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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十六期）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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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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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本期继续学习圣经学者 Richard Bauckham 对于“返回生态理想国”的反思。他对

马可福音中的耶稣在旷野四十天中与野兽的关系的解经很有启发意义；还有论述人与驯养

动物的关系，也有新意；书中提到的 Farm Animal Welfare Council（FAWC）对于农场动

物的健康福利的五大关键性要素，是多么良善对待上帝所造的动物的实践啊！ 

 

本期刊登对《淮南子》的生态文化观的总结，该书中的生态保护思想，表现出对于

它在的生命的人道仁慈，表现了中华文化所包含的良善。 

 

“病毒、大火、蝗灾……罪魁祸首都是全球变暖”一文，对于去年 9月份起到今年

3月份，世界各地产生的各样的天灾进行了扼要的报道，作者提出一个宝贵的观点，就是

这一切是和全球变暖有极大关系的。编者尤其要指出的是，绝大多数科学家指出近半个世

纪的全球加速变暖，不是自然的周期现象，而是和人为地排放二氧化碳和其它废气有直接

关系的。面对灾祸，视而不见是极度自私；知道而不关心生态，不追求过一个环保的生

活，是违背“知行合一”的麻木不仁。怎样作大地的好管家，成为上帝医治大地的同工，

在这个世界作生活简朴和参与环保的生命的光和盐，是摆在基督徒面前的信仰课题，而不

是看着一切受造之物的叹息劳苦无动于衷，仅仅谈论末日时主的再来而已。 

 

本期所刊的香港几位基督徒创办的“大自然儿童”机构的事迹，对教养儿女有很大

的启发！可以帮助孩子们亲近自然，灵魂体“浸”入到生机勃勃的绿色大地和生命里，并

在和自然的亲近中，身心灵不得“都市病”，感受到上帝的恩典，成为感恩造物主的真正

阳光健康的小孩。编者读后感叹：愿小朋友们都有这个福气，有按“大自然儿童”观来教

养他们的爸爸妈妈！他们也成为“大自然儿童”！ 

 

  

近期祷告事项（3月 1日-3月 31日）： 

第一，求天父怜悯世界各地那些患新冠肺炎病的人，赐他们病体得医治。求天父帮助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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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差派天使来阻止病菌的传播。求主帮助科学家研究出有效的疫苗和药物。特别求主保

守那些不发达和贫穷国家，使该传染病不在这些国家大范围扩散。 

 

第二，特别求天父让澳大利亚大火完全熄灭；东非和亚洲国家可以抑制住蝗虫灾害。 

 

第三，求圣灵在这个灾祸集中的时候，触动人的心来思想永生的信仰，来看到人生的脆

弱，来追求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反省“人定胜天”的幼稚；来反省人的自我中心和贪欲，

浪费奢侈的消费主义观，其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求主来帮助人追求过简朴的生

活，并以此来教育儿女。 

 

第四，求圣灵和圣经的话语感动基督徒，追求作天父的忠心ˎ 良善和有见识的大地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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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圣经的话语和生态神学观 

 
本期继续学习圣经学者 Richard Bauckham 的 The Bible and Ecology: 

Rediscovering the Community of Creation 一书中对于“返回生态理想国”的反思。 

 

返回生态理想国（Ecotopia）  
（续上期） 

 

第三部分：生态理想国中的耶稣 

 

作者谈到新约福音书中耶稣和“荒野”（wilderness，eremos）关系的经文。马

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主要记载耶稣在旷野中受试探，它使我们想起出埃及记，马可福音 1：

13却让我们想到以赛亚书 11章。 

 

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但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且有天使来伺候他。（可 1：

13） 

and he was in the desert forty days, being tempted by Satan. He was with the 

wild animals, and angels attended him. 

  

经文中对非人类的三种生命的排序颇有意义。撒但最先出现，它是完全反对上帝

的，是义人的天然敌人；天使则完全相反；而野兽在中间。野兽本来是对人有威胁的，而

且还游荡在旷野，即“荒野”中，又添了一份对人的威胁感。然而，马可描写耶稣“与野

兽同在一处”，这是和野兽的和平相处。“同在一处”（to be with someone），常表达

一种“紧密的ˎ 朋友般的关系的意向”（可 3：14，5：18，14：67，也参考 4：36），作

者认为它可能也是创世记中方舟上的挪亚和动物的关系。这里可以把主耶稣与野兽的关系

描写成主统治它们，把它们驯化为对人类有用的牲畜，但实际上仅仅是耶稣与它们“同在

一处”，友情对待之，和平与之相处。作者引用 Douglas Hall 对于“with”和

“being”的分析，认为前者是爱的语言，后者在圣经传统中是关系性的，暗含了

“with-being, being with”。Hall认为基督教神学和伦理学常注重人与上帝的关系与

人与他人（邻舍）的关系，然而很少探索第三个维度，人与自然的关系，它的基础本体

伦假设（那所是是与之的所是，that being is being-with，粗邪体为编者所改）的意

义。主耶稣和野兽和平相处的图像表示人类可以像兄弟般地和其它生命和平相处，虽然

它的完全实现是在未来的末期，但我们因着尊重野生动物和保护它们的栖息地，可以极

大地遥看到它的远景。 

 

 

第四部分：它在不同的价值（the value of otherness） 

 

创 2：18-24。这段经文中亚当给动物取名是关键点，它基本上是关于认识，也就

是亚当承认动物在世界的地位，他对它们极有兴趣，区别它们的异同，作者认为可以称他

为第一个自然学者。而且取名是建立关系的前提。动物和夏娃的对比不是他不能和动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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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很有意义的关系，而是动物不能像一个同类夏娃那样，满足亚当的需要，它们是它在

不同，这个更大的它在不同有它自身的特别价值，对亚当也有这价值。 

 

然而，它在者并不是和疏远（alienation）一样。后者是离开伊甸园的后果。人类

经历和喜爱其它受造生命的它在不同是件好事，有助于我们认识它们的自身的和对造物

主的价值。它们是独立的，不依赖于我们的好恶而存在的。人类倾向于试图干予和修正任

何东西，在每一事物上只看到自我。这不是否定人类艺术和技术，但它们只是帮助我们欣

赏大自然自身，而不是取代它们。 

 

作者认为：“与自然的它在性的相遇（encounter with）能够成为一个与更伟大的

上帝的他在不同（the greater otherness）相遇的圣礼”，1 相反，都市生活隔绝了大

多数人与野地自然，这也是许多都市人失去对于上帝的感觉的原因。自然的它在者不是表

示泛神论观的自然，不过认识自然的它在性可以提醒人类注意上帝的与人完全不同质的他

在者。 

 

第五部分：我们的家庭和其它动物 

 

作者说希伯来圣经有规律地区分了驯养动物（domestic animals，希伯来字

behemah）和野生动物（wild animals，希伯来字 hayyah）。虽然这两大类有区别，但区

别不是绝对的，有些驯养动物比其它的就更“野”些。驯养动物一般被认为是不威胁人

的，是人的伙伴（partner），是延申的人的家庭的成员（members of the extended 

human household），人的工作的帮助者。人被称为是它们的“所有者”或“主人”，但

这个词被用来描述妻子的丈夫。它们也作为财产被给出货币价格，但律法保障它们的健康

（申 25：4），保护它们免受痛苦（出：23：4-5）。 

 

关于人类与驯养动物的关系，有几种观点：一是在深层生态学看来，人类已经挪去

了它们土生的生态界（native ecosphere），打破了自然的平衡，所以它们已经不自然

了；二是一些动物权利支持者认为驯养是对动物的奴役；但作者认为圣经并没有提到这两

种观念，他认为圣经中讲驯养的动物本生属于被造的秩序，它们自然而然地调整自己到生

活在与人类的相互关系中。他的意思是驯养的动物其实有一种和野生动物不同的天性，会

自然地与人生活在一起，“总的来说，驯养动物根据其本性，倚靠人类社会，并不愿意主

动地离开它”。如果说人类和驯养动物的关系有某种进化，它应被视为一个合作进化的过

程，是一个双方利益的关系发展的过程，而不是仅是人类的主动和强制。所以作者认为两

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共生关系”（symbiosis）这是和我们传统所接受的观点有不同的。  

 

                                                           
1 编者注：巴特在他的著名的《罗马书释义》中，论及到上帝的“Otherness”（杨长慧译为“全然不同”，见： 

  麦葛福编，《基督教神学原典菁华》（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2003 年版），第 152 页；）。然而，上帝   

  对于人来说是“otherness”的含义是：上帝与人的完全本性的不同，上帝与人之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 

  是人永远不可从人的这边跨越过去的，是创造者与被造者，救赎者与被救赎者的关系；这是和 Bauckham 

  所说的自然对人来说是“otherness”的意义是不同的，所以他用了“the greater otherness”来表示巴特讲的上  

  帝是“Otherness”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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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认为人与驯养动物的关系的特点和价值是有很多变化的，在圣约时代，动物很

少纯粹作为今天意义上的宠物，不过它们常常和人的关系紧密（撒下 12：3；约 10：

3）。长期以来的动物驯化不是“不自然的”（unnatural），或者像人类统治下的奴役

化；倒是在现代西方中，“农牧业大大地被系统的残酷和榨取所取代了”。其实，“圣

经没有讲驯养动物被视为纯粹的为人所用的客体（objects），而是像野生动物一样，为

它们自身生命的主体（subjects）（创 9：10，16；民 22：23-30；赛 1：3）。”圣经中

用比喻的用法表示牧羊人和羊的关系，这比喻有用在王与他的人民的关系上，但更像上帝

对他的子民的关爱责任的爱的关系，它不是要表现统治，而是无私的关心，给与羊健康和

安宁（诗 23；约 10）。羊虽然对于牧羊人有实用的用处，但羊和山羊主要是提供羊毛和

奶，而不是杀戮和作食物（箴 27：23-27）。坏的牧人却不爱心照顾羊群，只顾剪羊毛和

宰杀吃肉（结 34）。好牧人和羊是是彼此有利于对方，就是有宰杀，他们也能够至少

“带着对于一个生命的尊重和尊敬”，因为每一个生命对于上帝来说都是宝贵和神圣

的。编者认为这就是上帝不容许人吃动物的血的原因之一，人可以宰杀动物，但不能残

酷对待它们。 

 

David Williams对于诗篇 23篇有很有趣味的解读，他引用了 Farm Animal Welfare 

Council（FAWC）对于农场动物的健康福利的五大关键性要素： 

第一，“从干渴ˎ 饥饿和营养不良中而出的自由”； 

第二，“从不舒适中而出的自由”； 

第三，“从疼痛ˎ 受伤和疾病中而出的自由”； 

第四，“自由表现它们的正常行为”； 

第五，“从恐惧和悲伤中而出的自由”。 

编者读了这段诗篇 23篇的解读的应用后，非常感动，都说人类在文明进步，但人有没有

对于动物，包括驯养动物更文明爱护一点呢？还是越来越残酷和忽视呢？基督徒有没有表

现出更加关切上帝创造的动物生命呢？如有，行动在哪些方面呢？有没有对这些保护爱护

动物的观念ˎ 制度和行动是一笑了之，甚至是不屑一顾呢？ 

 

作者引用箴言的格言（12：10），来继续他对于人与牲畜的关系的讨论： 

义人知照他牲口的脾气；恶人的心肠总是残忍。（吕译本） 

The righteous person knows (yada ’) the nephesh of their domestic animal, 
But the compassion (rahamim) of the wicked person is cruel.（作者译） 

 

一个义人是考虑牲畜并注意它们对于食物和休息的需要。作者又参考另一节经文（出

23：9）： 

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作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 

You shall not oppress a resident alien; you know (yada ’) the heart (nephesh) 
of an alien, for you were aliens in the land of Egypt. (NRSV) 

 

平行来看这两节经文：“知道”多有同情的意思，寄居者的情感并不总表露在外

面，但义人能体察他们的内心感受；而义人也体察这些牲畜的内在感受。义人“知道/同

情”这些牲畜，这仅仅是通过他们的怜悯（compassion）之心而来；而恶人的心却是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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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今天的农夫把牲畜仅仅当成有效的机器，提高生产力，或者尽快催肥后提供给市场。

更重要的是：怜悯是上帝的本性（出 34：6）。“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

切所造的。The LORD is good to all; he has compassion on all he has made（诗

145：9）”义人对于牲畜的怜悯只是上帝对于祂所造之物的怜悯的反映而已，作者引用

Robert Murray的评述：“动物被带进了人类伦理的范围”。编者认为这表明了作者对于

动物能否纳入伦理学的研究范畴的肯定的态度。作者最后认为耶稣所说的话：“你们要

慈悲，象你们的父慈悲一样”（路 6：36），按照上帝的本性和旧约的背景，我们能推论

出耶稣要求的慈悲，不仅是人类，而且包括驯养动物和野生动物。  

 

 

二、中华生态文化和祖国生态保护 

 
1，《淮南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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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69页） 

 

《淮南子》是有西汉淮南王刘安（公元前 179-122年）组织人共同编写而成，总的

来说为一具有道家精神的哲学著作，流传至今的仅有《内篇》的二十一篇。作者总结了书

中的四方面的生态思想： 

 

第一，继续发扬“道”的观念，推演宇宙变化和万物生成 

“道”生化天地万物，也是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源，所以人要依从道来行使，所

谓“能者有余，拙者不足，顺之者利，逆之者凶。”（《览冥训》），这就是提醒人们要

顺应自然规律。 

 

顺道就要无为，而无为不是消极的，真正的无为是：“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

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

名弗有，非谓其感而不应，攻而不动者。”（《修务训》）。书中阐述道家之无为而无不

为和无为而治的观念：“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所谓无

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原道训》）。可见，《淮南

子》是反对消极的“清静”ˎ “恬淡”，而主张积极的“通而无为”。 

 

《淮南子》以老庄的宇宙生化观为基础，“引入了阴阳理论和‘气’的学说”，其

“突出的贡献是将本体论的道所具有的生成万物的动力机制开显出来”，在具体的开显和

推演的论述中，“已经把当时的生物形态分类学知识与朴素的生物进化观察统一起来”，

发展出一个生物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等到高等的逐步演化发展图谱。” 

 

 

第二，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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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物同源于“道”，万物在天地运行中相通，万物最终又归于“道”，人只是万物

中的一种而已，故而人与万物并无贵贱之别，贵贱只是相对的，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夫

天地运而现通，万物总而为一。……譬吾处于天下也，亦为一物矣。不识天下之以我备物

与？且惟无我而物不无备者乎？然则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与物也，又何以相物

也？”然而，在人与万物自身的具体组成上，还是有贵贱之分的。阴阳之气化生万物，

“蚑行喙息，莫贵于人”（《天文训》），为何人会尊贵呢，因为阴阳二气中的“烦气为

虫，精气为人”（《精神训》），也就是说人是天地精华所形成的，并与天地相通。然

而，人虽然是自然之精，但仍是自然万物中的一份子。笔者认为这种道家自然主义的观念

就抑制了人对于自然高高在上的态度。  

 

 书中讲到要明确区分“天”与人职责的分别，“凡学者能明于天人之分”（《泰族

训》）。这里的“天”就是自然规律及其作为。人不要超越自己的本份，去干予本该是自

然之本性和自然的规律来发挥作用的事情，同时在自己的本份上积极有为。书中还提到以

人为本，尊重生命，看淡身外之物，以及“天人感应”的观念。 

 

 

第三，有关的生态学知识 

 该书研究了“生物与环境中的生态因子的关系”，阐述了“顺天时进行农业生

产”，提出了“地宜ˎ 物宜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从管子，到《吕氏春秋》所论述的“三

才论”的生态系统思想。 

 

 

第四，生态保护思想 

 该书提出的生态保护思想尤为宝贵。首先是提倡生活节俭，适度消费。领导者要做

节俭的榜样，“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俭则民不怨矣。”（《主术

训》）节俭不是吝啬，而是主张适度消费，即要“通乎侈俭之适。”（《齐俗训》）笔者

认为这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节俭不是自然而然就可以形成的，要通过处静修身的人

生修养修为才能达至，所以不仅仅是一个思维知识的理性的问题，更是心灵修为的结果；

二是节俭为首，又平衡以适度消费，这种平衡看问题的观点（在儒家而言就是中庸之

道），是具有理性智慧和实践可行的文明观念；三是在今天的社会中，消费主义肆意横

流，贻害心灵，膨胀贪欲，在整个社会提倡生活节俭具有紧迫的现实意义。其次是反对过

度奢侈而带来的滥用和破坏自然资源。书中提到许多令人发指的“衰世”的破坏生态的作

为，比如“焚烧山林去打猎，烧掉巨大的树木，鼓起风箱吹火来熔化铜铁，铁水奔流”，

“剖开兽胎，杀死幼兽”，“倾覆鸟巢，毁坏鸟卵”，“排干水泽来捕鱼”，结果是“使

得万物都不能繁衍，草木萌芽ˎ 禽鸟孵卵ˎ 兽类怀胎等新生命不能成活的情况有一大

半。”结果就是大自然产生严重的灾害和异变现象。最后是书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思

想，比如书中警示道，“焚林而猎，愈多得兽，后必无兽。……吾岂可以先一时之权，而

后万世之利也哉！”为了保证可持续发展，书中提出要建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制度：一

是不准打猎时捕捉尽兽群，不准排干湖泽来捕鱼，不准烧毁山林来打猎；二是规定“以时

禁发”；三是不准捕杀已经怀孕的和幼小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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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灭绝的不只长江白鲟，在中国，这些物种也已消失……  

 

“中国淡水鱼之王”长江白鲟从 1.5 亿年前的中生代白垩纪一直活到现代，却没能

够跨过 2020，进入新的年代。 

 

据悉，人们上一次发现长江白鲟距今已 16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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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来，长江白鲟始终未在渔民和科学家们的苦苦搜寻中

现身。没人能想到这是人们最后一次发现长江白鲟。失去这一条鱼，也失去了整个白鲟物

种。 

 

在我国，除了长江白鲟，还有以下物种已经灭绝：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www.sohu.com/a/365084922_120005162?spm=smpc.home.cul-

news.1.1578455115207fKqghak&_f=index_culnews_0 

http://www.sohu.com/a/365084922_120005162?spm=smpc.home.cul-news.1.1578455115207fKqghak&_f=index_culnews_0
http://www.sohu.com/a/365084922_120005162?spm=smpc.home.cul-news.1.1578455115207fKqghak&_f=index_culnews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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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态环境现状及生态保护（政策ˎ组织ˎ行动等） 
 

1，世界经济论坛报告：未来 10 年全球五大风险，全和环境相关 

 

 
 

世界经济论坛在 15 日发布的《2020 全球风险报告》（下称“报告”）中称，经济

及政治极化将在今年加剧，各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世界各国领导人、企业界及政

策制定者之间的通力合作，阻止对气候、环境、公共健康及技术体系的严重威胁。 

报告认为，这说明世界不能坐等地缘政治无序状态的迷雾自动散去，“显然需要采取多个

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的方式降低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次调查的 10 年展望内容中，按照概率排序的全球五大风险全

部为环境风险，为历年来首次。这五大风险包括，带来财产损失、基础设施损失及人命丧

失等重大损害的极端气候事件；政府及企业采取的气候变化缓和与调整措施的失败；人为

环境破坏及灾难，包括环境犯罪，如土壤破坏及放射性污染；将对环境带来不可逆后果的

主要生物多样性损失及生态系统崩溃；导致人类及工业资源的严重枯竭以及地震、海啸、

火山喷发及地磁暴等主要自然灾害。 

 

世界经济论坛总裁博格·布伦德（Borge Brende）表示:“政治前景被极化，海平

面正在上升，气候诱发的火灾正在燃烧。这是世界各国领导人必须与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修

补、恢复我们的合作体系的一年，不仅仅是针对短期利益，而且是为了解决我们面对的深

层风险。”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xw.qq.com/cmsid/20200115A0MGKS00?f=newdc 

 

 

 

https://xw.qq.com/cmsid/20200115A0MGKS00?f=newdc


10 
 

2，联合国警告：1000 亿只蝗虫肆虐巴基斯坦，很可能蔓延到印度中国  

 

蝗灾是一种古老的自然灾害，一般出现在大旱天气之后。进入现代社会，蝗灾似乎

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 2020年这个开局，想到想不到的灾害都过来了。前段时

间，东非就爆发了历史罕见的大蝗灾，而按照最新的观测数据，非洲蝗灾已经越过印度

洋，一路席卷来到了亚洲，目前“先头部队”已经抵达了巴基斯坦。如果巴基斯坦一旦失

守，未来遭殃的可能会是我们。 

 

 

 
这起蝗灾的规模已经堪称世界罕见。按照生物学家的卫星监控数据，目前从东非席

卷而出的蝗虫数量依然源源不断，保守估计蝗虫数量已经达到上千亿只，总重量超过了十

万吨。这些蝗虫分成了一个有一个大型“兵团”，一个蝗虫群的长度就可以达到 60公里

宽，40公里长，每天可以前进 90英里，所到之处能吃的东西会全部吃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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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sohu.com/a/372930414_448414?spm=smpc.home.travel-

news.1.1581654565013PyI8Kzk&_f=index_travelnews_0 

 

3，病毒、大火、蝗灾……罪魁祸首都是全球变暖  

 

导读：文中提到近期在全世界发生的新冠病毒疫情、澳洲大火宰、美国大流感、非

洲尼日利亚拉沙热疫情、东非蝗灾等一个有一个的坏消息。而又一个看起来不引人注目的

坏消息又来了：2020 年 1月，南极气温首破 20摄氏度！文中提出这个个灾难事件，和全

球气候变暖都有关系，它影响了地球整个生物圈，“全球气候变暖，给病毒提供了适宜的

传播环境，反季节的降雨和干旱则直接带来了大火和蝗灾。地球这个精密的生态系统，任

何一个小小环节的崩坏，后果都很难说。”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sohu.com/a/374061942_114930?spm=smpc.home.travel- 

news.6.1582047201890dQf4Alb&_f=index_travelnews_5 

 

 

 

四、基督教和教会参与关爱自然的活动 

 
Blessing the Butterflies 祝福蝴蝶 

 

This content, including photographs except as noted, was contributed by Fawn Palmer of 

Churchville Presbyterian Church, an Earth Care Congregation in Maryland. 

https://www.sohu.com/a/372930414_448414?spm=smpc.home.travel-news.1.1581654565013PyI8Kzk&_f=index_travelnews_0
https://www.sohu.com/a/372930414_448414?spm=smpc.home.travel-news.1.1581654565013PyI8Kzk&_f=index_travelnews_0
https://www.sohu.com/a/374061942_114930?spm=smpc.home.travel-%20news.6.1582047201890dQf4Alb&_f=index_travelnews_5
https://www.sohu.com/a/374061942_114930?spm=smpc.home.travel-%20news.6.1582047201890dQf4Alb&_f=index_travelnews_5
https://www.presbyterianmission.org/ministries/environment/earth-care-congregations/


12 
 

本文的内容，包括相片，除了被提示的，都是马里兰的一个大地关怀教会，Churchville 长
老教会的 Fawn Palmer 所提供。 

 

 
 

Photo courtesy of Mary Westervelt from Nature that Nurtures 

 

Butterflies are God’s confetti, thrown upon the Earth in celebration of…love.   

 –K. D’Angelo 

（蝴蝶是上帝的五彩纸片，在庆祝爱中被抛洒在地球之上） 

 

A crowd of 50 recently gathered at our church’s Fall Heritage/Family Festival. We tagged six, 

wild-caught Monarchs at the Pollinators Garden during the festival. 

……  
 

 
 

……  

Butterflies have often been a symbol of faith. Just like Monarchs go through various 

transformations and rebirth, in their journey home, so do we. We are not the same people we 

were when we first cried out at our birth. We are changed and reformed. With each new 

transformation, God makes us into a new being. By the time we make it Home with God, we will 

be new creations – beautiful and fit for the Kingdom of God.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presbyterianmission.org/eco-journey/2019/11/18/butterfly-blessing/ 
 

 

 

https://www.presbyterianmission.org/eco-journey/2019/06/20/nature-that-nurtures/
https://www.presbyterianmission.org/eco-journey/2019/11/18/butterfly-bl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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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热爱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分享 

 
几位基督徒姊妹创办的“大自然儿童”机构（上）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

（太 19：14） 

 

圣经告诉我们，人的身体是用尘土造的（创 2：7），并从大自然得着生存的资源

和供应（创 1：29），人被上帝托付“大自然管理者”的工作（创 1：26；诗 8：6-8），

死后也要归回尘土（创 3：19下）。人与大自然从起初就有本源和密不可分的伙伴关系

（创 2：5）。人和大自然都是上帝美好的创造（创 1：31上），也只有一起才构成上帝

完全的创造（创 2：1）。人远离大自然和其他受造物并非创造主的心意。 

 

笔者和三位基督徒姊妹于 2015年创办了“大自然儿童”，希望成为大自然和孩子

之间的桥樑。我们的梦想是透过简单有趣的大自然活动，让不管是住在城市或住在郊区的

小孩子，与大自然联接，拥有一个充满大自然的童年，身心灵能够常常“浸”在大自然

中，在当中探索ˎ 玩耍ˎ 学习ˎ 成长；也希望培养孩子们从小有一颗爱大自然的心，在其中

与创造主相遇，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我们深信大自然对人的身心灵及社区的发展有全面的益处，幼儿和儿童在成长过程

中需要经常接触大自然，才能够健康ˎ 平衡地成长。在活动中，我们多引导ˎ 操练他们以

五官认识环境，并且看到自己身处丰富之中，从而学习以感恩ˎ 友善的态度对待其他生

命。 

电视上每年都会报道新年出生的首名婴儿，当父母接受采访时，他们的心愿都是希

望孩子健康快乐地长大。拥有快乐的童年，身心灵健康成长，相信是每位父母对子女真诚

的愿望，也是创造主的心意，而这份心意早已存在于祂的创造中。大自然里面没有标价，

带了钱也买不到什么，但是那里有金钱换不到的丰富，蕴含无数有趣的生命，小孩子可以

在那儿独自观察并惊喜一番，也可以一群小朋友一起分享ˎ 发现。 
 

（以上摘自：门海力，《大自然中的儿童》，《起初---关爱受造世界》，Bereshith 主编（香港：德慧文

化图书有限公司，2018 年版），第 14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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