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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十五期）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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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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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新世纪二十年代的开始，并没有给这个本已经混乱和前途迷茫的世界，带来一丝丝

的祥和和安宁，反而是一锤锤的重击。当我们在这期读到圣经学者 Richard Bauckham 关

于对圣经生态理想国的描述，谈到森林和野兽，理想国中人与它们的安好和谐时，我们却

不断地收到澳大利亚那场世纪大火的悲惨消息。它燃烧已经四个月，烧毁的面积已接近

10万平方公里，超过不久前的巴西亚马逊森林大火一倍多了。5-10亿的动物被活生生烧

死和渴死，可爱的考拉被烧焦，直升飞机射杀 1万支骆驼，主人杀死不能救走的牲畜！虽

然人们为 27 位死去的同类和烧毁的 2000 多栋楼而悲伤，但有多少人为这数亿动物的惨死

流下过一滴泪，或者说那怕心里有一阵的难过，自责，觉得自己对这地球环境恶化和人类

关爱自然的缺位而造成或加重的灾难，有一点的责任。教会和基督徒，有多少哀恸的祷告

和祈求。人们对事件有多少的总结和沉思，无论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人性的，政策的，国

际合作等方方面面？ 

 

已经在这个地球上生活了 1亿 5千万年的长江白鲟，终于在我们这个凯歌高奏的时

代，在科技物质高度发展，但人性贪婪有增无减的时代灭绝了，而且灭绝在了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长江里！这是多么令人难过，多么令我们这些生活在这条宽广大河的两岸的人羞

耻。我们既对不起上帝给我们的赐与，又对不起那养育了我们祖宗的大江，也对不起我们

的后辈。我们唯有好好在天父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知耻而后勇，在将来的日子里，努

力保护大自然，关爱动物，减少我们的贪欲，靠着圣灵的加力，作天父的关爱大地，关心

生态环保的好管家，才可能良心安稳一些。 

 

中国的冠状病毒肺炎的肆虐，再次击打着那片多灾多难的土地，绞压着我们的心。

这样大规模的传染，封城，死亡，没有有效的药物可治；我们实在成了笑柄ˎ 嗤笑和被轻

看的对象。这些天来，网上铺天盖地的消息，有爱有同情，有鼓励，有建言，但也有恐

惧，谣言，攻击，谩骂，借题发挥，人在灾难中，原形毕露，美和丑都出来了。华人名牧

也出来鼓励代祷。然而，人的言语如滚滚浪潮，并不能带给我们真正的安宁，力量和盼

望。这是急难的日子，我们最需要的不是听人的话，“‘你们得救在于悔改和安息，你

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但你们竟不愿意。”（赛 30：15）我们最需要的其实是自己

安静在救主的面前，悔改，安息，平静，信靠！然后，打开怜悯的心，去帮助远隔万里的

同胞，慈善捐款，“……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 6：8） 

 

近期祷告事项（2月 1日-2月 29日）： 

第一，求主让我们悔改，安息，平静，信靠，为祖国抗击冠状病毒肺炎祷告。愿上主怜悯

那些染病的人，赐他们病体得医治。求上主帮助一切参与救助和帮助病人的人员，不被传

染，且有爱心ˎ 智慧和力量来帮助病人和控制疫情。 

 

第二，求主让我们，以及中国和华人教会，对澳洲人民和动物生灵心怀同情怜悯，使还没

有完全熄灭的火势得到控制，人员伤亡和动物死亡降到最低，对大气的污染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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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圣经的话语和生态神学观 

 
本期学习圣经学者 Richard Bauckham 的 The Bible and Ecology: Rediscovering the 
Community of Creation 一书中对于生态理想国（Ecotopia）的描述。 

 

返回生态理想国（Ecotopia） 
 

 

第一部分：森林 

 

作者借用 Bill Devall 的 Simple in Means, Deep in Ends: Practising Deep 
Ecology 一书中的词“生态理想国”（Ecotopia），来表示先知所描叙的一种好像在伊甸

园中，人与自然其它生物（包括动植物）的关系还没有被破坏的那种人与自然的理想的关

系。他认为神学上这是早期末世论的（incipiently eschatological），嵌入到新约中，

表达了圣经中整个受造物的未来更新（the future renewal of the whole creation）的

异象。 

 

作者引用先知的描述：  

等到圣灵从上浇灌我们，旷野就变为肥田，肥田看如树林。（赛 32：15）： 

till the Spirit is poured upon us from on high, and the desert becomes a 

fertile field, and the fertile field seems like a forest.  

 

赐生命的神圣之灵从上浇灌下来，“荒野”（旷野（和合本），wilderness，希伯

来字 midbar）变成了“肥田”（希伯来字 carmel）。前者是没有被人类耕作过的，包括

森林，后者是果园”Orchard”的意思；进一步，这果园看起来就像森林一样。这显然就

像是前面我们提到的“果园-森林”的伊甸园，森林不再是威胁而是慷慨了。  

 

先知继续描述：  

那时，公平要居在旷野，公义要居在肥田。（赛 32：16） 

Justice will dwell in the desert and righteousness live in the fertile field. 

公义的果效，必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赛 32：17） 

 

Th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will be peace; the effect of righteousness will be 

quietness and confidence forever. 

我的百姓，必住在平安的居所，安稳的住处，平静的安歇所。（赛 32：18） 

My people will live in peaceful dwelling places, in secure homes, in 

undisturbed places of rest. 

…… 

你们在各水边撒种牧放牛驴的有福了。（赛 32：20） 

how blessed you will be, sowing your seed by every stream, and letting your 

cattle and donkeys rang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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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自然界中的土壤ˎ 植物和树木繁荣茂盛，而且随后而来的是人类社会的公义和

平安（shalom，well-being，编者认为是一切安好和平的意思）。它表现出的是人与自

然，人与人之间的完全的和谐，动物自由自在，没有任何来自人和猛兽的危险了。荒野

（16 节 a，旷野（和合本），desert（NIV），wilderness，希伯来字 midbar）中的威胁

危险因素已经不存在了。编者认为先知所描写的理想世界的基本状态是和安好和平，而不

是简单的和谐。  
 

先知在另一处也描写大地的新生和更新，森林中威胁人畜的猛兽已不存在，而且暗

含着森林树木的华美反映上帝自己的荣耀（赛 35：1-2，6-7，9）。最后，森林树木不仅

是有用处的，而且它们本身就是其造物主触摸下的荣耀的生命，有极为正面的图像（赛

41：18-19，55：13）。 

  

 

第二部分：野兽 wild animals（或者：野生动物）  

 

作者先回顾创世记中叙述的人与动物的关系。在伊甸园中，所有动物都是食草动物

（创 1：29-30，9：3）。始祖堕落后，暴力就开是出现，在人类中（创 4：1-16，19-

24），人与动物以及动物之间。大洪水之前，地上充满了暴力（创 6：11，13），作者认

为包括人和动物的暴力（编者：但人这时还没有杀死动物作为食物，暴力可能更多是在与

它们竞争栖息地上）。大洪水并未解决暴力问题，所以上帝与挪亚定了“挪亚之约”，把

人类对于自然的统治（dominion）再定为：从猛兽威胁下来保护人类的形式（创 9：

2），人类被允许可以杀死动物和吃荤，但限制吃动物的血，因它被认为是神圣的

（sacredness）。编者认为挪亚之约是上帝和人类以及大地和地上所有活物所立的约，不

只是保护人类，还有爱惜保护动物的意思。   

 

然而，以色列人事实上是不狩猎和吃野兽的。在律法的饮食法（the dietary of 

laws of the Toroh）中，列出的允许作为食物的动物几乎都是驯养牲畜（除了鹿ˎ 羚羊ˎ 

一些野鸟外）。Ellen David 认为这是“圣经驯化人类的杀戮动机的方式”（编者认为这

点已在创 9：4-6中已经表达出来了）。当时的以色列人认为野兽是对他们的威胁，自己

不是对野兽的威胁。因此，在先知的生态理想国中，人们将不会再受敌国或野兽的威胁压

迫（结 34：28），上帝与以色列签的和平之约，在他们的土地上禁止恶兽（结 34：

25），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灭绝猛兽，而是将它们发在其它地方。所以，在希伯来圣经中，

只有猛兽才是带给森林负面的原因。 

 

不过，先知的描写的最吸引人之处是弥撒亚和平国度（赛 11：6-9）。它预告了未

来的安好和平的美景：人与牲畜，人与野生动物，捕食性猛兽和吃草动物/被猎物之间全

面的和平，人类和自然完全的和好（reconciliation）。而且，人类社会在弥赛亚的国度

中，也完全施行公义，变成和好（11：1-5，32：15-20），上帝对于压迫贫穷者的“恶

人”要击打灭绝。所以，人类世界的和好与人与自然/自然物之间的和好，是不可分割

的。编者认为这就是要同时关注和推进生态公义和环境公义的圣经依据，也是生态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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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的伦理成份。而 10-11节，与 1-2 节相对应，表现了在列国中的世界和平

（universal peace） 。 

 

比较以西结书的生态理想国（结 34：25-30），以赛亚书预言了人与自然，国与国

之间完全正面的转变，它连接了创世记的历史，伊甸园中的和平，人类堕落犯罪后的暴力

和人与自然的冲突，以及生态理想国中完全的和好和和平。这段经文中可能还有人类统治

（dominion）其它的活物的暗示（赛 11：6），不过这明显是暗示一个好牧者的，是一个

孩子可以领着狮子和狼的和平，因为后者已经不再是捕食性猛兽，在末后的弥撒亚的时代

中，一切都是欢乐的交往，没有伤害和在罪的世界下的那种统治了。 

 

有人认为先知的描写是暗示了回归到伊甸园，但有人认为这是上帝新的创造，造成

受造世界的回归（restoration）。作者分析从现在的考证来看，在人类产生之前，已有

食肉动物的长期存在。所以创世记第一章中，“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应该是从末

世论观来看的，是指向以赛亚先知所描叙的末世弥撒亚时代的情景，是上帝对祂所造物的

最终意图，那时一个完全和平的，一切都为伙伴的是上帝的和平的国度。 

 

作者认为这种末世盼望观可以在实践上帮助我们。人类社会和人与自然的最终安好

和平的上帝之和平国度的实现，在于上帝的超然的作为。但圣经让我们可以追求活出有道

德伦理的生活，就是整全的ˎ 内在依存的ˎ 非阶级的生活态度，“谦卑地追求与它（自

然）和谐相处，这种方式预示了和平的约，那仅仅是造物主能加给的”（作者引用

Sibley Towner语）。 

（待续）  

 

 

二、中华生态文化和祖国生态保护 

 
1，《齐民要术》的生态思想 

---读罗顺元《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史略》的笔记（以下内容参该书 106-35页） 

 

《齐民要术》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的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业著

作。它为中国五大农书之首，是现存最早最完正的古代农书，也是世界农学史上最早的专

著之一。它大约成书于公元 533-544年之间，全书 10卷 92篇，约 11万 5千余字，内容

涵盖了农林牧副渔等行业，对中国传统农业和农学的发展产生了及其重大的影响，被誉为

“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书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作者从四大方面来阐述和总结了

这些思想。 

 

一，生态施肥思想 

现代农业为了提高效率和提高收成，大量长期地使用化肥和农药等，成为所谓的

“石油农业”，造成了全球土地退化的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祸害地球原生态和子子孙孙。

而《齐民要术》中的生态施肥方法，却指导有效地使用有机绿色肥料，注重自然肥料的循

环使用。第一，将各种农业ˎ 自然和生活中的有机废弃物通过适当的方法变为肥料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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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了有机物质的循环使用。这些“废弃物”包括秸秆ˎ 壳秕ˎ 残叶ˎ 人畜粪便等。第

二，利用和种植绿色植物，增加土地氮素，达到改良土地的目的。具体来说包括：按季节

种植不同的绿色植物，利用天然植物，作物间的合理轮作和间作套种。 

  

二，协调利用种内ˎ 种间关系，提高作物产量 

这包括合理密植；勤除杂草并变“废”为肥；歇地思想，轮作和套种（编者：旧约

圣经有安息日和禧年观，其中就有土地歇息观）。 

 

三，“天时ˎ 地利ˎ 人力”相统一的农业生态系统思想 

《吕氏春秋ˑ审时》最早完整提出“三才论”，“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

也，养之者天也。” 《齐民要术ˑ种谷第三》强调要“顺天时ˎ 量地利”，将“三才”统

一起来的农业生态系统思想。顺天时就是按照农作物的季节生长规律来播种耕作。量地利

就是因地，因作物特性之宜，来合理安排栽种的农作物。还有就是重视各种生态因子，特

别是限制因子的作用。在整个过程中，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对系统的积极主动的调控作

用，但这些调控，是在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开展的。 

 

四，有关生物适应环境的生态学知识 

关于生物适应环境，作者认为：“《齐民要术》中已经有了与现代生态学相一致的

论述，即在一定环境条件下生物为了生存会对自身的生理机能进行适应性调整。”这就对

于农业中的育种和引种具有现实的意义。 

 

五，简评与启示 

作者赞赏《齐民要术》中的生态农业观，主张继承和发展其精髓，并与现代科技结

合，解决“石油农业”对地球土地带来的伤害，发展保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

作者警示道：“1962 年美国生物学家 Rˑ 卡逊通过长期的调查，在《寂静的春天》里描绘

了滥用杀虫剂ˎ 除草剂ˎ 杀菌剂等农药对环境的严重污染情况，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也

许不久的将来整个地球都会变得像她描绘的‘小镇’那样‘寂静’，所有的生物都将不复

存在。” 

 
2，光明时评：长江白鲟宣告灭绝，“无鱼之江”已非危言耸听 
 

查看以下链接： 

https://xw.qq.com/cmsid/20200103A0N7PR00?f=newdc 

 

“刚进入 21 世纪 20年代，两个与渔、鱼有关的新闻引发关注。首先是，农业部于

新年到来的前几天在官网发布关于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范围和时间的通告，宣布从 202

0 年 1 月 1 日 0 时起开始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另一个是，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

学》日前在线发布的一篇研究论文透露了一个噩耗：“中国最大淡水鱼”长江白鲟被科学

家证实已灭绝。” 

https://xw.qq.com/cmsid/20200103A0N7PR00?f=new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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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白鲟，是一个在地球上生活了一亿五千万年的物种，它见证了亿万年的沧海桑

田，躲过无数次生死劫难，如此，却灭绝于这个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令人痛心，令人

悲叹。 

长江白鲟并非第一个，此前同样是长江的重要物种白鳍豚，也宣告灭绝，最后一只

白鳍豚“淇淇”，在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的水池里孤独终老，死后被制成了标本。一些大

型鱼类，如江豚、中华鲟等，尽管还未灭绝，但大多岌岌可危，随时都可能从地球上“消

失”。 

长江被认为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实际上，长江不仅哺育了我们这个民族，也滋

养庇佑了无数生灵，是一座令人叹为观止的生态宝藏。然而，如今的长江，在无节制的开

发利用之下，水生生物的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严峻，有关专家曾表示，用目前世界通用的

IBI（生物完整性指数）来考量，长江已经到了“no fish”（无鱼）的程度，这是最差的

一个等级了。“无豚之江、无鱼之江”早已不是危言耸听。 

在许多人看来，这种物种的消逝无可避免，是人类发展不可免的代价，是自然演进

的必然结果。但实际并非如此，以白鳍豚为例，二十世纪 50 年代时，长江中还常见白鳍

豚成群结队，即便到 80 年代时数量也有 400 多头，此后迅速走向灭绝。白鳍豚在长江消

失，然而，和白鳍豚同属一个家族的亚马逊河豚、恒河豚现在依然活得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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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白鲟、白鳍豚亡于人类对于江河无节制的索取和开发，这一代价并不可避免，

只要人与自然能相处更和谐一些，掌握好江河开发的节奏，至少，许多物种的灭绝速度，

将会放缓很多。白鳍豚之后，我们却没能痛定思痛，采取措施，避免白鲟遭遇同样的厄运，

无论如何都是一大遗憾。 

白鳍豚、白鲟相继灭绝之后，长江十年禁渔计划终于启动。禁渔，对于长江鱼类保

护可谓立竿见影，一直以来，长江鱼类“酷捕滥捞”已经到了令人触目的地步，高强度的

捕捞使得许多鱼类种群苟延残喘，更不用说还有电捕、炸鱼、滚钩、迷魂阵等非法捕捞的

层层鬼门关。而相比以往每年 3 个月的休渔期，长达 10 年全面的休渔期，为物种的繁衍

提供足够的时间，以保护种群安全。 

还得注意，长江鱼类所面临的威胁是全方位的，除了滥采滥捕，筑坝、航运、沿岸

开发、环境污染、填土挖沙都会给鱼类的迁徙和繁衍，带来重大影响。以航运为例，对于

江豚等大型鱼类的威胁最大，近十几年来，江豚被螺旋桨绞死打伤的个例可谓层出不穷。

因此，保护长江鱼类，禁渔之外，更需综合治理，遏制对长江的无度经济开发，从鱼类栖

息地到洄游路线，实行系统性保护。 

长江白鲟步白鳍豚后尘，宣告灭绝，这是长江的悲哀，也是我们的耻辱。别以为这

一切与我们无关，生态系统其实是一个整体，人类的命运，与万物息息相关。今天我们再

不采取行动，明天将悔之晚矣。 

（作者：于平） 

(以上红字体为编者加注) 

 

3，“中国淡水鱼之王”长江白鲟宣告灭绝 未跨入 2020 年 

 

查看以下链接： 

https://society.huanqiu.com/article/9CaKrnKoFYW 

 

“千斤腊子，万斤象。”“象”指的是长江白鲟，据说它可以长到上万斤。白

鲟体型硕大，成鱼可长达七八米，游速迅疾，被称为“水中老虎”、“中国淡水鱼

之王”，它也是世界十种最大的淡水鱼之一。 

 

十年前，2009 年，IUCN 对长江白鲟物种濒危等级的评估结果是“极危”。 

但十六年来，长江白鲟始终未在渔民和科学家们的苦苦搜寻中现身。据澎湃新闻此

前报道，2003 年大年初一，中国水产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的科学家最后一次救助

一条长江白鲟、放生并跟踪。但随后，船触礁，被放生白鲟的电波信号也消失。 

 

没人能想到这可能是人们最后一次发现长江白鲟。失去这一条鱼，也失去了整

个物种。 

 

4，中国实施长江 10 年禁渔令  

 

查看以下链接： 

https://society.huanqiu.com/article/9CaKrnKoF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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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ohu.com/a/364398510_162522?spm=smpc.home.travel-

news.2.1578007864162d46NCam&_f=index_travelnews_1 

 

据中国农业农村部消息，为保护中国最长河流的生物多样性，已对长江流域重点水

域实施为期 10年的禁渔令。从 1月 1日开始，该禁令在长江流域 332个自然保护区实

施，最迟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扩大至长江所有天然水道及其重要支流，包括洞庭湖、鄱

阳湖等与长江相连的大型湖泊。 

 

此次休渔期被视为对抗长江生物资源枯竭和生物多样性退化的关键举措。长江长期

受到人类活动的危害，比如过度捕捞、污染和筑坝。目前长江仅出产中国淡水水产品总量

的 0.32%，年捕捞量从 20世纪 50年代的 42万多吨下降至目前的不足 10万吨。 

禁渔令估计将影响长江沿岸 10个省市的近 28万渔民。政府承诺为渔民提供社会保障、财

政支持和职业培训。比如，退捕上岸的渔民可以加入禁渔执法大队。 

 

5，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放下吃野味的执念 
 

查看以下链接： 

https://xw.qq.com/cmsid/20200122A0J0TI00?f=newdc&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

0 

 

文：宋金波（媒体人，前林调队员） 

 

1 月 22 日上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

示，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是武汉一家海鲜市场非法销售的野生动物。他还说，根据目前

的流行病学认知，新型冠状病毒对于儿童等年纪小的人不易感。 

…… 

中国人对野味的食用偏好，在当今世界，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到令人侧目。 

这是当下中国人对世界可见的影响之一，可惜，不是令人感到荣光的影响。 

 

 

三、生态环境现状及生态保护（政策ˎ组织ˎ行动等） 
 

1，2020，地球的三重危机与三种路径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pit.ifeng.com/c/7ssOhq54eKO 

 

 文章来源：澎湃新闻网；作者：卢思骋 

 

http://www.sohu.com/a/364398510_162522?spm=smpc.home.travel-news.2.1578007864162d46NCam&_f=index_travelnews_1
http://www.sohu.com/a/364398510_162522?spm=smpc.home.travel-news.2.1578007864162d46NCam&_f=index_travelnews_1
https://xw.qq.com/cmsid/20200122A0J0TI00?f=newdc&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xw.qq.com/cmsid/20200122A0J0TI00?f=newdc&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https://pit.ifeng.com/c/7ssOhq54e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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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卢思骋（1973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现任自然之友执行理事长。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主修政府与公共行政，期间前往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交流学

习，主修和平与冲突研究。之后在香港科技大学研读历史人类学硕士课程。 

历任国际环保 NGO绿色和平(1999-2009)中国项目总监、由数百民间组织组成的全球

气候行动联盟(Global Campaign for Climate Action)中国项目统筹(2010)、中国企业家

组成的阿拉善 SEE生态协会及 SEE基金会秘书长(2010)，并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聘为专家

(2009)。 

担任官方组织中华环保联合会理事。现为美国新校大学(New School University) 印

度中国研究院访问学者 (2010-2012)、 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自：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2%E6%80%9D%E9%AA%8B/472816?fr=aladdin 

（作者简介由编者提供） 

 

 

2，5亿动物惨死，千人弃城逃亡，澳洲大火还在烧！背后的真相让人震惊 

查看以下链接： 

https://tech.ifeng.com/c/7t70rC937JI 

 

导读：2019 年 9 月到 2020 年 1 月初，澳大利亚一场让人始料未及的山火，带走了近

5亿动物包括 2万只考拉，烧毁了 1000万公顷林地，2000处房屋毁于一旦...... 

然而，在天灾面前，前有政府没及时救火，后有纵火者趁乱胡闹。这场山火，是大自

然的考验，也是对人性的考验。 

灾难面前，人类弱小如蝼蚁。  

 

据最新报道： 

火灾已造成 27人死亡，无数人流离失所。 

过火面积达 1030 万公顷，相当于奥地利的国土面积； 

近 5 亿动物（鸟类、爬行、哺乳）葬身火海； 

超 2000 处房屋毁于一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2%E6%80%9D%E9%AA%8B/472816?fr=aladdin
https://tech.ifeng.com/c/7t70rC937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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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心！ 

数亿只动物葬身火海， 

野生动植物和整个生态系统遭到巨大破坏。 

有人用镜头记录了生灵涂炭的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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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成群的袋鼠和绵羊，逃命般的离开自己的栖息地。有的逃走了，获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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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9 年全球野火肆虐 专家：96%系人为活动引起 

 

查看以下链接： 

https://news.sina.com.cn/w/2020-01-10/doc-

iihnzhha1523415.shtml?cre=tianyi&mod=pchp&loc=3&r=0&rfunc=28&tj=none&tr=12 

 

  原标题：2019 年全球野火肆虐 专家：96%系人为活动引起 

中新网 1 月 10 日电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2019 年是全球野火严重肆虐的一

年，据统计，2019 年全球共有超过 450 万起森林大火，包括澳大利亚、西非、亚马

孙雨林甚至北极等地。专家指出，高达 96%的野火都是人为活动引起的，而极端气

候更与野火形成恶性循环。 

 

 
澳大利亚山林野火从 2019 年 9 月开始零星出现，至今已延烧了 4 个月。 

   

     

“世界自然基金会指出，“高达 96%的野火都是人为引起的”，至今仍有许多

地方以砍伐或焚烧的方式削减森林面积，例如印度尼西亚自 1990 年起，为了发展造

纸业和产制棕榈油，摧毁超过 2, 700 万公顷的森林；在西非则盛行火耕，除了清除

杂草，也使土地能够在短时间内恢复肥沃。”（以上红字体为编者加注） 

   

  “‘海洋好比地球的空调’，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所的副主任威尔特郡形

容，当海洋温度越来越高，就会造成极端高温、暴雨、干旱等异常气候。由于极端

气候加剧，除了澳大利亚，西非和亚马逊雨林等地也出现大规模的野火，甚至连北

极都难以幸免。环保组织“绿色和平”估计，每年的野火排放 80 亿吨的二氧化碳，

约是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排碳量的一半，进而加速全球暖化，成为气候变迁与野火的

恶性循环。” 

 

 

四、基督教和教会参与关爱自然的活动 
 

https://news.sina.com.cn/w/2020-01-10/doc-iihnzhha1523415.shtml?cre=tianyi&mod=pchp&loc=3&r=0&rfunc=28&tj=none&tr=12
https://news.sina.com.cn/w/2020-01-10/doc-iihnzhha1523415.shtml?cre=tianyi&mod=pchp&loc=3&r=0&rfunc=28&tj=none&tr=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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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byterian Observers reflect on UN Climate Talks 

 

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presbyterianmission.org/story/presbyterian-observers-reflect-on-un-climate-talks/ 

 
LOUISVILLE —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U.S.A.) and its partners have 

returned from a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nference that left some observers disappointed about a 

lack of aggressive action to protect the Earth. 

 

The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began Dec. 2 in Madrid, Spain and attracted 

delegates from nearly 200 nations, according to news reports, as well as protestors and activists, 

such as Greta Thunberg, Time magazine’s Person of the Year. 

 

The Washington Post reported that negotiators at the event failed to achieve their main goals, 

including persuading the world’s largest carbon-emitting countries to pledge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more aggressively, starting in 2020. 

…… 

 
 

 
Sue Rheem of the Presbyterian Ministry at the United Nations also attended last month’s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nference. (Contributed photo) 

 

 
Rob Fohr and Sue Rheem took part in a climate march during a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nference held in Madrid, 

Spain, last month. (Photo by William Somplatsky-Jarman) 

https://www.presbyterianmission.org/story/presbyterian-observers-reflect-on-un-climate-talks/
https://unfccc.int/cop2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11FCyUB81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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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热爱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分享 

 

“我们都应是“绿色基督徒”：访苹果（中国）有限公司ˎ 华银联合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施银焕弟兄”（下） 
 

施弟兄信主四十余年，人生历经坎坷，但不忘荣耀神，感谢主，且努力践行“生态

神学”，关心环保和生态健康。下面是《绿色基督徒》一书的主编单谓祥先生在书中一文

里写道施弟兄的一些践行圣经和关心生态环保的事情： 

 

“地球也同样如此，神创造的天地万物都需要人类精心呵护，不该肆意污染ˎ 砍伐

ˎ 屠杀神所创造的山水和生灵，这些毁坏上帝所造一切的行为显然得不到上帝的悦纳。因

此，就绿色生态的理念，施银焕弟兄对公司的四大产业立下了四句绿色生态宣言。1. 绿

色生态---地球母亲美丽的衣裳（服装）；2. 绿色生态---擦去碳足迹（鞋业） 3. 绿色

生态---人类健康的运动场（运动）；4. 绿色生态---人类幸福的家园（家居）。这四句

宣言，既是产业绿色的座右铭，也能传播给消费者绿色的正能量，符合神的旨意，也融入

了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施弟兄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 24：

1）人类应放下虚荣和过度的物欲，停止不断地攫取，更不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肆意妄

为，破坏自然ˎ 破坏生态。生态神学，让我们真正理解了所有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上帝创

造昼夜，创造空气ˎ 陆地和海洋，又创造日月星辰ˎ 菜蔬花果ˎ 飞鸟鱼虫ˎ 牲畜野兽。上

帝创造万物，并‘赐福给这一切’（参创 1：22）。世间万物，都有上帝的爱在其中；而

我们人类，也应该爱上帝所造的自然万物。” （第 145页）  

 

 

冬日生机 

 

     
       (Winter landscape)     (after s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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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梦醒之后还是冬)     (冬日的花栗鼠) 

 

                                 

               (淡定の冬)        (frozen foliage) 

（以上图片和小标题文字提供者：胡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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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权陈 

祷告伙伴：践行圣经关爱大地祷告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