 
 

(东西问) 刘培琦：全球野生虎栖息地多孤岛，中国治理经验对世界有何启示？ 

   

导语：中国人热爱老虎，许多精彩的成语都与老虎有关，虎年开始时话说保护老虎

，温馨温情，有意义。世界自然基金会推行保护野生虎的全球计划，中国参与保护濒临灭

绝的野生虎，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刘先生是该基金会的长春区域项目主人，直接参

与保护工作二十余年，他回答了记者的一些提问，比如“野生虎保护的实质是什

么？”这些问题也正是许多关爱自然的朋友们想问的问题。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www.chinanews.com.cn/gn/2022/02 -04/9668238.shtml  

 

 

环保组织介绍：世界自然基金会 

 

世界自然基金会（英语：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写：WWF），成立于 1961

年 4月 29日（成立时为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英语：World Wildlife Fund，于 1986年易

名，但仍在美国和加拿大使用此名），其标志是一只大熊猫。世界自然基金会最终目标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86%8A%E7%8C%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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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止并最终扭转地球自然环境的加速恶化，并帮助创立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未来。它

是世界上最大的环保组织，活跃于 100多个国家。 

 

1980年，WWF正式来到中国，受中国政府邀请来华开展大熊猫及其栖息地的保护工

作，1996年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发展至今，WWF共在中国八个城市建立办公室，拥有

100多名员工，开展了包括物种、森林、淡水与海洋、能源与气候变化、环境教育和野生

物贸易等多方面的工作。 

 
摘自“维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8%87%AA%E7%84%B6%E5%9F%BA%E9%87%9

1%E4%BC%9A 

 

中国加入全球《湿地公约》30周年，高校科研筑湿地绿色屏障 

 

导语：关爱大地不只是宗教、哲学和伦理的关切，也要和科学技术紧密联系。记得

一位学者讲：科学家往往是改善生态环境的先知。笔者要说：科技人员去寻找到自然律，

他们是践行改善生态环境的大有智慧者，人们要对他们和他们的工作抱有深深的敬意。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562202 

 

 

关爱大地人物志（八）倪明 

长江上的“护渔人”：24小时巡查，只为守护长江生态 （视频） 
 

导语：他 21年来在第一线默默地保护民族母亲河。看到河水变清澈了，江豚欢快

的在波浪中鱼跃，想对这些护鱼人道一声“感谢”！ 

 

视频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167602 

 

 

三、全球生态环境现状与保护 
 

体育与生物多样性：一周城市生活 

 

导语：刚刚结束的北京冬奥会所提倡的“绿色、开放、共享、廉洁”理念，可以

说是在国际体育领域中生态环保的一次极大提升。本文专门讨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IUCN）发布的《体育和城市生物多样性》报告，探讨体育场馆建设中体现的自然保

护理念，以及基于城市生态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提及到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

公园、法国国家高尔夫球场、全英格兰草地网球俱乐部等精彩的体育建筑等的生态匠

心设计。笔者想起一句歌词“借我借我，一双慧眼吧”，藉着这类的文章，我们将来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4%BF%9D%E7%B5%84%E7%B9%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7%86%8A%E7%8C%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7%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9%A9%E7%A7%8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3%AE%E6%9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1%E6%B0%B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5%B7%E6%B4%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BD%E6%BA%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A3%E5%80%99%E8%AE%8A%E5%8C%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2%B0%E5%A2%83%E6%95%99%E8%82%B2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7%8E%E7%94%9F%E7%89%A9%E8%B4%B8%E6%98%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87%8E%E7%94%9F%E7%89%A9%E8%B4%B8%E6%98%93&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8%87%AA%E7%84%B6%E5%9F%BA%E9%87%91%E4%BC%9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96%E7%95%8C%E8%87%AA%E7%84%B6%E5%9F%BA%E9%87%91%E4%BC%9A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56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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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到这些有休闲功能的体育场馆区域，就更能欣赏和理解它们体现出的生态文明

和自然野趣。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752430 

 

 
共同生活｜人类食物垃圾如何作用于城市生态：英国城市的赤狐 

 

导语：“城市和野生动物似乎是一对矛盾。”作者实地到每年吸引着上百万游

客的伦敦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的卡姆登镇参观。发出感叹：“这幅野生动物和人在

城市中和谐共生的画面，对之前的我来说，可谓难以想象。”作者也介绍了一些生态

环境保护的知识，比如：为什么海边、河边或公园里有“禁止投喂”的标识？为什么

我们要关注食物垃圾对野生动物的影响？以赛亚先知描述了未来的新天新地中的各种

生命间的完全和谐共存的美景，这是我们极大的盼望。在今天的破碎和不和谐的世界

里，创造主仍然透过祂的眷顾，让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经历和学习与动物和谐共

处。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598678 

 
 

联合国将起草全球塑料污染条约，石油巨头表面“支持”，背后发力游说 

 

导语：个人和各种集团的经济发展、经济利益和生态环境保护，一直存在矛盾。全

球跨国公司在破坏全球生态环境方面劣迹斑斑，早已被环境伦理人士和各国基层受害民众

所批评。它们手握巨大财力和资源，会找出各种看似合理的借口和理由，来为其采取的危

害生态环境的政策辩护。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2_02_19_626865.shtml 

 

 

长三角议事厅｜西欧低碳发展对长三角的启示 

 

导语：文中比较的意义在于区域性的比较的对应性，带来对于促进区域性经济社会和

生态环保的平衡发展的他山之石、取长补短、扬长避短。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6641470 

 

 

四、基督教教会和组织与关爱大地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2_02_19_62686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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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vation in Auckland: growing healthy, biodiverse plants 

and keeping playgrounds out of landfill 

奥克兰的创新：种植健康、生物多样性的植物，让操场远离垃圾填埋场 
 

1 February 2022 Top stories /2022 年 2 月 1 日 热门报道 

 

Nicholas Mayne is an A Rocha Auckland volunteer and one of two people who run the 

Community Nurseries niche in the Upper Waitemata Ecology Network. Innovations abound: 

keeping plants healthy with recycled softfall playground mats, turning plant waste into potting 

soil, and championing the collection of biodiverse eco-sourced seeds. 

Nicholas Mayne 是 A Rocha Auckland 的一名志愿者，也是在 Upper Waitemata 生态

网络中经营社区苗圃的两个人之一。创新之处很多：用回收的软质操场垫子保持植物健

康，把植物废料变成盆栽土壤，并倡导收集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种子。  
 

The Unsworth Reserve community nursery on the North Shore in Auckland is a hive of 

activity. Nicholas can be found potting native trees or sifting through composted plants by hand 

to grade the mixture and remove any remaining stems. The process creates rich potting soil, and 

often offers up the hidden treasure of native seeds, which Nicholas carefully collects. 

位于奥克兰北岸的 Unsworth Reserve 社区苗圃是一个活动的场所。人们可以看到尼

古拉斯在给本地树木装盆，或者用手筛选堆肥植物，对混合物进行分级并去除任何剩余的

茎。这个过程创造了丰富的盆栽土壤，并经常提供尼古拉斯精心收集的本地种子的隐藏宝

藏。  
 

The provenance and genetics of a seed are crucial. ‘Eco-sourcing’ is the philosophy of 

growing native plants from the same ecological district as where they will be planted. Nicholas 

follows this principle but notes its limitations – commercially, seed is often collected from the 

easiest source of harvest, which can mean a reduction in genetic diversity. If a plant is already 

locally rare or extinct, going further afield to restore populations may be necessary. What 

Nicholas sees as most important is to collect seeds from multiple sources in a local area in a bid 

to gain as much genetic diversity as possible to increase adaptability to changes in climate. 

Nicholas and his colleague, Jan Diprose, train volunteers to collect biodiverse eco-sourced seeds 

to distribute to local nurseries. 

种子的来源和遗传学是至关重要的。“生态采购 ”是一种理念，即从与种植地相

同的生态区种植本地植物。尼古拉斯遵循这一原则，但也注意到其局限性--在商业上，种

子往往是从最容易收获的地方收集的，这可能意味着遗传多样性的减少。如果一种植物在

当地已经很罕见或已经灭绝，则可能需要到更远的地方去恢复种群。尼古拉斯认为最重要

的是在当地从多个来源收集种子，以获得尽可能多的遗传多样性，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

性。尼古拉斯和他的同事扬-迪普罗斯（Jan Diprose）培训志愿者收集生物多样性的生态来

源的种子，并分发给当地苗圃。  
 

Keeping your plants healthy is another focus: pathogens are wily! Some can even swim 

through wet soil from one plant to another. Nicholas saw a pile of used softfall playground mats 

in his dad’s workshop and had an idea. An arrangement with the local Council now reroutes m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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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landfill to the nursery where they offer easily liftable, free-draining support under potted 

plants through which water and soil can travel, significantly reducing the likelihood of any one 

diseased plant infecting the rest of the nursery. 

保持你的植物健康是另一个重点：病原体是狡猾的！有些病原体甚至可以从湿润的

土壤中游走。有些病原体甚至可以通过潮湿的土壤从一株植物游到另一株植物。尼古拉斯

在他父亲的车间里看到了一堆用过的柔软的操场垫子，于是有了一个想法。通过与当地政

府的安排，现在将垫子从垃圾填埋场转移到了苗圃，在那里它们为盆栽植物提供了容易抬

起的、自由排水的支撑，水和土壤可以通过这些支撑，大大降低了任何一株患病植物感染

苗圃其他植物的可能性。  
 

Nicholas and Jan were finalists in the Innovation category for their work at the 

Community Nurseries Project in the Auckland Mayoral Conservation Awards 2021. 

Congratulations and keep up the good work!  

尼古拉斯和杨因其在社区苗圃项目中的工作而入围 2021 年奥克兰市长保护奖的创

新类别。祝贺他们，并继续保持良好的工作。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arocha.org/en/innovation-in-auckland/ 

 

 

五、个人热爱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分享 

 
北国生机图 

    
Red bird                shadows in the 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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