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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我们继续研读 Howard A. Snyder和

Joel Scandrett的著作中论及使命的部

分。本期开始分六期连载《遵行上帝旨意 

关切爱护动物：对创世记 9章 4节中禁止

吃血（肉带着血）的理解》一文。本期谈

及蒙培元教授对于熊十力“体用不二”到

“万物一体”生态文化思想的讨论，熊十

力的哲学有过程哲学的倾向，而且他对于

人的感性生命和个人欲望给予了肯定。 

本期多篇文章，都是和高温“热浪”有

关，观察诸现象和未来更严峻的情形。气

温和疫情无情，但人有情，本期有两个温

情和有趣的关爱动物的视频。本期提供了

2022 ESG 全球领导者峰会的链接，该峰会

集聚群贤，共议 ESG这一影响未来深远的

话题。本期收入一文，谈多伦多的一个城

区建设规划，其理念从智慧项目到田园社

区，这颇让人有些吃惊。“山水是我家 我

要保护她”，本期一文讲述了一位“最美

生态护林员”的故事。 

 
 

 

 

 

在本期在第四部分，有关于本月捡垃圾活

动的小文，还有关于安省野生蘑菇的译文，这

很有趣，笔者的一个好朋友每年都要上山采集

野蘑菇，还送给了笔者一袋。伊犁河谷随想一

文，描述南疆北疆不同的奇特气象地理，作者

在欣赏和思索中，有了两种爱的感悟。盛夏赤

橙黄绿青蓝紫，也请欣赏四张夏日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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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生态神学 

 
读《救赎意味着受造界被医治：罪和恩典的生态学》一书有感（十二） 

 

权陈 

 

第八章 使命：上帝，人民，土地 Mission: God, People, Land（下） 

 

三、使命：上帝，人民，土地 Mission: God, People, Land 

圣经基础 Biblical Basis  

• 上帝→（赐给）→大地，大地→（养育）→子民，子民→（赞美）→上帝。（申八 10） 

• 上帝→（呼召、祝福）→子民，子民→（关顾、享受）→大地，大地→（荣耀）→上帝。

（利二十五；诗十九 1） 

o “上帝所钟意的安好（shalom），那是在祂自己，他的人民，和土地间的一个和

谐的，和好的内在关系。”第 125 页 

 

旧约中的安好（shalom）  

• 以色列在和平中的图象（弥四 4；王上四 25） 

• 人犯罪堕落破坏了安好的关系，耶和华给出了终末论的上帝的国安好的应许（亚三 10） 

• 上帝在旧约时代通过拣选以色列，来展开祂的医治的使命（出十九 5～6） 

• 旧约中的救赎计划的四个基本点：上帝不仅是以色列的上帝，也是所有人的上帝。上帝

的计划不仅包括以色列的土地，而且是全地。上帝的计划不仅包括希伯来人，而且是万

国万民。上帝拣选以色列人来将安好带给整个受造界。 

• 旧约先知应许将来的弥撒亚会来完成上帝的医治计划，带来完全的安好。（赛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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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约中的基督的救赎和安好  

• 新约和旧约是有连贯性的，通过基督的救赎，万有都在基督里与上帝和好了。（林后五

19；弗一 10；腓三 21；西一 16～20）作者在解释林后五 19 时，用了原文字义上的意

义“the world, kosmos”。 

• 莱特在《宣教中的上帝》中引用了保罗谈及他的使命的话（徒十三 17～19；十七 24～

26），并写道：“上帝在以色列里为它、藉着它所行的一切…之终极目的，都是为了祝福

人类万民，及最终拯救所有受造物…”（中文译本：台湾校园书房，2011 年版，第 465

页） 

• 作者讨论旧约和新约中的上帝救赎计划，他认为：“上帝的计划既是内在的 internalized，

也是普世的 universalized。”在新约中，上帝的救赎计划是“内在的但并非纯粹是灵性的，

普世的但并非纯粹是象征的，部分的但并非被充分了解的，最终的意图是清楚的。” 

• 拯救的高峰是圣城降到大地上，而非灵魂升上天空。（启二十一，二十二章） 

 

四、活出超越的使命 Living a Transcendent Mission 

“作为基督的身体，耶稣自己的门徒，我们在上帝的使命里发现我们的生命和天职。”  

 

五、进到使命中的崭新的邀请 A Fresh Invitation to Mission 

作者认为聚焦受造物医治的事工有神学的，也有策略上的理由，笔者认为这是智慧的看见

。福音要以当代和全世界人类的关切点为接触点，而大地关顾就是当代极为重要的接触点。 

• 清楚地聚焦在耶稣基督的人和工作上 

基督的复活是为了人和整个受造物。他是“真正的伟大医生”。 

• 上帝的国的应许的清楚的异象，即上帝的旨意 “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作者认为上帝的国要不被扭曲，要注意四点，其中一点正如 Robert Webber 所讲：上帝

的国度的异象在“上帝的故事的连续性”中是关键的，要坚信圣经中的上帝最终要使这地

成为祂彰显荣耀之地的应许，将会在字义上并真实地应验。 

• 整全的，接地气的门训 A Wholistic, Earthed Discipleship 

o 作者指出传统的系统神学著作很少深度处理物质世界和受造物关顾等方面。 

o “整全的，接地气的门训”的意思。它“反对天与地的离异”而“追求两者的和

解”，它是“接地气的，活的终末论—生活在上帝的国度中，就当下在地上，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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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所有涉及的盼望和挫折；并那在圣灵的力量下，拥抱新的创造”。笔者深感今

天的教会何等需要这样的门训。作者提出了几个方面： 

 包括了实践受造界关怀的属灵纪律。 

 为今日的社会，文化，环境和经济方面来祷告。 

 注重日常生活的物理和生态层面。 

• 有形的基督教社区（或共同体 community）的发现，包括全球的和地区性的  

o 要明白教会的主要可见性是通过门徒的可见的地方的社区。笔者认为这社区不仅

是在建筑物内的，更重要的是走出建筑物在社区中被居民所看见的。 

o 作者提出了他对于教会观的理解：教会不仅是独一、圣洁、使徒、大公性的，而

且是多元、灵恩、先知、地方性的。 

o 基督的身体不再是一个空气般的隐喻，而是可见的。 

o 新的普世教会的联合。笔者认为在这方面，福音派教会应要更加谦虚学习。 

o 向圣灵敞开。 

 

六、教会—使命议程 An Ecclesio-Missional Agenda 

• Greg Leffel 的“使命—教会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和在世界做基督的工作这两者是不

可分的。 

• 作者声称：“在最好的情况下，教会是一场社会运动，由神的恩典、主权和极其聪明的

圣灵发起、引导，有时还被审判，并被吸引到神所应许的未来。” 

 

 
遵行上帝旨意，关切爱护动物 

---对创世记 9 章 4 节中的禁止吃血 [肉带着血] 的理解 （一） 

 

权陈  

 

本文概要：创世记 9：3 讲到禁吃动物的血，这是因为上帝对动物的慈爱，限制人残忍对待

动物，进而命令人类不流同类的血。这禁令原属“挪亚之约”的范畴，它直接出于文明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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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由，和摩西十诫的第六戒相关联。利未记 17：11 又提出禁吃血令的另一个理由，即血是动

物的生命的标记，它应归给上帝，而不是人类。该禁令是涉及整个人类的，一直有效的。 

创世记 1-11 章中的史前历史展示了上帝创造世界和祝福它的故事，以及人类在犯罪堕落后

失落茫然的生存状态。在大洪水淹没所有世上邪恶之人，唯留下义人挪亚和他的家人之后，上

帝重申了在新的环境下，祂仍然赐福人类。具体到创世记第 9 章，其内容被安排为三大部分：

一是在 1-7 节中，启示上帝的赐福和祂对人的基本的命令；二是在 8-17 节，上帝颁布“挪亚之

约”（the Noahite Covenant）；三是在 18-29 节，上帝对挪亚之子的选择。再具体到 1-7 节，第

一部分的 1-4 节，它集中在人口的繁衍和对人类的食物供应上；第二部份 5-7 节，谈及禁止谋

杀具有上帝形象的人的命令，极为有趣的是，上帝在之前宣布了一条特别的禁令，那就是人不

能吃动物的血（肉带着血）。这条禁令在不同的信仰群体中，不同的历史时代，引起了不同的

解释和引用。本文拟探求为什么上帝要颁布这条禁令。同时，比较一些犹太教ˎ 天主教和基督

教的重要神学家对其的理解，以及他们的信仰传统对解经的影响。最后，提出今天教会和基督

徒对其应用的原则。 

 

一、经文的意思 

大洪水后，上帝祝福挪亚和他的家庭，向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创 9：

1）”1 这和创世记 1：28 一样。而且，创世记 1：29 中，植物为人类之食物在创世记 9：3 也

被重复。挪亚被看着是第二个亚当。2 另一个重要点是，圣经中上帝赐予食物和人口的繁衍的

祝福和古代近东其它宗教的记载形成强烈的对比。在阿揣阿舍思史诗（the Atrahasis Epic）和格

尔嘎美西史诗之十一条板（Gilgamesh Epic Tablet 11）记载中，诸神禁止人类繁衍子孙；更为甚

者，它们所有都“饥渴地聚集”围绕在食物旁，而这些美食竟是阿揣阿舍思，一个崇拜它们的

人所提供的呢！3 

然而，在创世记 9：3，一个与创世记一章所强调的不相连续的新因素出现了，那就是人可

以以动物为食物。创世记 9：2 指出了在人类与动物之间敌意在加深的事实：“凡地上的走兽和

 
1 本文的圣经经文除特别提醒外，均采用中文和合本圣经。 

2 Victor P. 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1-17, NICOT, ed. R. K, Harrison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313.  
3 Ibid.;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in ECB , ed. James D. G. Dunn and  John W. Rogerson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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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连地上一切的昆虫并海里一切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

这种关系“暗含人掌握对它们生与死的权力”，以及该权力会被人用来压榨动物。4 

在上帝慷慨地容许人食动物之肉后，祂立刻发出一个简单的禁令，“惟独肉带着血，那就是

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创 9：4）”这是圣经中首次出现的有关禁吃动物之血的经文。这个

希伯来字“basar”肉，在不同的圣经上下文中可能有不同的意思，比如“肉”（创 2：21，

23），“身体”（创 2：24，17：13；出 30：32；利 15：7），“骨肉之亲”（创 37：27）等

等。在这里，它最可能的意思是“肉”。英文翻译用字“Lifeblood”（生命之血）出于原文两

个字：nephesh 和 dam。这字“nephesh”原来的意思是“魂”，“生命”和“心”。基本上

讲，它或被视为一种还活着的状态，或者是受造物的本质（创 1：20，21）。 

为什么上帝禁止人吃动物之血 [希伯来字 dam] 呢？圣经的作者“确定这液体，血，和…脂

油，是对所有动物生命具有根本性的身体的物质。”5 在希伯来文中，“血”和“生命”两字

是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它们“被证明如同配对词汇（lexical pairs）”一般。6 因此，

我们能观察到，从不同的经文来看（利 17：11，14；申 12：23），“在旧约圣经中，血就等

于生命”。7 但血在什么状态下被禁止食用呢？一些学者采用最字义解经的立场，认为“人不

能吃血还在肉上脉动的动物的肉…换句话说，这句经文不是禁止吃血本身”，或者认为“这条

禁止吃血的禁令…被采用，主要是适用在仍还活著的动物的肢体上。”8 另一些接受按字义解

经，但不解释人是否能被容许吃已死动物身上的血。 温汉认为，这里的经文可能“禁止吃任何

的血”，因为创世记的作者正有兴趣地寻找最早期时代的道德和礼仪原则。9 更进一步，看来

更可能的是，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被禁止吃血（利 17：11，14；申 12：23），因这些经文表

明，血被视为它的本质代表生命，而不是它处于什么具体状态下。 

该禁令在利未记（利 3:17, 7:26-27, 17:10-14）ˎ 申命记（申 12:16, 23-25）和其它书卷中被继

续强调。虽然血和脂油都被认为是动物具有的根本性的身体物质，但仅有血被认为代表其生

 
4 Gordon J. Wenham, Word Biblical Commentary: Genesis 1-15, WBC, ed. D. A. Hubbard and G. W. Barker   
  (Waco, TX: Word Books. 1987), 192; Victor P.  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1-17, 313. 
5 S. David Sperling, “Blood,” ABD 1:761.  
6 Ibid.  

7 Victor P. 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1-17, 314. 

8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1-15, 193; W. Gunther Plaut, The Torah: A Modern Commentary  
  (New York: Union of American Hebrew Congregation, 1981), 71. 
9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1-15, 193. 

http://biblehub.com/hebrew/damo_1818.htm
http://biblehub.com/hebrew/damo_1818.htm
http://biblehub.com/hebrew/damo_1818.htm
http://biblehub.com/hebrew/damo_1818.htm
http://biblehub.com/hebrew/damo_1818.htm
http://biblehub.com/hebrew/damo_1818.htm
http://biblehub.com/hebrew/damo_1818.htm
http://biblehub.com/hebrew/damo_1818.htm
http://biblehub.com/hebrew/damo_18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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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所以根据利未记（利 7:27, 17:10, 14），吃血所受的惩罚一定会比吃脂油要严重得多：如果

任何人吃血，他必从民中“被剪除”！那么是否血中包含一些神秘的原素，使其具有资格来代

表生命呢？圣经的作者从来没有给出任何线索。但关键点是：受造生物的生命是在它们的血中

的这个观点，被多次强调；而且，“血具有一种神圣的特征（a sacral character）。”10 从圣经

神圣之书的角度来看，这个简要的解释足能支持禁令的颁布。当以色列人遵行该禁令时，他们

的邻居却渴望饮血，因为他们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存在于血中。11 考虑到这节经文的文字意

思和禁令所颁布的挪亚的时代，禁令的主要原因之一应该是把动物的生命归给它们生命的主；

而不是阻止人类吸取神秘的力量进入其身体中。 

根据摩西五经，血不仅等于生命或是生命之标记，而且是上帝所给的礼物；因此，圣经命令

人在礼仪上要把动物的血归给上帝，而被用来给人的生命赎罪：“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

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利 17：

11）”自从西乃之约后，以色列人就开始在祭祀上把动物之血用作祭物。一方面，在祭祀礼仪

之地，血应该被放在祭坛之上；另一方面，在其它动物被宰杀之地，血应该向倒水一样，倒在

地上（利 17:13; 申 12:16, 24; 撒上 14:32-35）。把血倒在地上意味着：其生命已经归回了它们原

处的状态，好似物质的身体归回了大地一般（创 3：19），这暗含着生命已经归回了上帝，这

位赐予生命者。 

创世记 9：4 的命令并未指明禁吃血的对象是后来摩西律法所指的洁净的还是非洁净的动

物。参考前一节经文，它应该包括两种在内。在摩西五经的某些处（如，申 12：15-25），两

类动物都可以吃，除了其血外。所以，温汉认为：“饮食律一定将禁止吃血之令，视为比不吃

不洁净动物之令更为重要。”12 该禁令不仅适用于祭祀礼仪场合，而且也用于其它场合（利：

17:13；申：12:15, 21）。旧约圣经的饮食律命令：被作为食物的动物应该被屠宰（申 12:15, 

21），并且血一定要被放出（利 17：13），以便它们的血可以流出身体。 

 

 

 

 
10 W. Gunther Plaut, The Torah: A Modern Commentary, 67.  
11 John Skinner,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Genesis, ICC, ed. Samuel Rolles Drive, Alfred  
    Plummer, and Charles Augustus Briggs (Edinburgh, Scotland: T. & T. Clark LTD, 1930), 170; Victor P.  
    Hamilton, The Book of Genesis chapters1-17, 314.  
12 Gordon J. Wenham, Genesis 1-15,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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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词 

AB  Anchor Bible 
ABD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DOT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Pentateuch 
EBIR  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and Its reception 
ECB  Eerdmans Commentary on the Bible 
ICC  The International Critical Commentary on the Holy Scripture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JPS  The JPS Commentary 
LW  Luther, Martin. Luther’s Works [American edition] 
NCCHS A New Catholic Commentary on Holy Scripture 
NCE  New Catholic Encyclopedia  
NICOT The 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Old Testament 
NIB  The New Interpreter’s Bible 
RCS  Reformatio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WBC  World Biblical Commentary  
  
权陈：《遵行上帝旨意 关切爱护动物：对创世记 9 章 4 节中禁止吃血（肉带着血）的理解》，

刊载《金陵神学志》，2016 年第四期（10-12 月卷），总 109 期。 
 
 

二、中华生态文化和中国生态环境保护 

从“体用不二”到“万物一体”——熊十力 

---读蒙培元《人与自然：中国哲学传统生态观》的笔记（十七） 

 
权陈 

 

第十七章 从“体用不二”到“万物一体”  

熊十力（1885-1968 年）为现代哲学家，年轻时受父亲影响，追求学问。他投身辛亥革

命，又参加二次革命讨袁，后又参与民军。这期间，他感叹革命党人“绝无在身心上作工夫者，

如何拨乱反正？”（熊自撰《生平述略》），加之对自我性格的认知，遂走上钻研学说的道路，

从研究佛法开始，但终究不能完全同意佛家思想，最后归于“大易”。蒙培元认为他的哲学是整

体论生命哲学，具有过程哲学的某些内容。他的思想“具有超越‘现代性’的生态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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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本体 

熊十力接受了西方哲学实体的概念，他认为同意本体即实体，是万物的根源。但本体和功用

的关系是不可分的，是“体用不二”，他常以海水和众？来比喻体用关系，这种关系就是整体与

个别的关系。本体是完全而非部分地变成功用，功用又完全而非分有地显现了本体。世界就是

一个整体，也就是本体，一个有机的生命体，这本体又表现在万物自力的现像世界中。所以他

不赞成佛教的世界幻空论，也不同意道家的虚无和无中生有论，而且和西方哲学本体论也不相

同。 

熊十力的本体观的三个要点（也是与西方哲学本体论不同的地方）：  

• 本体不是单纯的，而是复杂的。本体就是“天”，就是宇宙。天具有自然义，“以实体

名为天者。此天字是自然义”，“自己如此”（《体用论》第 275 页）。 

• 本体不是静态的，而是变动的。“本体为能变，……为恒转。”（第 50 页）能变的“能”的

意思不是“能所”，这样就将主客、内外和性相分开对立起来，“能变”是指本体自身的变

动和变化。 

• 本体不是自我圆满的绝对，而是无限的可能。“实体只是无限的可能，不可谓其一切园

成。”（第 266 页） 

熊十力的本体观与过程神学家怀特海（A. N. Whitehead）的观点相近：  

• “一个实际存在物就是一个过程，并且根据‘材料的形态学’是不能进行描述的。”世

界就是有生命的有机体，“处于永恒的创造和进化过程中”。—怀特海《过程与实在》 

熊十力注重“体用不二”中的“用”，在宇宙不间断的创造过程中（“大用流行”，“大化流

行”，“本体流行”，“实体流行”），本体就是“万物的生命创造本身”。而强调“用”，

就会重视万物，尊重万物，这就是其生态意义。 

• “圣人以万物为主，而以实体为万物之内在根据，不以实体为主，避免降低万物，将于

万物发生坏的观想。”（第 470 页）“孔子确实肯定万物为主，尊重万物之自力，尊重

万物之威权，故肯定万物共有一元，不空不幻。但一元不是离开万有而独存，譬如大海

水不是离开众？而独存。”（第 505 页） 

熊十力认为物质和精神不是独立存在，而是实体内含的两端，相反相成，但他更重视精神的

“主动”作用，因为精神是就生命和心灵而言的，而生命就是本体的内在潜能和能力。蒙培元认

为从这个角度看，熊十力的哲学乃是一种生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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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天人不二”的人生之路 

熊十力继承了中国哲学把天人之学作为根本问题的特征。人和天内在地相联系。他的一个重

要观点是“天待人而成”（第 266 页），也即天道内在于人而成为了人的道性，人就成为了实行

天道的主体，人是按“本心”自由创造的人，但这本心是按天道而性，所以又是必然的。而天道

本体作为“潜能”和“潜因”，也具有主体性的意义。蒙培元认为熊十力讲到的主体，不仅是存在意

义上的，也是价值意义的，人也是价值主体。 

熊十力是反对目的论的，他仿佛既反对神学目的论，也反对自然目的论。但他又主张本体流

行中一种近似于目的性的作用。 

• “精神虽无目的，毕竟有随缘做主的势用在”（第 155 页）。“做主”就表明不是机械性物

理性的目的，而是一种生命活动和创造的目的，是一种秉承了“生生不息”的道德目的。 

生命是整体的，所以不赞成偏用分析的方法，实现“天人不二”的方法应是“返己”、“默识”的

直觉方法。 

熊十力对于人的感性生命和个人欲望给予了肯定，“男女之爱，人道之基也”，也是“自然之

理”（第 198 页），这是不同于宋明理学的，这是符合生态学思想的，即不轻视人的物质性。 

  

三、“万物一体”的生命关怀 

在“由体成用”上，他主张心和物不可分的“最高原则”（第 287 页），既要“为道”成就“返己敦

仁”，“明心”和“治心”，也要“为学”而“格物致知”，“明物”和“治物”。 

在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熊十力提出“裁成辅相”说： 

• “伟哉人生，功莫大于裁成天地，道莫大于辅相万物。裁成天地，惟赖知识技能。辅相

万物，要重道德智慧。”（第 407 页） 

 “裁成”，有利用，改造的意思。依赖科技，表现出对于格物的重视。 

熊十力阐述“万物一体说”，以及仁心遍在万物。这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也是 

反对个人中心主义的（蒙培元认为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就是个人中心主义）。 

• “吾深信，中国先圣发见天地万物一体之义，盖从一切人皆有仁心而体会得来。仁心本

不限定在我之一身，实遍在于天地万物。故仁心之动，常是全体性，绝不随小己之私

欲。”（第 216 页） 

• “万物各得其所。”（第 5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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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认为熊十力在“万物一体”说上并无新意，只是他认为“仁”为用而非体，与宋明儒不

同，表现了他重“用”的哲学特征。而且他过于强调了人的主体能力，恐有洛夫洛克批评

的那种“不自觉的傲慢”，“既无知识也无能力达成”。  

 
 

2022 ESG 全球领导者峰会 （会议汇总信息：文章，视频） 

导语：六月二十八—三十日，新浪财经和新浪出版集团主办了 2022 ESG 全球领导者峰会，

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嘉宾讲员从几大方面，对 ESG 理论，以及在中国开展情况，以及未来发

展，作了精彩的演讲。笔者听了其中一些讲员如世界自然基金（WWF）总干事 Marco 

Lambertini，人民大学教授王文等的演讲，都大得启发。ESG 现在和未来对于社会治理的经济

发展，金融和企业的绿色转型，推进可持续发展的文明，都有重大意义，必将得到大力的推

进，影响社会经济和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finance.sina.com.cn/zt_d/esg_global_leaders_summit2022/#live 

 

生态环境部等 17 部门印发《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 2035》（文字+图片） 

导语：全球气候变化是客观现实，对于人类和生态环境的影响巨大，政府的全盘和中长期的

应对策略和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关爱大地和生态环保，须由政府、社会各方、企业和个人几方

面的共同参与和协调，方能取得较好的效果。文本是文字加图片，生动有趣，一图读懂。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553765 

 

宠物方舱 （视频） 

导语：病毒无情人有情，宠物在方舱中得到爱心的照顾，过程感人，也颇有启示。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v.ifeng.com/c/8Hb6w5HERPZ 
 

 

 

 

https://finance.sina.com.cn/zt_d/esg_global_leaders_summit2022/#live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553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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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上海野生动物园里的“避暑妙招”（短视频） 

导语：全球高温，人们避暑各显神通，而这动物园的动物们也得到文明良善的待遇，避暑惬

意得很。笔者在想，那其它的人所控制的动物，如圈养牲畜、马戏团动物等等呢，是否也得到

基本的人道对待呢？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062287 
 

江苏两人捕捞“鸡头米”被判刑？法院：威胁湖泊生态系统构罪 

导语：芡实也被称为“鸡头米”，过去只是对于受保护野生动物的危害要面临违法的责

任，现在须要注意损害植物资源，有破坏生物多样性的后果，也可能是违法行为。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063924 
 

关爱大地人物志   
高原土乡“护绿使者”：“山水是我家 我要保护她” 

---记 2021 年全国“最美生态护林员”贾尼玛 

导语：“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这里的山和水都是我的家，我要保护自己的家。”这是

朴素的心里话，爱环境就是爱家！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gongyi.ifeng.com/c/8HTVn55vvvW 

 

三、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全球多国 6 月录得创纪录高温，进入 7 月后继续刷新纪录 

导语：文章对于夏季以来全球和中国的高温气候以及带来的问题，作了扼要的总结。“这种

日益严重、频繁和持久的高温天气是人为造成的全球气候变化的明显表现。”人类应当反思

自己的自我中心的心态和行为，减少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和玷污。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890988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062287
https://gongyi.ifeng.com/c/8HTVn55vvv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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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高温天气：迎来史上最热一天 气象局首次发布红色预警 

导语：文章不仅谈及英国的极高温天气，而且最后一段还有 BBC 气候事务主编罗拉特

（Justin Rowlatt）的分析：为什么这么热？ 

BBC 气候事务主编罗拉特（Justin Rowlatt）：“世界平均温度比工业化前的水平升高 1 摄氏

度多一点时，热浪就发生了。根据联合国气候科学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的说

法，我们生活在 125,000 年来最热的时期。 

我们知道这背后的原因——燃烧煤炭和天然气等化石燃料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IPCC 称，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CO2) 浓度处于 200 万年来的最高水平，并且还在不断上升。如果各国政府

去年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 COP26 气候会议上做出的所有承诺都得到落实，那么预计到本世

纪末，全球气温可能将上升 2.4 摄氏度。 

但坏消息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继续增加。如果到 2030 年没有大幅削减，我们可能会看到

变暖会更严重。科学家预测，到本世纪末增幅可能高达 4 摄氏度。这意味着什么？我想你已经

知道答案。这意味着，像现在这样的热浪将更频繁、更强烈。”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uk-62208308 

 

法国，热炸了 

导语：法国的极端高温，比起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来要低得多，但还是大大影响了普通

人的生活。本文是一篇生动的描写法国普通人的热感的文章。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807923 

 

全球热浪侵袭冰川：南极冰架坍塌、北极冰化了四成 

导语：最近，意大利北部阿尔卑斯山脉马尔莫拉达山的一座高山冰川发生的崩塌事件，再一

次将人们的视点引向地球的“三极”的冰川加剧融化上，在这对于地球环境的负面影响巨大和

深远的现实面前，整个人类和单个的人都无法回避，也当做点什么。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news.ifeng.com/c/8HRn6eRJBvc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uk-62208308
https://user.guancha.cn/main/content?id=807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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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城市策略｜多伦多以包容韧性活力的田园社区取代智慧项目 

导语：当“智慧城市”概念风靡世界时，多伦多的一个城市项目的价值取向却适度调向“田园

社区”，“强调风雨、小鸟和蜜蜂，而不是数据，由之前的空中楼阁，变得务实亲民起来。” 

数据不应成为统治者和偶像，体现自然生态和谐才是城市发展的方向。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045235 
 

四、关爱大地实践 

“走出红房，走出红墙，关爱自然，关心社区”捡垃圾活动  

同享关爱大地的喜乐 

盛夏到来，万物成长蓬勃，四处都是生意盎然。本月的关爱大地的

捡垃圾活动如期进行，但把活动时间从周六下午调整到了清晨刚过

的上午 9 点。我们其中两人先到一个公园去，一边捡垃圾，一边

聊天。我们还是一人拿黑袋子，一人拿可回收袋子，配合着捡垃

圾。路边的可回收的瓶瓶罐罐特别多，

可能是夏天来了，在公园玩的人喝饮料和水大增的原因吧。这时的天

气还凉爽，我们走得也较快，这时另一位弟兄也开车到来汇合。我们

又到了另一学校旁边的公园绿地，这个公园看起来比往常干净一些，

我们在想是否有其他的人在不久前清理过呢。然而，公园沿着边上的

栅栏和石墙边的垃圾仍然不少，应该是风将垃圾吹到了“准”垃圾地。这时气温也渐渐升高

了，公园占地较大，在我们结束捡垃圾后，笔者已经出汗了。我们把垃圾丢进外面的分类大垃

圾箱后，就在大树的树荫下的草上休息，聊天。很明显的是，大家

这时都有关爱大地付出后的一种满足感，是一种施比受更为有福的

感觉，这种愉悦其实是创造主的一种奖赏。而且，大家都是从几年

前活动开始，就一直坚持下来的，坚持是一种精神，也成为绿色生

活方式和习惯的一部分了。我们聊了一些话题，天南地北和个人家

庭的事情，在树荫下，风把一阵阵凉爽带来，弟兄们享受着这一切，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流

逝。我们最后一起向主祷告，感恩和祈求主，这是美好和神圣的时刻。（权陈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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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的生态观察  

神奇的蘑菇 Magical Mushrooms 

就像野花象征着春天的森林⼀样，蘑菇预示着秋天的逐渐来临。当天⽓变得稍微凉爽，我们

会有⼀段长时间的厚云层覆盖，间或降⾬，这时，由孢⼦产⽣的、地上的真菌“果实”变得丰

富，出现了令⼈难以置信的各种形状、颜⾊和不同⼤⼩的蘑菇。你看不到的蘑菇部分是菌丝。

它们是细细的、像绳⼦⼀样的线，在地⾯或腐烂的⽊材中形成垫⼦。主要的蘑菇种群包括伞菌

⽬，或是我们常说的“真蘑菇”，它们有典型的扁平或圆形的帽⼦；珊瑚真菌，⾼度分枝；多

孔菌，它们看起来像是从树⼲上突出的⽊架或⽀架；果冻菌，摸起来很有弹性，⾊彩极其丰

富；还有马勃菌，会从蘑菇顶部的⼀个⼩开口处释放出它们的孢⼦，形成⼀缕烟雾。  

虽然蘑菇现在已经有了⾃⼰的王国（真菌），但我们仍然经常认为它们是我们植物群中的⼀

个元素。事实上，它们与植物⼏乎没有共同之处，在⽣物学和⽣态学上都是完全不同的。与植

物不同，真菌不含叶绿素，不能⾃⼰制造⻝物。它们如何获得⻝物是有趣的。许多物种与树⽊

存在服务交换的共⽣关系。树⽊通过根为真菌提供糖分。作为交换，真菌为树⽊提供⽔和矿物

质。⼀些最常⻅的共⽣品种包括鹅膏菌、⽜肝菌和红菇。⼤多数能与真菌形成共⽣关系的树种

数量⾮常有限。例如，彩绘⽜肝菌（Suillus spraguei）只与⽩松共⽣。另⼀种真菌，众所周知

的腐⽣菌或分解菌，消化死的有机物，使有机物中的许多营养元素返回⼟壤，从⽽在森林⽣态

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回收者⻆⾊。 

⽑茸茸的鸡腿菇和⻤笔都是以这种⽅式⽣存的。⻤笔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们单⽴的茎

杆，和发出的恶臭。这种⽓味会吸引苍蝇和其他⽆脊椎动物，它们会不经意地拾起并散播⻤笔

的孢⼦，它们是存在于蘑菇顶端的⼀种粘稠的物质。最后，第三类真菌是寄⽣真菌。寄⽣真菌

从树上获取营养⽽不提供任何交换。⼀些⽣在其他健康的树上，可以消耗这棵树⽽存活多年。

其他⼀些只攻击已经死亡的树。多孔菌，如⽕种多孔菌（Fomesfomentarius）是寄⽣菌。在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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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它们能够改变⽣活⽅式，变成腐⽣菌。 ⼀般来说，针叶林和混交林的真菌⽐落叶林丰

富，但橡树、⼭⽑榉、桦树和杨树通常是例外。  

 

常见的夏天和初秋蘑菇（按属分类 List organized by genus） 

Chicken of the woods ( Laetiporum sulphureus ) 森林鸡  

Blewit ( Lepista nuda )布莱维特 

Turkey-tail( Trametes versicolor）⽕鸡尾  

Dog stinkhorn ( Mutinus ravenelii ) ⻤笔狗 

Artist's conk( Ganoderma applanatum )树⾆灵芝  

Giant puffball ( Calvatia gigantea )⼤秃马勃菌 

Birch polypore( Piptoporus betulinus )桦⽊多孔菌 

Pear-shaped puffball ( Lycoperdon pyriforme )梨形马勃菌 

Purple-toothed polypore ( Trichaptum biforme )紫⾊齿状多孔菌  

Dung-loving bird's nest ( Cyathus stercoreus )燕窝菌 

Meadow mushroom( Agaricus campestris )草甸蘑菇  

Collared earthstar ( Geastrum triplex )领地之星 

Destroying angel( Amanita virosa )-poisonous!毁灭天使—有毒  

Bog russula(Russula paludosa )沼泽罗苏拉 

Yellow patches (Amantia flavoconia) ⻩斑  

Red mouth bolete ( Boletus subvelutipes )红嘴⽜肝菌 

Fly agaric( Amanita muscaria )-poisonous!飞⽊⽿—有毒  

White pine bolete ( Suillus americanus )⽩松⽜肝菌 

Honey mushroom( Armillaria mellea )蜂蜜蘑菇  

Delicious lactarius ( Lactarius delicious)美味的乳酸菌 

Shaggy mane( Coprinus comatus ) 鸡腿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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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种类（由于错误识别有中毒的危险，开始时只挑选容易识别的⻝⽤品种） 

石华译自《自然岁月 安大略中东部变化的四季》（Nature’s Year Changing Seas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Ontario ）PP200-201 

  

生态诗意 
伊犁河谷随想（一）南疆北疆，两种爱 

袁霞 

独库公路是穿越新疆天山

南北的一条公路，从库车

进山，山是南疆典型的寸

草不生 型，不得不让人联

想，这是经地狱之火熬炼

了几千年之故。 

 
走过离库车约 170 公里的呼屯郭楞隧道，山体就明显开始变化，开始披覆悦人的绿色，山

的线条也开始柔和平缓，这与山南裸露的、高大的、尖削的山体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是由于天山在伊犁这段出现分岔，南天山与北天山向西形成一个喇叭口，这个喇叭口刚好

可以接收从大西洋过来的水汽，这水汽藉着山势变冷，形成地形雨，滋润着伊犁河谷。在天山

北麓也是如此，从北冰洋来的水汽在天山北麓形成地形雨，所以乌鲁木齐等天山北麓地区是比

较湿润的，而在山南的南疆就接收不到这水汽，且在更南又被昆仑山挡住来自印度洋的水汽，

所以南疆就成了终年不怎么下雨的怪物。不下雨怎么还可以有人居住？其实神非常有怜悯和智

慧，虽说不下雨，水汽积在雪山里，可以顺山势流

到南疆和北疆。山虽然拦阻了水汽却成就了河流，

南疆是有不少河流的。 

对于刚从戈壁焦山中出来的人，看到这满眼绿

色仿佛遇到了奢华的盛宴，极尽吮吸之能势。牛羊

在山坡间悠哉地吃草，告诉我两个字“平安”；清

澈又淙淙的河水奏出欢快明亮的诗歌，引我向水的

源头举目，那是蓝天白云下天际的雪山，始终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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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是群山的依靠，是每个游子的要寻找的方向，也是这方圆数百里地土的供应。我实在是

羡慕住在这里的人，这里明显有较多的雨水，空气澄澈，从一定程度上讲是更蒙上帝福泽的地

土，那我难道不喜欢南疆了吗？思想片刻，我觉得有两种喜爱，对这里的喜爱目前还是自然性

情吧，而对南疆的喜爱那是从出生就建立起的一种关系，仿佛与父母的关系，是离不开割不断

更深的爱。才发现对一块土地的热爱其实不在于它有多好，

而在于它与你有多少关系。不过，与它有更多的关系，就能

更加看到它的好，南疆虽干旱，瓜果却异常香甜，一块能结

好果子的土地，我们能说它不好吗？！严苛的环境其实更能

陶造物。人其实也是如此，不得不赞叹神在其中的智慧。 

 

 

 
夏日七彩 

           
 
   Yellow Water-Lily            窗子栽下的几株百合         夏日                       大地与云朵 
 
（图文提供者：胡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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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宗旨： 

探索基督教生态神学观，对话中国生态文化，介绍生态环境现状，展示关爱大地的生命实践，

传扬整全福音。 

 
 
杂志价值观： 

秉承《使徒信经》信仰立场，关切上帝的创造物的叹息劳苦和地球生态危机的现状，践行圣经

的关爱大地的管家使命，对话关爱自然的生态文化和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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