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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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上帝是慈爱的主！祂的慈绳爱索牵着祂的仆人，引导着这个小小的刊物，走过

了一周年的历程。回首过去的一年，孩子都是感恩！一年前开始的时候，只是有信靠祂的

心，要跨过“约旦河”，但在河中间和河那边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不清楚的。刊物最先发给
几十个人，主内朋友、牧者、神学生、弟兄姊妹还有家人亲戚，盼望大家能听到感到“一
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 8：22），看到今日大地被压榨、玷污的可
怕境况；体会圣经中启示的三一上帝对于祂所创造的大地自然的慈爱；相信靠救赎的主可

以医治弥合我们与自然的疏离破裂的关系；也学习亲近自然、热爱自然、尊重自然，帮助

我们建立健康的生态环保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按主在创世时的命令，成为大地的慈爱的智

慧的好管家，践行整全的福音。一年中，有的时候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周围的华人教会

和基督徒好像对关爱大地的使命还是陌生的，对圣经生态观了解和理解还是甚少。这时，

就有心情的波动，有时甚至有一份苦涩，迷茫，加之自己身体的软弱，学业的不顺，有时

候心灵极度软弱；去年年底，原来的双周刊也改为月刊了。 

然而，主的作为是奇妙的！祂本来就是“奇妙的策士、全能的上帝、永恒的父、和
平的君。”（赛 9：6）圣灵奇妙做工，好像“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细想一年以来： 

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祷告群的祷告伙伴们，愿意为刊物向主祷告，而且在微信群

里分享生态神学、生态文化、各种和生态环保有关的事情，他们写的文字和发的帖子，给

刊物提供了许多宝贝的“粮食”，他们对生态神学和关爱大地的不断增长的热情，不断地激
励编者。群里也有新的朋友加入，他们是热爱生态神学，热爱上帝所造的受造大自然的同

道者。一年中，他们有人有了孩子。今年，他们中有四位神学毕业，其中一位继续深造攻

读神学博士，其余已找到和正在找事奉的教会，愿主帮助他们未来的事奉和学习。 

几位来自不同教会弟兄开始了关爱自然读书群，其中除了编者外，其余的弟兄都没

有系统读过神学。我们读的第一本书是 Howard A. Snyder和 Joel Scandrett写的生态神学
的书籍 Salvation Means Creation Healed: The Ecology of Sin and Grace。大家对这本难度颇
大的书愿意蚂蚁啃骨头。自己学，在读书上给孩子做榜样；大家定期讨论，业余学神学，

愿意做有见识的关爱大地生态者。更感恩的是，读书群弟兄们愿意为刊物和编者代祷。 

一些读者朋友，时而把他们对生态神学、生态文化的学习，对于大自然的新的体

验，以及相关的文章，与编者交流，或者放在朋友群里。大家对于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的

关切的加深是明显的。一位老友热爱大自然，常拍花鸟植物、苍茫天地、湖水小溪的美

景，其中一些美照给杂志使用。人的身心灵进入到大自然之中，就生动而活泼，水泥柱群

里、荧光屏幕前的都市干瘪生命就被滋润了。 



 
 

2 

许多读者朋友和牧者同道表现出对刊物，或通过刊物或与编者的交流，表现出对于

生态神学和关爱大地的关切。编者在一些教会讲道，以圣经生态神学经文为主题内容，一

些牧者、弟兄姊妹表达了他们的兴趣和关注，有一次，一个教会的一位香港背景的弟兄听

了讲道后，对编者说：牧师，我在教会负责准备崇拜完后的茶点中的杯子，我买的杯子是

很小的，就是要不浪费资源。一些弟兄姊妹对编者提倡在餐馆中吃饭节约用纸的“两张纸
运动”，给与非常积极的回应。一位旧约神学的资深教授与编者谈及旧约中涉及生态神学
的书籍，编者也将刊物发给了他。母校让编者去讲创造神学和生态神学一堂课，课堂上大

家有较好的交流互动。编者聚会的教会的传道鼓励自己继续研究和介绍生态神学。一位在

多伦多大学做研究的学者建议刊物在多伦多正式注册和在国内用微信公众号发刊。一位国

内的牧者对其中三期的内容中的错误用字词等，逐一给编者指出，编者感觉到极大的鼓励

和温暖，而且依此改正之。一位祷告伙伴在写作神学的学期论文时，用了创造神学包含着

生态神学内容的题目。一些读者朋友询问刊物中的有关内容。一些朋友慷慨地将刊物转给

自己的朋友群，等等。  

编者也和热爱中华生态文化和祖国生态现状的朋友们喜悦交流，他们对传统生态文

化的尊重和学识，以及爱恋中华大地山水的情感，感动编者，影响小刊。 

刊物的发送范围也扩大了。在多伦多，随着小刊最初发出的正面信息回馈，编辑的

成型和稳定，发行的面扩大了。在国内，一位编者非常尊重的牧者介绍自己加入国内的一

个牧者同道群，有一次鼓励编者简介生态神学，编者也开始在群中发出小刊，并和牧长同

道们交流。 

编者的亲人们一直默默站在自己的旁边，他们的话不多，用关爱的行动来鼓励。特

别是太太的支持，她几乎包揽了家务事，使得编者可以读神学，每月编这个小刊和给《号

角月报》写稿子，在教会作不同的事奉，调节多病的身体等。“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
的；惟有贤慧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箴言 19：14） 

数算小刊发行一年来的感恩事项，还可以列出许多。编者也在这里分享对于生态神

学方面的一些思想： 

第一，生态神学所关注的大地关怀，不仅是生态环保，它还是整全福音福音的一个

组成部分（关于整全福音，见总一期）。整全福音的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配搭的，而不是

相互矛盾和对立的。 

第二，上帝的救赎，不是最终把人的灵魂提到天上，救赎仅限于信主的人，而是新

天新地降在地上，包括对于大地万物的最终医治和拯救（罗 8：18-23；弗 1：10；西 1：
20等）。 

第三，上帝在创世记给人类颁布了关爱大地的管家使命（创 1：28，2：15）。所
以关爱大地是上帝给我们的使命，而不仅是可有可无的一个爱心或伦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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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上帝给人以大地管家的使命，并不表明人在大自然面前高高在上，有主宰的

权利，自然只是客体，只有利用的价值，这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人和自然都是上帝的

受造物，人在上帝的创造共同体(community of creation)中只是一个参与者，依赖于自然的
供应；上帝维护供应整个共同体和其中的每一个体，而不仅仅是人；其它受造物有上帝赐

给它们的存在或生命权利；它们有自身的独特价值和美，而不是只是使用价值；每个生命

个体是自己自身的主体；每个个体和整个生态环境有上帝所放置的自身的内在规律和宇宙

秩序；所以人只是管家，他/她在效法上帝的爱，体贴上帝的心意，尊重自然的规律和万
物的主体性的基础上，为了大地万物的益处，而不仅是自己的好处的基础上，来作一个

“受造伙伴”的管家，这是生态神学的上帝中心主义观。  

第五，生态公义将伦理范围扩至到大地和其它生命。“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
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
（弥迦书 6：8）基督教的公义要延申到非人类的受造物——大地和在其中的每个个体
上。今天的人类，由于个人的罪和社会群体的罪的原因，以无数的不公义的行动，压迫、

玷污、破坏上帝创造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个体，集中表现在废气排放，造成气候变暖、南北

极地和世界其它山脉的冰川融化、环境污染、对海洋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和水资源质量的大

幅度下降、森林砍伐和火灾、土地退化和沙漠化、人类的快速增长和无节制的消费主义、

巨大的食品和其它物品浪费、物种消失、残酷虐待其它活物，等等方面，罄竹难书！圣经

生态神学，根本上就是让上帝的儿女自省，认罪，悔改，开始践行生态公义。 
 
第六，生态公义又是和环境公义，以及其它公义紧密相联的。世界上的环境污染，

对于贫穷国家、地区和人民的影响最大，发达国家和富裕阶层将许多破坏生态环境的项目

和事情，甚至是垃圾，直接向贫穷弱势人民生活的地方转移，这就是破坏环境公义。基督

徒要警惕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按旧约中要求怜悯弱者的教训和新约中基督的牺牲精神

来践行环境公义。  
 
第七，生态神学不仅仅是公共神学而已，它从历史神学、圣经神学、系统神学、实

践神学各个方面中，来反思、提炼、组合。比如系统神学，在上帝论、创造论、人论、基

督论、圣灵论、救恩论、末世论、教会论等中间，无不包含着生态神学的内容。它的核心

是一套神学体系的构建，而不是外在交流的平台。 
 
第八，圣经生态神学呼唤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基督徒。科学研究数据表明，近一百年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特别是负面的破坏和压力，带来的后果，超过过去的千年。我们

唯一的地球，突然变得那么脆弱了！所以，上世纪 60年代开始的生态神学，是在面对过
去从来没有遇到的外在环境的情形下产生的。生态神学家们开始特别学习圣经中上帝与自

然，人与自然的启示，神学研究硕果丰盛，这是过去两千年基督教神学史上没有的，从历

史神学研究中就可以清楚看到这点。上帝的启示永远立定在天，但今天的基督徒发现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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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没有看到的许多宝藏。所以，我们尊重和继承属灵传统，但我们的永活的上帝，无限丰

富的圣经，又让基督徒不固步自封，心意更新而变化，在生态神学这个新的神学领域上去

勇敢探求。 
 

第九，圣经生态神学不仅是理论而已，它让上帝的儿女去实践。首先是在个人的生

活方式上，单独的个人，在家庭中，在教育儿女上，去实践关爱自然的生活；其次，在社

区中，社会生活中，作光作盐，让别人看到我们是关心生态环境的人；再次，关注政府的

政策、法规，呼喊和助力于生态公义和环境公义；最后，鼓励在教会推动关爱大地事工，

传整全的福音，践行宣教使命。我们要竭力做完全人，关爱大地，爱上帝爱人，传整全的

福音。 

第十，关爱大地，保护生态环境上的合作态度和行动。上帝在创世记中向具有祂的

形象和样式的人颁布了关爱大地的管家使命，这是对每个人的。人犯罪堕落后，其上帝的

形象受到破坏，但没有消灭（创 5：3，9：6），所以，今天每个人都客观上肩负着关爱
大地的管家使命。基督徒是主所救赎的人，不但要主动关爱大地，而且要与其它文化中的

生态思想对话，与一切关心生态环保的朋友合作，践行上帝赋予的使命。 

在小刊将要进入到第二个年头之际，愿主继续坚固，让它成为铺路的小石。在小刊

的内容方面，编者和一些祷告伙伴们商量，将逐步编辑一个适合北美环境的“个人和家庭
生态环保生活指引”，帮助读者个人、家人特别是儿女，培养简朴、节俭、谦卑、亲近自
然的生活习惯方式，抵制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影响；并将“指引”放在小刊中，不断征求
建议，不断完善。在作光作盐上，一些祷告伙伴商量，将组织几个家庭一组，带领青少年

和高童儿女，定期参加认识自然和关爱自然的活动，比如定期在附近社区公园清理垃圾，

参加生态环保夏令营，参加观鸟观植物的活动。在与教会交流上，盼望有教会愿意和小刊

联系，商议在教会里教导关爱大地使命。 

 

我们向主祈求，提出近期祷告事项（6月 1日 - 6月 30日）： 

第一，求圣灵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为小刊祷告，我们的祷告群和读书群有新的弟兄姊

妹加入。 
第二，求圣灵感动多一些朋友愿意为小刊贡献稿件。 
第三，求圣灵感动读者朋友对小刊多提建议和改进意见。 
第四，求圣灵感动对小刊有特别感动的愿意帮助小刊编辑的朋友，参与协助编辑工作，改

变目前只有一位编辑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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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圣经的话语和生态神学观 
 
编者语： 

上帝的慈言爱语和圣灵向风一般的吹拂，使得爱祂的仆人看到了天父对祂所创造的

大自然的深切之爱，陈黎弟兄就是这样的一位。 
 
编者认识弟兄多年，以前在一个教会里敬拜上帝，结下了深厚的主内情谊。弟兄不

仅在教会里的主日学和小组等事工中参与，而且在神学上蒙主的厚爱拣选，在旧约希伯来

圣经诠释等方面，潜心学习，稳步前行，默默积累。今年神学硕士毕业后，被麦克马斯特

神学院(McMaster Divinity College)录取，攻读旧约哲学博士，师从知名旧约学者Mark 
Boda教授，这是他服事主道路上的新起点。   

 
编者感觉陈弟兄为人谦虚，心里干净，又乐于和人交流，学神学的朋友们和青年基

督徒们特别愿意和他讨论切磋，所以很愿意向他请教圣经和神学方面的问题。他的太太也

很支持他事奉主，是他的坚强后盾。几年前，编者将上帝对于祂的受造自然的爱、整全福

音、生态神学等方面学习的感受与弟兄分享，逐步得到他的共鸣。去年他和一些弟兄姊妹

又愿意为这个小小的刊物的创办和发展，以及编者本人来代祷，从此，我们就成了践行圣

经关爱大地祷告群的祷告伙伴，成为了学习整全福音和生态神学的知音。时至上帝怜悯这

小小刊物发行一周年之际，编者特别邀请弟兄为周年刊撰稿，听他给我们讲述天父关爱这

自然生命的情感故事，分享他对于生态神学的仔细思想。 

 
 

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 
——谈谈旧约中的生态和动物保护观念 

 
陈黎 

 
因为民族长期的放牧生活，旧约圣经的初代读者非常熟悉野生动物和牲畜。各类牲

畜不仅构成了他们的生产资料和重要家庭资产，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伙伴；而各类野生动物

则是他们在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虽大多数可以和平相处，但其中的猛兽却需要小心防范。

旧约律法教导以色列人如何有恩慈地对待动物，避免它们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和折磨。然

而，因人的罪产生的自私和贪欲，现代社会对待动物的方式往往充斥着不人道和残忍。在

某些地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牲畜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并且在屠宰前要经历许多痛

苦和折磨。这些都与圣经教导我们要善待动物，尊重生命的原则相违背，也与神创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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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使我们人类管理和治理被造世界（创世纪 1:28）的使命相违背。就让我们从旧约圣
经的角度，看看律法、先知和著作1是如何看待生态和动物保护问题的。 
 

一、关心动物福祉 
 
旧约律法规定人们有责任对处于困境的动物施以援手，即使其主人是自己的仇敌或

所恨之人。这显然不是为了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关爱动物所制定的律法。一个人不能“路
过”一只处于困境的动物而无动于衷：“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失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
他。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驴主一同抬开重驮。”（出埃
及记 23:4-5） 

 
十诫特别提到牲畜不能在安息日工作：“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

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出埃及记 20:10）在随后的出埃及记二十三章中，神再次重申这一保护动物的法令：“六
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使牛、驴可以歇息…。”（出埃及记 23:12）神使动物与人一
样每周得享歇息，可以从一周工作的疲劳中恢复，显明神对祂所创造的一切生命存有怜悯

关爱之心。并且，神规定每个第七年要让以色列人的土地、葡萄园和橄榄园得以歇息（出

埃及记 23:11）。在第七年休耕的地和果园中自然生长的东西，除了留给自己、仆人和工
人外，“也要给你的牲畜和你地上的走兽当食物。”（利未记 25:4-7）在旧约律法中，即使
是那些不能给人带来直接利益（甚至有时会损害人的利益）的田野走兽，神都没有忘记它

们的福祉，为它们提供所需的食物。 
 
旧约律法看重动物作为生命的个体价值，更看重背后神所设立的生命关系。五经中

多次特别强调“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出埃及记 23:19, 34:26; 申命记 14:21）
有学者认为这不仅是基于对动物的怜悯，其中对母亲奶的强调，亦是强调神所设立的亲子

关系的神圣性。因为动物也存在父母与子女间的爱的关系，需要被尊重和爱护，不可肆意

以不符合伦常的方式践踏，藐视背后创造并制定生命次序的神。前几年曾看到新闻，一女

子为泄私愤，竟然当着母猫的面将其小猫用高跟鞋踩死，这与圣经教导的爱护动物、尊重

神设立的生命关系，是何等地反差！ 
 
旧约律法也禁止以缺乏尊重的方式对待动物。律法对这方面的规定并非仅是一个抽

象的概念，而是细致地落实到以色列人的生活场景。比如，不可阻止牛在工作时吃东西，

因为那是做工的牛该得的。申命记规定：“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申

 
1 基督教的旧约圣经原文即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Tanakh)，其分为三个部分：律法(Torah)、先知(Nevi’im)与
著作(Ketuvim)。路加福音 24:44 中主耶稣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其意即是用三部

分中最显著的来指整本旧约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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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记 25:4）此外，律法亦规定：“不可并用牛，驴耕地。”（申命记 22:10）将不同大小和
力量的动物搭配工作，可能会给它们中较弱的一方带来压力，这也被视为缺乏怜悯。 

 
总而言之，旧约律法处处旨在减少动物不必要的痛苦，爱护动物，使其可以有尊严

地生活。这本是人的职责，无奈人类的自私使得动物和大自然被折腾得不得安宁。无怪乎

神要藉着病毒的肆虐来关停人类世界的运作，好让祂所造的万物可以从人类的强暴和掠夺

中透一口气。 
 

二、反映个人品质 
 
箴言 12:10说：“ 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这一节经文显示

了圣经将人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类型——一种是“义人”，他们真心地关爱自己的牲畜；另
一种则是“恶人”，他们对待动物的方式，自以为已经足够有怜悯，但实际上却还是透露着
残忍。 

 
利百加在井边的故事也从侧面强调了仁慈对待动物的重要性，因为这反映出个人的

品质。在这个叙述中，亚伯拉罕派他信任的仆人去为他的儿子以撒寻找一个合适的妻子。

仆人选择利百加是因为她表现出善良的性情，不仅为他，也为他的骆驼打水（创世记

24:19）。与之对比的是，当雅各召集他的十二个儿子，预言他们将来的命运时，西缅和
利未受到咒诅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在残忍对待牲畜中所流露出的残暴性情：

“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创世纪 49:6b） 
 
三、与动物和平相处 
 
诗篇中写道，神的善良和怜悯不仅仅是为人类存留的，而是延伸到神的所有被造

物。诗人赞美神说： 
 

你的公义好像高山。 
你的判断如同深渊。 
耶和华阿，人民牲畜，你都救护。 
神阿，你的慈爱何其宝贵！ 
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 
                                             （诗篇 36:6-7） 

诗篇 145篇重申了神对所有被造生命的关爱： 
 

耶和华善待万民， 
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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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张手， 
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 

                                                               （诗篇 145:9, 16） 
同样，神对约拿解释为什么不毁灭尼尼微，也反映了神对动物的关切：“何况这尼

尼微大城…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约拿书 4:11）  
 

神不止顾念祂所创造的这些动物，更应许要在末后与它们立约，使它们与人类的关

系恢复到创造时候的和谐美好，不再有互相的伤害和敌对。祂说：“ 当那日，我必为我的
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争

战，使他们安然躺卧。”（何西阿书 2:18） 
 
有人可能认为大洪水后神允许人类吃动物，因而人类有权随心所欲地主宰动物的生

命。然而，食用动物是伴随着诅咒而来的——与之前在伊甸园中人类和动物和谐相处相
反，现在“凡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创世纪 9:2）原初的
那种生命间的美好关系被打破了，尽管这不在神的创造心意内，但在纵容全地的罪恶和忍

受洪水审判后带来的不完美生命关系这两者间，神选择了后者。尽管如此，神没有放弃祂

所造的，而选择主动委身于这个不完美的世界，说：“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
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创世纪 8:22）祂虽然允许人食用动物，但是也以吃血的禁令
限制人的权限（创世纪 9:4），以免人因对其他生命的主宰意识而过于自我膨胀，践踏动
物生命，忘记了神才是对一切生命拥有所有权的那位。 

 
神更与挪亚和他的后裔，以及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生命，以彩虹为记号立永约，不再

用洪水毁灭他们，也不再用洪水毁坏大自然（创世纪 9:8-17）。祂定意与罪恶中的人类同
行，施行拯救，直到万物被更新，生命间不再弱肉强食，世界被恢复到创造时的样子。没

有谁比以赛亚先知更精彩地描绘那个和平世界的美丽场景了：“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
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

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虺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

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以赛亚书 11:6-8） 
 
四、律法中的生态信息 
 
人类作为神所设立的管家，需尊重并保护神所创造的大自然，这是人类需负起的神

圣义务。可惜的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违背了这个作为神的管家的呼召——我们虐待虐杀
蓄养动物/宠物、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污染土地、水和空气——我们肆意地开采和毁坏
神所创造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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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记 23:13-15或许是世界上第一个环保条例，它规定以色列人要对粪便进行处
理，以免污染土地。在耶利米书中，神用大自然被严重破坏的画面来警告祂的百姓那将要

临到他们的审判：“我要为山岭哭泣悲哀，为旷野的草场扬声哀号。因为都已干焦，甚至
无人经过。人也听不见牲畜鸣叫，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都已逃去。”（耶利米书
9:10） 

 
旧约律法也特别重视对自然资源的保养，禁止掠夺式开采。当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

地时，他们被命令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种果树，并且要允许果树自然生长三年，将第四年所

结的果子献给神，从第五年起方可以吃树上所结的果子。律法禁止以色列人因贪婪而向大

自然无度地索取，让树木得以有生长健固的时间，则大自然的回赠也会更多，“好叫树给
你们结果子更多。”（利未记 19:23-25）神提醒以色列人应该尊重土地，尊重大自然，管
理好大自然，提醒他们不要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祂吩咐以色列人每个第七年要让土地休养

生息: “第七年，地要守圣安息，就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不可耕种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
园。”（利未记 25:4）不仅如此，律法更包含了一条引人注目的自然保护条例：禁止在战
争中毁坏果树，“因为你可以吃那树上的果子，不可砍伐…惟独你所知道不是结果子的树
木可以毁坏，砍伐，用以修筑营垒…。”（申命记 20:19-20）旧约律法对保护及合理利用
自然资源有如此细致的规定，令人惊叹。 

 
五、神喜悦一切所造的 
 
在创造过程中，神特别使一切动植物都“各从其类”。神赐福给它们，命令它们要滋

生繁多，并反复描述它们的被造是“好的”。神创造的生命——天上、水中和地上的一切动
物——本身也都是“好的”（创世纪 1:21，25）。当神回顾整个创造时，祂宣布“一切所造
的都甚好”（创世纪 1:31），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充满生命的世界。 

 
诗篇 104篇用极美的语言描绘了神创造的“各从其类”，赞美神丰富供应所有被造生

命。不仅如此，诗篇更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一个处处反映神创

造并以大能维系的美妙大自然: 
 

耶和华阿，你所造的何其多， 
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 
遍地满了你的丰富。 
那里有海，又大又广。 
其中有无数的动物， 
大小活物都有。 
那里有船行走， 



 
 

10 

有你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 
这都仰望你按时给它食物。 
你给它们，它们便拾起来； 
你张手，它们饱得美食。 
你掩面，它们便惊惶。 
你收回它们的气，它们就死亡，归于尘土。 
你发出你的灵，它们便受造； 
你使地面更换为新。 
愿耶和华的荣耀存到永远！ 
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 

                                                        （诗篇 104:24-31） 
与神的创造相呼应的是，在申命记中，摩西将应许之地亦描绘为一个理想的生态天

堂。那里的环境富饶、多样又美丽，像极了那原初神创造的大自然，令人心驰神往：“因
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中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

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
（申命记 8:7-9）神对以色列百姓的救恩和赐福，和一个和谐美好的大自然紧密联系。因
为人生活于这个被造的自然世界，只有和自然和谐共处，才能真正享受神的祝福。 
 

总结与反思 
 

旧约的律法、先知和著作无不在向我们传达一个重要的信息：神看重祂所创造的一

切，包括大自然和其中所有的生命。人类被赋予“治理”和“管理”神所创造大自然的职责和
权柄，这本是一份荣耀和祝福，因神喜悦祂所造的。作为神的管家，人类应该如同创造主

那样喜悦、顾惜和保养这个美妙的大自然和其中一切的生命，欣赏神创造之美。然而可惜

的是，今天的人类并不是这样去履行自己在神面前的职责。相反，污染和过度开采导致的

环境问题屡见不鲜，为发泄一己私欲而虐待动物的丑闻时常有闻，因为人类经济活动而濒

临或已经灭绝的动物比比皆是。在痛惜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的之时，笔者呼吁，作为神的

儿女，我们需要好好祷告和反思，可以为这个天父的世界做些什么？ 
 
 
 
 

作者介绍：出生浙江，比利时鲁汶大学文化人类学硕士。2014 年蒙召，分别获加

拿大华人神学院道学硕士、天道神学院旧约神学硕士，并继续攻读旧约哲学博

士。对旧约的教导和研究特别有负担，愿景是将圣经研究与牧会和教导结合。 
研究兴趣：希伯来圣经诠释、古代近东与以色列、摩西五经、先知书与智慧文

学、语言学与圣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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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生态文化和祖国生态保护 
 

“类无贵贱”，尊重自然 
读《列子》有感（下） 

 
权陈 

 
世界经济论坛在 15日发布的《2020全球风险报告》中，展望未来 10年的全球五大

风险，它们全部为环境风险，这为历年来首次。2 一位记者在“病毒、大火、蝗灾……罪
魁祸首都是全球变暖”一文中，提出去年 9 月份起到今年 3 月份，世界各地产生的各样大
的天灾，都是和全球变暖有极大关系的。3 人类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及行为，带来了全球性
的巨大生态环境的大破坏。21 世纪的人，如能关注和参与生态环保，就是保持了基本良
知和文明。其实在古代先人的著作中，不乏生态文化思想，笔者读《列子》，发现其中有

十几个和生态文化有关的观念，真是感叹先祖的洞见，现分享一二感受，盼望古为今用，

启发今人。 
 
庄子在《齐物论》中提出万物“齐一”观，“齐”就是平等的意思。强调人与天地万物

的同质共同性、整体性，肯定了每一物有自己存在的独特权利、价值和地位，指出人不是

大自然的主宰。他的思想是根本否定人类中心主义的。其实，比他早了大约一百年前的列

子，就有了这样的思想。《列子ˑ说符》讲了一个故事：齐国的权臣田氏在庭堂祭祀祖

先，客人有上千人。其中有献鱼和大雁的人，田氏视之，感叹道：上天对于人民多么宽厚

啊！它繁殖五谷，生养鱼鸟，以供人民享用。众客人听了他的话后，齐声复和如回音一

般。然而这时，在座的一位鲍家的十二岁的孩子，进言道：不像您所言，天地万物与人共

同生存，只是类别不同而已。类与类之间并无贵贱分别，“类无贵贱”，而只是以个头大小
和智力高低互相制约，更迭相食；并非有谁为谁而生之理。人获取可以吃的而吃，难道这

些吃的东西是上天给人准备的吗？而且蚊虫叮咬人，虎狼吃人，难道也是上天生养人是为

了它们来吸人血吃人肉吗？ 
 
这个故事中的“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无贵贱”，就表明了人与自然物只是类别不

同，并无贵贱差别，批评人是大自然的主宰者的“齐一”观。它包含着一种环境伦理思想，
即“我们应平等地对待其他物种，并珍惜自然界中的一切，切勿利用人类的强势地位而不

计后果地索取。”4 “齐一”观在全书中有多方面的发挥扩展。《杨朱》篇中记载杨朱的宣

 
2 参见：https://xw.qq.com/cmsid/20200115A0MGKS00?f=newdc。 
3 参见：https://www.sohu.com/a/374061942_114930?spm=smpc.home.travel- 
news.6.1582047201890dQf4Alb&_f=index_travelnews_5。 
4 参见：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7%E5%AD%90/190377?fr=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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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然而万物，齐生齐死，齐贤齐愚，齐贵齐贱。”他主要是从万物皆死，人要享受今生

的快乐来谈齐一。书中多处把人和动物作比较。《黄帝》篇中写道：“而人未必无兽
心。……而禽兽未必无人心。”引出的观念是人其实可以和动物交流的，因为“心”有相通
之处。该篇中还写了一个故事，周宣王文的牧正手下有一个善于驯养野生动物的梁鸯，他

在庭院里驯养动物，其中有老虎、豺狼、雕鹰、鹗鸟等食肉猛兽猛禽，但彼此却相安无

事。这其中的奥秘就是他按动物的习性来对待之，也就是顺应自然的一种态度，“要尊
重、顺应自然界万物的物性，不违逆自然之道，自然也将与之和谐相处。”5  其实这个故
事的结尾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梁鸯说当他对于园中的飞禽走兽完全自然地相处，而不是刻

意地逆顺它们的本性时，它们就看待他如同他们的同类一样。这表明动物也能在一定条件

下“齐物”，把人看成好似它们的同类一般。 
 
《列子》并不是没有看到人与自然和动物的差异。《杨朱》篇提出：“人之所以贵

于禽兽者，智虑。智虑之所将者，礼义。礼义成，则名位至矣。若触情而动，耽于嗜欲，

则性命危矣。子纳侨之言，则朝肾海而夕食禄矣。” 人比禽兽尊贵，因为人有智慧思虑；

而它们所依据的是礼义。显然，这里指出人对于动物来说有独特的理性能力和道德伦理本

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是比动物更加贵重的。然而，没有将这种分别视为人对自然的

主宰，反而强调与之和谐的关系。杨朱说：智慧高贵在于使人能保全自身，但人特别的力

量之所以卑贱，在于它能使得我们侵害外在之物，他甚至反对人把外物占为私有。这都表

现出对于自然和其它生灵个体的尊重。 
 
《圣经》启示人与自然都是天父上帝所造，从来源上都是被造物，上帝才是他们的

创造主。上帝创造的自然与人类，目地是为了荣耀祂，而不是高抬人自身。在宇宙和大地

的生态社区中，上帝才是中心，而不是人是中心，人要学习敬畏造物主，也在大自然面前

谦虚。人有物质的身体，这点和自然物一样。不过只有人有上帝的形像和样式（《创世

记》1：26），上帝委托人做祂的大地管家，人要做符合天父心意的好管家，而不是贪婪

的攫取者和压迫者。 
 
 
 

 
该文已刊载于： 

《号角月报》（加东版），文化绿洲之“读书感悟”专栏，2020 年 6月刊。 

 
 
 

 

 
5 参见：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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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陈玮：建议制定法律禁止所有人虐待、食用猫狗 

编者语： 

请读者朋友们，考虑关注政府的政策、法规，呼喊和助力于生态公义和环境公义，按自己

的认识和感动来思想这类提案，决定是否支持的行动。 

针对不文明养犬、偷盗毒杀猫狗肉产业链等问题，全国人大代表陈玮提出了关于制

定《伴侣动物保护和管理法》的议案： 
①要求猫、犬的所有人负起责任，严惩不文明养犬行为； 
②禁止所有人虐待、食用猫狗； 
③从源头上控制流浪动物产生，建立救助体系。 

 

 
 
全文链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895270193914649&wfr=spider&for=pc 

 
 

禁止虐待动物，是时候摆到公共层面讨论了 

  关于禁止虐待动物，即将在全国两会上被讨论。据悉，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律协会

长高子程将提交建议，立法禁止虐待动物，利用修订《治安管理处罚法》契机，将虐待动

物及相关行为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适用范围。这也意味着，之前法律规定里尚不明

确的禁止虐待动物的问题，将摆到公共层面上进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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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虐待动物，最近一段时间频频出现于舆论场。4月，山东理工大学范某虐猫被学校开
除，就已引发广泛关注。随着调查深入，舆论发现这已不是个别人逸出常规的行为，而是

一个需求、供给链条完整的产业，更令人惊骇。 

  虐待动物，不同于以食用为目的宰杀，它展现的是不必要的暴力，以炫耀为目的的血

腥，这已经引发了民众广泛的不适，也不是一个文明社会应有的景观。反对虐待动物，事

实上已经达成社会共识，要求惩戒的呼声大家也并不陌生。 

  但在现存法规中，却没有针对性较强的条款。几次事件中对施暴者的处罚是否合情合

理，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说到底，还是因为缺少法律层面的一锤定音。 

  如今，禁止虐待动物的建议再度引发公众关注，也为补上这个法治缝隙带来契机。这

既可能让类似行为得到有力惩戒，也有利于通过法治规范，将虐待动物内化为社会禁忌的

一部分。 

  同时，舆论有呼声，代表随即有反映，这也体现了全国两会对社会话题的敏锐感觉。

鉴于虐待动物已引发不小的社会忧虑，来一次公共层面的严肃讨论，确定可供参考的法律

规范，确实是时候了。 

全文链接：https://news.sina.com.cn/c/2020-05-20/doc-iircuyvi41181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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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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肥鹅肝，让鸭子痛苦的法国美食 

说起法国名菜肥鹅肝，很多人可能不太清楚，它的发明者既不是法国人，原料也很

少是鹅肝。大雁秋季迁徙前多吃增重以拥有足够能量完成旅行，最先发现这个现象的古埃

及人由此发明了人工喂鹅以获得肥鹅肝。中世纪，欧洲中部的犹太人将人工填喂的做法传

到法国，法国人才逐渐将肥鹅肝的制作工艺发扬光大。 

 

法国目前年产 2万吨肥鹅肝，约占全世界 75%肥鹅肝产量，是名副其实的第一肥

鹅肝帝国。不过，全球约 96%的肥鹅肝其实是填鸭得到的肥鸭肝。历史上鸭和鹅都被用

来制作肥重的肝脏，但是近两百年来，由于喂养更便利，鸭子逐渐垄断了市场，不过中文

称呼保持了“肥鹅肝”的说法。  
 
…… 
 
虽然鸭子奉献了美味的“鹅肝”，但在法国文化里，鸭子一词常用来代指假消息、噪

声或者花边小报，有 100多年历史的报纸《鸭鸣报》就是借鸭子发声，爆出很多政坛秘

闻、丑闻而成为法国最为著名的“爆料”刊物。为获得肥鹅肝，法国人对待鸭子的“残忍”态
度也一直饱受批评。在屠宰之前，鸭子会通过插到喉咙的铁管被迫吞下大量饲料，时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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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两周之久。动物保护组织指出，鸭子的肝脏会被迫膨胀到正常体积的 8到 10 倍，过量

进食让它们不停喘气甚至难以站稳。动物学家还指出，经历强迫喂食的禽类肝脏会发展成

脂肪肝，美味的肥鹅肝其实是一种病变的肝脏。于是，十几个欧洲国家明令禁止鹅肝生

产。在肥鹅肝很受青睐的美国，加州和纽约也先后宣布要禁止销售鹅肝。就连法国民众自

己也开始反思是否还要继续吃了。  
 

全文链接： 
https://www.sohu.com/a/393445028_162522?spm=smpc.home.travel-news.1.1588819553676H1Ksk0C&_f=index_travelnews_0 

 
50年后，地球 1/5人口居住地将热成撒哈拉？ 

 
50年后地球会有多热？一项由中美欧学者共同完成的最新研究显示，除非温室气

体排放量下降，否则 50年后，地球上 1/3人口居住的地区将如现在的撒哈拉沙漠一样炎

热。 
 
据英国广播公司 5日报道，这项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研究显示，到

2070年，全球 1/3的人口可能面临极端高温。科学家发现，6000年来，大多数人类生活
在年平均气温约为 11℃-15℃的相对狭窄的舒适气候带内，少数人口生活在年平均气温为

20℃-25℃的地区。若碳排放持续增加，到 2070年，全球人类生活环境的平均气温将较距

今 300年的前工业化时期上升 7.5℃，这意味着 50年后，全球最多 30%的人口(约 35 亿

人)将生活在年平均气温超过 29℃的环境下，目前全球仅有 0.8%的地表处于这类气候下，
且大多位于撒哈拉沙漠腹地，而 2070年这将扩大到全球陆地面积的近 1/5。 

 
报道称，报告作者之一、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气候专家雷恩顿说，快速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可使陷入上述极端生存条件的人口减少一半以上，“如果人类能够成功遏制全球变

暖，上述影响可大幅减小。” 
 

 
全文链接： 
https://www.sohu.com/a/393455591_419342?spm=smpc.home.top-news3.5.1588819553676H1Ksk0C&_f=index_news_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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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督教和教会参与关爱自然的活动 
 
编者语：本期刊登加拿大联合教会网站对于它的“关爱上帝的创造的礼物是属灵的奉献”的
理念和事工的介绍。在介绍一开始，引用了“一个地球社区”（1992年）的宣告：“地球是
一神圣的托付。我们承认并接受上帝的呼召...负责任地利用地球资源，关心地球，以使现
在和将来的所有人都能公平地受益。” 接下来，提出了教会的信念What We Believe，以
及在信念下，教会的基督徒能够做什么What You Can Do。这对加拿大华人/中国教会具
有启发借鉴的价值。 

 
Caring for God’s gift of Creation is a spiritual commitment. 

The United Church of Canada 
 

The Earth is a sacred trust. We recognize God’s call…to draw on the Earth’s sustenance 
responsibly, and to care for it that all may benefit equitably now and in the future. 
—from One Earth Community (1992) 
 
What We Believe 
A New Creed calls us “to live with respect in Creation.” Creation is a gift of God, and caring for 
Creation is a spiritual commitment. We cherish Creation’s rich diversity and respect its inherent 
value and right to protection. 
Climate change impacts us, the local eco-systems of which we are part, and partners the United 
Church is connected with around the globe. The greatest burden of climate change is falling on 
people in the Far North and global South—those who have contributed least to the problem. 
Indigenous voices in the church remind us that we are called upon to look after Creator’s gifts 
and to pass along these gifts to our children. We can be part of a just transition to a renewable 
energy economy by pressuring governments and industries, ending unsustainable 
overconsumption through lifestyle choices, and working with United Church ministries and 
partners engaged in climate justice. 
 
What You Can Do 

1. Celebrate Creation in worship, while committing to action for its well-being, with the use 
of these resources: 

o Earth Hour (the fourth or fifth Saturday of March) 
o Earth Sunday (the Sunday closest to April 22) 
o Environment Sunday (the Sunday closest to June 5) 
o Aboriginal Sunday (the Sunday closest to June 21) 
o Creation Time in the Season of Pentecost (five Sundays in September and early 

October) 
o Thanksgiving Sunday (the second Sunday in Octo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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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World Food Sunday (the third Sunday in October) 
2. Advocate for change to climate change policy with the Canadian government and other 

decision-makers. Visit Act Now for timely opportunities to take action. 
3. Climate Strikes (Fridays for Future). Participate in this worldwide, youth-led movement 

to demand real and immediate action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 Climate strikes are held 
in communities across the globe on Fridays. You can find like-minded people and groups 
to connect with through Fridays for Future Canada. 

4. Reduce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of your faith community. Faithful Footprints offers 
United Church congregations inspiration, tools, and grants to help the church and its 
communities of faith live our climate commitments. 

5. Learn more about the role people of faith play in climate justice: 
o Explore resources such as the video “Caring for Creation” (above) and the 

resources from Mandate (available under Downloads, below) 
o Joining the United Church e-mail network Concerned for Climate Justice 
o Engaging in watershed discipleship—a process of learning more about our place 

(our watershed) and the injustices that affect it 
o Learning more about Mining and Resource Extraction and Fracking 
o Attending a United Church Camp that offers programming and initiatives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more information available 
under Downloads, below) 

o Researching policy decisions 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 and ecology on United 
Church Commons 

o Viewing Pope Francis’ landmark encyclical Laudato Si’: 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 (2015) 

o Reading KAIROS Canada’s backgrounders on key climate justice issues 
 

 
 

Religious leaders in ecumenical celebration 
for Creation at Notre-Dame Cathedral, Paris, 
during COP21 climate talks, 2015. 
 
Credit:  
Ryan Rodrick Beiler/LWF 

全文链接： 

https://www.united-church.ca/social-action/justice-
initiatives/climat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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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人热爱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分享 
 
编者语： 

12世纪有位圣徒圣·弗兰西斯科，他被称为生态守护圣徒，对其它被造的生命和大

自然充满着伟大的眷爱。他称小鱼、蟋蟀为兄弟；称蝉为妹妹，他还喜乐地向鸟儿讲道。

编者相信，石华弟兄就是那位圣徒的追随者。编者称他为“生态神学的真正践行者” 。 
 
编者认识弟兄不长，但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他爱读各种书，笔耕不辍，文笔优美，

故称为“耕云”，而编者和他有同样爱好，而且多年前收到一位画家好友赠与自己的一幅字
“耕云种月”，是无巧不成书。弟兄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而编者近年来开始学习祖国的传统
文化，体会上帝的普遍启示，和石弟兄又成了知音。 

 
石弟兄在信仰上注重和上帝建立内在的关系，他喜欢朗读圣经诗篇，喜欢独处灵

修，而不只是知识上堆积。尤其是他对于天父上帝所创造的美好自然的感知ˎ 感情ˎ 感
想，在编者所认识的中国基督徒中，是不多见的（编者不得不说这是个巨大的遗憾和缺

失！）。他在国内就参与观鸟组织的活动。在多伦多，帮助我们认识各种飞鸟ˎ 动物ˎ 植
物；写诗ˎ 摄影和发文转文，表现上帝所创造的奇妙大自然的美好；翻译表现大自然和地
理环境的书籍，等等。他还送给和推荐给编者书籍，让编者积累一些“多识于鸟兽虫鱼之
名”方面的认识。他既热情洋溢，又深沉细腻，神学上尚古圣传统，道学硕士毕业后又有

了新的研究方向。编者特别邀请弟兄为周年刊撰稿，听他给我们讲述一个自然主义基督徒

诗人的一天，分享他贴近神圣，也贴在土地上的生态生活。 
 

 
一个自然主义基督徒诗人的一天 

石华 

  
时空对我来说，意味着敬畏、劳作、协同、安息、爱与诗。以下记录均为真实： 

 
5:00-8:00 早晨五点，不用任何闹铃，Benji（家猫，短毛）已开始各种 “ 叫早”。装模

作样的啃咬台灯罩，或是把遥控器等小物件从桌上推到地上，“友情”唤醒铲屎官该服事他
老人家了。半梦半醒之间，我的耳朵除了被动接受小家伙的各种捣蛋“噪音”外，主动搜寻
着五月清晨的鸟鸣。这是五月下旬的一个清晨，大批热带候鸟迁徙多伦多繁衍。早晨最常

听到的是美洲知更鸟的和鸣。不过，今早听到的却是几只美国乌鸦强悍的叫声，像两架战

斗机从屋顶呼啸而过。呵呵，但并无不祥。乌鸦在国人心目中印象不佳，而在鸟界名声似

乎也好不到哪里，它时常窃取啄木鸟的巢穴，为此得了一个“窃巢贼”的臭名。不过在生物
学家眼里众生平等，乌鸦是一种充满冒险精神的鸟，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动物，而是拿着

枪的人类。不管怎样，我还是感谢这位新邻居把我准时叫醒了。今早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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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挖野菜。当然不是众所周知的蒲公英，而是又一种生长广泛的入侵植物“蒜芥”。后院早

就发现了，顶端开着一簇白色。前几天翻遍了手头各种植物图鉴，都没找到它的名字。昨

天，在一个维护草坪的群里有朋友指出它的名字和习性，才知它是一种入侵植物，但营养

食用价值极高。我便来不及运动，在靠近公共绿地路边的灌木丛里找到了它，毫不犹豫地

剪下几簇，准备中午变成桌上美食，环保、美食双丰收。  
 

夏天到了，草坪和花园的花还得照顾周全。拔完野菜，我回到前年在后院开辟的一

个小花坛和菜地，我没有种太名贵的花，大部分是别人家多的移栽的。最得意的成功移栽

是紫色的鸢尾花和黄色耧斗菜，后者是美洲蜂鸟来采蜜的花。前几年夏天都回国，今年疫

情无法回去，特期待今年夏天能一睹它们的靓影。今年我种植方式的一大变化是，没有在

买任何肥料。开始用鸡蛋壳、厨余、落叶做酵素和堆肥，争取垃圾利用最大化。做堆肥用

的罐子也都是平时使用剩下的塑料空罐。今年稍微遗憾的是，菜园的西红柿、辣椒什么

的，买的都是商场育好的苗种，争取明年自己育苗。  
 

8:00-9:00 早餐时光。同时与远在国内的妻子或母亲视频。除聊及家事、社会新闻

外，必谈到各自近来的健身情况，我们家不产宅男、宅女。儿子虽然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

爱睡懒觉，但若户外阳光充足，下午常会到同学家帮遛狗，或是戴个耳机，独自到户外长

距离漫步。对这位小音乐人来说，悠然自得的漫步是创作灵感的来源。   
 

9:00-11:00 学习时间。我一向对自己有严格的时间管理，我的笔名叫“耕云”，意谓耕
天上之云。纯净之思想乃属天、玄虚之物，故谓云；若让玄虚之物开花结果，需有农夫之

心、农夫之劳与农夫之智，故曰耕。最近，刚读完的一本书《奇特的一生 柳比歇夫坚持
56年的“时间统计法”》，对自己原有时间管理模式有了新的改进和提升。我一贯反对神

学生熬夜写作业或拖到最后一个小时交 paper的拖延模式，我认为：人应与上帝协同工
作、休息；二来熬夜赶出来的东西，难免有粗糙、不精之处。我们的每一份劳动都是与神

同工，与对上帝的尊荣，为何不能有条不紊、精益求精呢？神学院毕业后，在教会朱牧师

引导下，我开始希腊正教思想的学习与积累。正教对华人基督徒来说，尚为新学，目前开

始做的一项工作是翻译《正教每日祈祷书》(Daily Orthodox Prayer Book)。我是一个重信
仰实操的人，学术志趣未来定于灵修神学和领导力方面，生有涯而学无涯，我的学术须与

我的日常生活一致。 
 

除专业学习外，每天还有一项对我来说近乎巨大使命的工作。我固定要花一个小时

翻译《安大略中东部自然季节的变迁》(Nature’s Year  Changing Seas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Ontario)一书。该书详细介绍我们生活周边每个月的气候、星空、植物、鸟类、哺
乳动物、鱼类、两栖动物、昆虫的物候变化和重要自然事件。从去年 9月我开始翻译，对
应翻译每个月的内容，然后回到自然里作观察记录，学知相长。此工作分三步骤：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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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翻译，每个月翻译量大约 3万字。第二步是对其中涉及的每一个物种进行网络搜图或观

察实拍，为未来开展自然教育做基础准备；第三步是带身边的朋友到大自然中进行辨认，

适时进行博物教育。通过此书翻译，我又认识了一些新朋友，未来的翻译计划在不断扩

大。下一本书是《自然，一本看不尽的大书！ 户外观察学习全年指南》(The Big Book of 
Nature Activities: a year-round guide to outdoor learning)。在此推荐给读者，欢迎有志者一
同来参与此项有趣又令人兴奋的工作。 
 

11:00-13:00 午餐时间。自从疫情开始，儿子从大学回到家中。中午做饭乃一件大
事，喂好了儿子的肚腹，也就喂好了儿子的心情，同时儿子更愿意顺服父亲来到神面前听

圣言。我虽是自然主义者，但既不是偏执的素食主义者，与极端的有机主义者。我的饮食

原则是多样性和七分饱，更重要的是餐前感恩祷告和家人团聚。我相信借着祈祷，神净化

了食物，同时和家人在一起吃饭，与主日圣餐有神秘的连接，是爱的分享，是道成肉身。

最近家里的午餐有一个新的变化，儿子这位“训猫大师”一直在探索猫的饮食习惯，以前承
袭前任主人的喂食方式，都把食物放在盘子里，让 Benji自己想吃就吃。现在儿子不这么
做，而是让它和我们同一时间进食，而且是喂食。儿子的理由是：一来控制猫的食欲，二

来培养猫对人的感情和依赖，知道食物不是自然有的，而是主人给的。在儿子和猫的相处

关系中，我发现儿子一种超乎寻常的责任心和爱心。我虽也喜欢猫，但自嘲是叶公好龙，

我从不敢把手伸到猫的嘴前，而儿子逗狗和猫，玩到一个程度，很自然的把手伸进宠物嘴

里任它们咬，我真是羡慕他和动物的这种亲密关系！  
 

13:00-14:00 午休时间。我睡眠一向不错，用太太话说是“秒睡”，大概一分钟就能入
睡。我想可能是早起缘故。其实中午我只睡 15-20分钟，并提前定好时间。但整个白天我
要睡 3-4次，每次 10-30分钟不等，在学习间歇或觉得困时就小眯一会儿，这是我以动物
为师，从 Benji那学到的“一日多觉”。我观察到睡眠会影响人行动的轻盈度和柔韧性，所
以从不吝啬睡觉，虽然孔夫子认为“生无所息”。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会把午睡搬到室外或

大自然里，我一直崇尚一句话“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在大自然午睡时，我会选择溪
边的树下，有时甚至赤裸上身，让太阳斜照在身上，多么惬意和自由，此时，我会睡到自

然醒，忘掉自我，与天地浑为一体。 
 

中午还有一些时间，我会看一下美国和加拿大股市，神让我们作他金钱忠心、良善

的好管家，我一直是价值投资的忠实捍卫者，股龄近 18年。我认为：自然主义者不只是
关涉个人生活，同样关涉社群，穷则独善其身，富则兼济天下。环保、医疗与健康企业一

直是我投资的重点，美国股市今年重点投资了 Nucana与 SDC两家公司。一家是英国剑桥

大学的一群科学家们研发如何改善癌症治疗效果药物的公司，另一家是互联网整牙公司，

属于新商业模式，帮助普通老百姓少花 5000多刀为自己或子女进行牙齿矫正。两家公司
目前商业运营还没完全成熟，但我看好他们的商业价值和远景，后一家公司，前一段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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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位主内弟兄弟兄走访了公司的线下实体店。走访上市公司是我进行投资决策的方式之

一，百闻不如一见。   
 

14:00-19:00 劳作和自然观察时间。春夏之交，地里的活特别多，草坪护理、室内室

外花草养护、蔬菜种植，整个下午都泡在泥土和植物上，不觉疲惫。除了管好自家的三分

地外，因为邻居是一对快八十的老人，他们的草地也交给我管理，所以劳动无疑增加了许

多。今年，田间劳动的新进步是对草坪护理有了系统性的学习，知道如何打草根、打孔、

割草、施肥、打药和撒种。并且输出劳动，帮助一位主内肢体整理前后院。当然，也碰到

一些新的问题，对如何修复草坪，前期做的工作不是很见效，一些变黄的草地撒了种，发

芽不畅。期间通过多方学习，这两天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一是撒完种没有与泥土混合充

分；二是浇水不勤；三是播种后没有施加一种增加土壤通透性、保湿性的植物“泥炭
藓”(peat moss)。这两天准备重新补种，希望见成效。另外一个问题是：朋友家后院的野

草，草地面积不大，但野草繁殖速度过快，拔除赶不上再生。目前除了动手外，还找不到

有效的治理方法。我对朋友开玩笑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属灵战斗！” 
 
下午如果地里活不多，我会照例步行 20分钟到离家最近的森林公园 L’Amoreax 

North park进行自然观察。有时，我会带上我的租客一位北京老太太（因为和女婿关系不

好，住在我家）一起去。前些天疫情逐级解封，公园重新开放。老太太在家里憋太久了，

需要出来散散心。我们边走边唠嗑，无所不谈，回到自然，老人也变得和小孩似的，为绽

放的每一朵小花大惊小叹。五月是野花的季节，陆续盛开的典型野花有：血根、鳟鱼百

合、百延龄、彩绘延龄，等等；还有入侵植物蒲公英、蒜芥。每一次到林间，我都有新的

发现和收获。特别是五月，每一周都可能是很大的变化，野花一波一波的盛开。那天，我

和老太太去造访，发现林间天地全变，野花只剩下彩色延龄，而绿叶已覆盖树冠。我既惊

叹又惋惜，回家写下《五月的爱情》一诗： 
 

五月的爱情 
属于野花与阳光 
 
没有妖娆浓艳 
也无炙热炎炎 
 
五月的爱情 
是期待、隐忍与谦逊 
期待约会时光徐徐延长 
隐忍阳光总是有点反复无常 
不过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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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都是谦谦君子， 
一位轻盈破土，一位款款天降 
 
五月的爱情 
却是圣洁无暇 
阳光藏起七彩斑斓 
野花只在林间素放 
 
五月的爱情 
是伟大的牺牲 
俊拔的乔木 
为了野花与阳光的相约 
将澎湃包藏在狭小的苞芽 
让阳光穿透他伟岸的身躯 
轻吻脚下那娇羞的野花 
直至最后一朵开毕 
他才将绿色的炙焰染遍整座山冈 
 
五月的爱情 
延递着生命之约 
高俊与卑微 
强大与纤柔 
彼此牺牲、等候 
让大地母亲延绵不尽 
生生不息 

 
五月既是野花的季节，也是观鸟的代名词。随处可见的鸟类是：美洲知更鸟（又叫

红肚婆）、红肩黑翅鸟（我的师母叫它“党卫军”，因为翅膀上有两道红杠，像纳粹的军

官）、黑鸟、美洲乌鸦、北美红雀、哀鸽、普通鸬鹚、加拿大鹅、绿头鸭、欧洲星椋鸟、

潜鸟、各种麻雀、画眉、莺等等。如果看到一种之前不曾见过的鸟，对我这种“鸟人”来说
（以前家人对我的称呼），是一件非常快慰的事。我最喜欢看的鸟是鹰，但每次几乎是开

车看到，观察不仔细，所以对多伦多鹰的种类辨识还不是很熟练，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中，

我在这方面突破。  
 

19:00-23:00 团契与思想时光。疫情时期，天下有形的教会均都关门，基督徒崇拜

从教堂移到了网络上。我却以为：会众虽在无形的网络上聚集，实体却在有形的家中。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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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教会的一部分。这对我的意义在于：家要更加的圣洁、有爱。每日学习工作间歇，我

会花许多时间清理室内卫生。这样一种洁癖，在去年参观一所穆斯林清真寺留下巨大的感

慨后愈发强化。进入清真寺不仅需要脱鞋，崇拜殿堂大理石洁净发光，随时有敬虔的穆斯

林妇女用拖布反复的擦拭。我这个基督徒对此非常汗颜！所以立志把家里打扫一尘不染。

除此，我还会在每一个房间放上一两件圣徒像和圣经经句装饰画做点缀。请不要以为这有

偶像崇拜的嫌疑。在正教思想里，基督徒的崇拜是和过往的圣徒一同参与的，摆放圣徒的

圣像，表达着对圣徒圣德的默观，同时表达在同一崇拜时空中，他们与我们同在。家里绝

大部分家具是二手货，没有任何奢华的器物。如果说有，最奢华的就是那个室内分类垃圾

桶，一位同学惊讶说我怎么肯花 200多刀买一个垃圾桶，我说：嘿嘿，它提醒我：一屋不
扫何以扫天下？既然买了，就要用尽，用好。花这么多笔墨在家庭卫生上，我是想建议我

的读者朋友，我们华人常被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不讲卫生，家里如此，教会也常如此。不仅

如此，华人的家里和教会还缺少神圣的艺术和美感。我们不必花太多的钱来装点家庭和教

会，而是要有一颗神圣和爱美的心灵。 
 

       一周当中，晚上的时光一半是参加各种团契，一半属于自己阅读和诗歌翻译、创作和

朗诵。团契是家的延伸，是地上家庭到属天家庭的共聚。在这次新冠肺炎没有流行的去年

四月，我和几位神学院毕业同学早已使用 Zoom在线上进行学习与分享。这种无边界的交
流，打破了传统教会的运行方式。教会对这一方式的被动接受、争执，开启了一个新的时

代和挑战。对我来说，不是接不接纳的问题，而是如何驾驭好的问题。周一到周四晚

9:30-10:00，教会牧师、我与几位同工在线上共修大公教会三代经课，并轮流祷告，这在
疫情前是不可能的，我想着会一直延伸到疫情结束后。 
      

夜晚，对我最神圣的时光莫过于诗歌的翻译和朗诵。基督徒大都知道耶稣拥有君王、

祭司、先知三种身份，却忽略了他还是一位伟大的行吟诗人：“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
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马太福音 8:20）；“你想乌鸦，也不种也不收，又没有
仓又没有库， 神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是何等地贵重呢！ ......你想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

如这花一朵呢！  （路加福音 12:24, 27）。耶稣的诗句不是苦思冥想，为作而作，乃信手
拈来，浑然天成。在国内，凡关注自然环保的，均熟知爱默生、梭罗、利奥波德这些自然

主义者兼文学大师。但对一位隐居自然山林，创作多以山野自然为对象，被称为美国当代

的“归隐诗人”玛丽·奥利弗(Mary Oliver)却知道不多。不过感恩的是，她的第一本中文版诗
选《爱那可爱的事物》2018年 1月已在中国内地出版，虽然翻译的只是其中的凤毛麟角。
最近，我带着探寻诗人心灵世界的好奇与敬爱，斗胆开始了对诗人诗歌的翻译，这是我的

另一个“耕云”。作为对权老师给我这样机会的感谢，现将翻译她诗作的第一首处女作分享

在此，希望更多的朋友从阅读她的作品中，获得对大地上一草一木倍加的珍爱与惊叹：  
 



Morning Glories 
 

Blue and dark-blue 
rose and deepest rose 
white and pink they 
 
are everywhere in the diligent 
cornfield rising and swaying 
in their reliable 
 
finery in the little 
fling of their bodies their 
gear and tackle 
 
all caught up in the cornstalks. 
The reaper’s story is the story 
of endless work of 
 
work careful and heavy but the 
reaper cannot 
separate them out there they 
 
are in the story of his life 
bright random useless 
year after year 
 
taken with the serious tons 
weeds without value  
humorous beautiful weeds. 

 

牵牛花 
 

蓝与深蓝 
粉与深粉 
白和粉红 
是它们的美衣 
 
在生机盎然的玉米地里 
它们遍满四处 
稳健的生长、摇曳 
 
它们身着精致的小礼服 
将身体肆意的搭配与调色 
投入玉米杆的怀抱 
 
收割者的故事 
无休无止 
小心而沉重 
却无法将它和玉米秆分开 
 
在它生命的故事里 
快活，随意，无用 
年复一年 
 
巨量的杂草被割走 
唯留下幽默、美丽的牵牛花 

 
此时，圣洁的月光洒进屋内，我端坐书台前，用自己的声音，以格里高利素歌

(chant)作音乐背景，录制诗歌朗诵，以诗化作我虔诚的祈祷，结束神圣的一天：   
 

当夜降下巨大的黑色帷幕 
万籁俱寂时 
我开始追逐一串串灵动、跳跃的字符 
在诗歌的王国    四处漂泊 
 
如一叶小舟行驶在无边的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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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晴空万里    碧波荡漾 
时而乌云密布    狂风巨浪 
一幕幕波澜壮阔的画卷徐徐展开 
 
我在时光的遂道中不停穿梭 
与无数伟大的 
在历史长河中永生不灭的灵魂 
一一相遇 
他们已化作夜空中璀璨的群星 
与日月同辉 
 
我渴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倾听他们的喜悦与哀愁 
 
那些深藏在心中 
绵绵不尽的情与思    爱与怨 
如一曲哀挽的千古绝唱 
有谁听见 
似杜鹃啼血    染红了山冈 
 
那些萦绕在山间 
挥之不散的云雾 
喃喃的私语    呜呜的低诉 
像呼啸的山风 
一阵一阵的吹过 
 
其实我要找寻的 
不过是自己的影子 
影子 不在恍惚的水里 
不在刺眼的阳光下 
 
在一遍一遍    轻声吟诵的诗里 
在蓦然回首    灯火阑珊处 
你的眼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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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权陈 
祷告伙伴：践行圣经关爱大地祷告群，关爱自然读书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