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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圣经关爱大地使命讯息月刊（总第二十期） 

（2020 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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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性的更新”和神迹的意义的生态神学观的反思。在

下一期（总第二十期），我们将结束学习这本书；从总第二十一期起，我们将系统学习布

克雷的《耶稣的环保学》一书。 

 

本期刊载关于在中国施行垃圾分类的两篇文章，它们提醒读者，垃圾分类不仅是一

个为了人的自己或群体的利益的责任而已，背后有对于文明价值认知的世界观。 

 

编者是在悲痛中读完《怀孕母象被人类投喂炸弹惨死，艺术家哭着作画》一文的。

它激起编者对于被虐待动物的深刻怜悯，更加体会到天父关爱飞鸟和百合花的心。 

感谢主的恩典！圣灵感动一位祷告伙伴愿意来帮助编辑的工作，愿主带领小刊未来

的编辑工作。 

 

 

 

近期祷告事项（7 月 1 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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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让国际社会在控制

疫情上可以真诚合作，以爱相助。求主让各国政府和社会最终以拯救生命和关怀人民健康

为抗疫政策和工作的本质核心。 

 

第二、暑期到了，求主让父母们在注意安全的基础上，带领孩子们走进大自然，欣赏天父

创造的奇妙，观察大自然的美好和价值，体会夏天自然的火热情趣。 

 

第三、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上帝对于小刊前面发展的心意，是否要建立一个公众网站来发行

小刊和有关生态神学和生态文化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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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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中对于约翰福音第一章和马可福音第四章有关经文的生态神学

观的反思。 

 

在序幕中的宇宙基督到约翰福音 

（The Cosmic Christ in the Prologue to the Gospel of John） 

 

  

经文解释（约 1：1-5，9-10，14，中文和合本，英文 NIV）： 

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2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He was with God in the beginning. 

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Through him all things were made（作者用译本，came into being）; without him nothing was 

made that has been made（作者用译本，came into being）.  

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In him was life, and that life was the light of men. 

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The light shines in the darkness, but the darkness has not understood（作者用译本，did not 

overcome） it. 

…… 

9 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The true light that gives light to every man was coming into the world. 

10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He was in the world, and though the world was made（作者用译本，came into being） 

through him, the world did not recognize him. 

…… 

14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

独生子的荣光。 

The Word became flesh and made his dwelling（作者用译本，lived） among us. We have 

seen his glory, the glory of the One and Only, who came from the Father, full of grace and 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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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福音书中，只有约翰福音的开始是从圣经宏大叙事的完全的宇宙范围开始的。

“起初”，让我们想到创世记 1：1，以及箴言 8：22-31。“all things”（3 节）在犹太文学传

统中常指的是上帝的整个创造物。经文很清楚地表明，圣经的宏大叙事也是耶稣基督的故

事。基督这永恒和神性的“道”（the Word），道成肉身进入到这个世界中，成为人的耶稣

基督（同时也是上帝）。所以，“约翰把在地上的耶稣的故事放进了最为宽泛可能的时空

背景之中。”（John situates his story of Jesus on Earth in the widest possible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text.）  

 

“the world”（1：9-10，希腊字 Kosmos），常被理解为创造物（约 17：5，24

等），9、10 节的前 3 个就是这个意思；不过第 4 个意思是指人类。福音书极为关注人的

救赎，但 Kosmos 在福音书中的主导意思至少提醒我们“人类是更宽泛的受造物的部分而

已。”“上帝爱世人 Kosmos”（约 3：16），这里的 Kosmos 无疑是聚焦在世人身上，不过这

世人是和更广大的上帝所爱的世界相关的。耶稣是“生命的粮”（约 6：33），要来“拯救世

界 Kosmos”（约 12：7），这个世界就不仅是指人，还包括整个宇宙。    

 

“肉身”(flesh，14 节)，约翰用这个字表明成为人的物质性（materiality），人

的自然属性和其它受造物有共同性和亲属关系（kinship），它在多元和复杂方式中，与其

它的生命内在连接着（interconnected）。所以，“道成肉身的耶稣不仅是我们人类的一份

子，而且是这世界创造物的部分，整个创造物社区的一员。”（Jesus in incarnation is not 

just one of us humans but part of this worldly creation, a member of the whole community of 

creation.）  

 

约翰福音的“二元论”被讨论得很多。其二元内容其实有两个方面，一是良善和邪恶

的对立，另一个是无贬义的上帝和祂的好的创造物的分别。肉体对于永生虽然是无益的

（约 3：6，6：63），带不来永生，但“道‘成了肉身’，使得不能永生的自然的人可以分享

所有的生命的事，以便将上帝的永生赐给所有的肉体。”“受造物在被纳入到神性的生命

中，可以实现自己的圆满。”编者认为这就不是二元的冲突，而是宇宙万有在基督里的合

一。  

 

 

上帝的国如同创造物的更新（The Kingdom of God as the Renewal of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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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国不仅包括人类，也包括其它受造物。首先，耶稣以希伯来圣经的创造神学

作为上帝的国的前提：上帝创造宇宙所有，祂爱心供应和关心所有受造物（伯 12：10；

38：41；诗 36：6；104：29-30；145：9），耶稣说天父喂鸟儿和给野花穿上漂亮的衣衫

（太 6：26，28-30；路 12：24，27-28），耶稣不可能把人和他们与其它受造物的关系中

隔绝开来看上帝的国。其次，耶稣虽然没有解释“上帝的国”的意思，但这个词组出现在以

赛亚书（赛 52：7）、但以理书（但 7）中。不过上帝的王的身份和统治，最多出现在诗

篇中，它又是和创造物紧密相连的，这表现在方方面面：祂对整个受造物的统治（103：

19-22；95；4-5；96：11-13）；祂的关顾（145）；所有受造物承认祂的统治和所有的国

家未来都要如此行（103：19-22；148；97：1）；祂将要来按公义审判世界（96：13；

98：9）；祂的子民以色列的角色是宣称祂对各国的王权（96：3，10；145：10-12）；当

祂来审判世界时，所有受造物欢呼祂的降临（96：11-12；98：7-8）。 

 

诗篇中启示的上帝的王权有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在整个宇宙，包括所有受造物。祂

在天上的统治（诗 11：4；103：19）将会降到地下。耶稣就指出：“我们在天上的父，愿

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太 6：9-

10）这个世界中许多人没有尊天父的名为圣，但自然界却这样做了（诗 145：5，13；

103：19-22；145：10-11；耶 8：7）。重要的是，祂的国度要来到地上，而不是把人从

其它受造物中抽离出去；上帝不是要取代这个世界，而是按祂对这个世界的美好旨意，更

新整个受造物。耶稣的许多事工的行为都表明上帝的国度降临。这包括医治、赶鬼、“自

然”神迹等。它们发生在这个世界中，是小范围的示例，预示着未来的完全实现的天国。

耶稣用这个普通世界的普通自然物来比喻天国。耶稣对人的帮助是使他们成为身心灵整全

健康的人，不是只顾他们的灵魂，不在乎他们物质性身体的健康和他们的社会适应。耶稣

平息风浪的自然神迹，典型性预表了将来上帝的国完全实现时，自然破坏性的力量被全部

消除。作者引用 Andrew Linzey 的评论：这些自然神迹“是在许多现象中的征兆，这些现

象表示为了所有创造物，那些新的可能性在基督里的诞生。” 

 

所以，作者认为仅仅说上帝的国是所有创造物的更新是不够的，而应是所有的受造

物在它们的内在关系和内在倚靠中的更新，可以称它为“生态性的更新”（ecological 

renewal，黑体为编辑所加），“因为它与圣经作者所有的上帝之受造物的内在关系和内在

倚靠的感觉相联系。”上帝不是把人的灵魂从自然物质的缠绕中提升出来，乃是对于受造

物之间被破坏的关系的医治，进而使其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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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平服创造物中的混乱的力量（马可福音 4：35-41） 

 

经文解释（中文和合本，英文 NIV）：  

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37 节） 

A furious squall came up, and the waves broke over the boat, so that it was nearly swamped.…… 

 

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地平静了。（39 节） 

He got up, rebuked the wind and said to the waves, "Quiet（作者用译本，Peace，希腊字

siopao）! Be still!" Then the wind died down and it was completely calm.  

 

耶稣斥责加利利湖的暴风和引起的波浪，使其平息，一方面是真实历史的记载，另

一方面有神秘的弦外之音（mythical overtone）。自然力量带有破坏力，而且旧约圣经

中，混乱的远古之众水，象征着自然界的毁灭的力量，常被想像为“广大狂暴的海洋。”它

不能被创造物消除，只能加以限制。它不断想冲破限制，惟有创造主不间断地限制着它。

编者想起大禹治水，那时候中华先祖还是虔诚敬天帝的。 

 

耶稣斥责暴风，这是上帝的力量和权柄的彰显（诗 104：7；赛 17：13；伯 26：

12；诗 89：9）。平静风浪就是停止混乱，带来和平。神学意义表示这是作为上帝的耶稣

行使了一次“小规模执法”（small-scale enactment），而而全部的自然破坏力量的消除，宇

宙和谐的实现，要在启示录讲的未来“海也不再有了。”（启 21：1）（编者：圣经讲新天

新地水仍然存在（22：1），只是代表破坏力量的“海”不存在了；Jonathan Moo 对此有一

段仔细的解释）所以，圣经区分了现在的受造物和更新的创造，耶稣的神迹也表现了“已

始上帝的国”（inauguration of the Kingdom of God），他平息了混乱破坏的力量，把和平

给那没有次序的自然。作者提出一个很有兴趣的观点，从科学的观念来看，一些最明显的

自然破坏现象，如地震、海啸、火山、飓风等，并不是内在邪恶的（intrinsically evil），

因为没有它们，地球就不能成为生物的家园。但它们不时地，“有时在人类的同谋下”，对

生物产生威胁和破坏。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限制和消除自然界破坏能力的根本力量是上帝，而不是人类。

人类的科技试图控制，但常常是过度滥用了。人类要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必须仅仅作为

一个受造物，并倚靠上帝来参与，而不要把自己当成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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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华生态文化和祖国生态保护 

 

朱熹的生态思想 

---编者读罗顺元《中国传统生态思想史略》的笔记 

 

南宋大儒朱熹（1130-1200 年），儒家正统继承者，理学大师，学问博大精深，横

跨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哲学）。科技史权威李约翰对他评价道：“从科学史的观点来

看，或许可以说他的成就要比托马斯·阿奎那大得多。”美国学者 R.A. Uritam 认为：“现今

的自然科学大厦不是西方的独有成果和财产，也不仅仅是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哥白尼

和牛顿的财产──其中也有老子、邹衍、沈括和朱熹的功劳。……朱熹思想的广度和特质

可与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和莱布尼茨相媲美。”作者认为朱熹的生态思想的特点是

集先前儒家大师如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等思想的大成，并融会贯通推上一个新的高

度。 

 

第一、人与自然万物同源，但人是最灵、最贵的 

 人与万物具有同源性。“先有天，方有地，有天地交感，方始生出人物来”（《朱子

语类·卷四十五》）“天地之间，二气只管运转，不知不觉生出一个人，不知不觉又生出一

个物。” （《卷九十八》）故而人物本质上并无贵贱之分。然而人与自然物又有区别。

“彼贱而为物者，既梏于形气之偏塞，而无以充其本体之全亦。惟人之生乃得气之正且通

者，而其性为最贵，故其方寸之间，虚灵洞彻，万理咸备，盖其所以异于禽兽者正在于

此。”（《四书章句集注·大学或问》）气之正和通，而不是偏与塞，是本体的特征；万理

皆具备，表明人的理智的独特健全；而空灵洞察之能力，表明了认识论上的超越；故而朱

熹思想中的人，对比万物，是最灵最贵的，本质上是人贵物贱的。 

 

第二、对于传统人本和谐生态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儒家传统认为人在伦理地位上具有高等级性，但同时又指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和发

展，“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朱子发扬了儒家传统的生态伦理

观，他注解孟子：“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四书章句集注·孟

子集注·尽心上》）作者认为儒家的思想避免了两种的极端，即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的

“主张征服和掠夺自然界，主张人和自然的分离”，以及“当今西方的一些极端激进的生态伦

理思想”的“主张消减人的价值主体地位，湮灭以人为本的观念，把人的价值地位下降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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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界的动植物相同的位置”。编者的问题是，今天的东方的文化是否也吸收了“人类中心

主义”观呢？还有，自然物是否绝对没有主体地位呢？以人为本的世界观是否真的能保证

人与自然的和谐呢？ 

 

第三、继承了“天人相类”和“天人感应”说，强调人与天的职能分工 

 朱子继承了董仲舒的天人相类观。他认为人与自然的相似性的原因是两者其实是一

体的，“不须问他从初时，只今便是一体。” （《朱子语类·卷三十三》）进一步，所有自

然万物都与天地一体，“天地便是大底万物，万物便是小底天地。” （《卷六十八》）因

为一体，故而自然界可以相互感应，首先是人类之间，其次是人与自然之间。人能感应到

自然万物，自然物也对人产生感应。比如，孝子王祥的“卧冰求鲤”，朱熹认为是鲤鱼被人

之诚所感；人祈求降雨等，是“以诚感其气”（《卷九十一》）；统治者做坏事多了，就有

自然灾害，天象出现日食月食等等不详出现，做好事善事，则灾害与日月食少之去之。怎

样看待天人感应呢？我们可能认为这是科学不发达时，人们的牵强附会的迷信思想。不过

从《圣经》来看，上帝用自然界的风调雨顺来赐福那些敬畏祂的人，用自然灾祸来惩罚那

些不守祂的律法诫命的恶人的记载并不鲜见，表明大自然会对人的善恶行为（通过上帝的

手）产生某种回应（虽然并非所有都是可见的直接的因果联系）。所以，编者感觉，比较

稳妥地评价，天人感应可能有某种神秘的观察体验，尽管不能用科学技术来阐明，故而不

能完全斥之为迷信，它客观上提醒人类注意自己的行为和自然的反映之间的关系。 

 朱子也认为人是与天地并列的，而且各自有不同的职能。虽然他讲的“天”，并非是

先秦时所讲的有位格的上帝，但是还是把人推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人的职能和职能的目

标是“尽其燮理之功”，使得天地“有景风时雨而无戾气灾蝗，有五谷桑麻而无荑稗钩吻”。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七十三卷》）人的调和的工作确实重要，圣经讲上帝给了人类

管理大地的职份，人要按上帝的心意来做大地的良善的管家，而且目的不仅是为了人的

“五谷桑麻”的需要，也要为了万物的好处。 

 

第四、朱子的农业生态思想  

 作者总结了三方面的朱子的思想：“高度重视时（农时），趁时耕种”；“重视地利，

强调因地制宜、尽地力”；“重视人力，要求人们勤耕作，管理好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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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垃圾分类首单罚款 9000 元！不分，真的不行吗？》 

 

编者语：作者提出了垃圾分类的客观必要性，数据和例子详实。然而，编者以为垃圾分类不只是一

个经济问题，只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是涉及大地管家，关爱整个自然。文章中有“世界之大，

哪里才是垃圾最合适的归宿？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央荒无人烟，那里最合适了，但想

一下运费成本”的表达，这是把大自然只是当成人类的占有物和它的价值只是为了人

的利益的世界观，这样的环保理念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和不可持续的。 

…… 

2010 年，中国生活垃圾清运量约为 1.56 亿吨，随后逐年升高，2018 年时约

为 2.29 亿吨。 

……   

北京本地呢？北京任何地方都不适合掩埋垃圾，因为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

如污染地下水，污染河流等。 

  当农民使用被污染的地下水种蔬菜，那么这样的蔬菜最终还会回到大家的身体

中。另一个严峻的问题是，由于城市扩张，曾经荒无人烟的垃圾场，现在其周围已

是高楼。由于散发异味，引发了大量不满。如何解决以上问题？ 

世界各发达国家，他们这么多年折腾下来，发现靠谱的道路目前只有一条：这

就是垃圾分类。 

…… 

数据显示，当所有人都自觉遵守垃圾分类，则每一个城市可以减少 60%以上的

垃圾量。 

……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tech.sina.com.cn/d/v/2020-05-15/doc-iircuyvi3189532.shtml 

 

 

 

《垃圾分类为何难以贯彻？我们需要重新想象与“垃圾”的关系》 

 

编者语：介绍张劼颖与胡嘉明所著新书《废品生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垃圾

分类不仅是环境保护和经济问题，而且与人对于垃圾自身的价值和与它打交道的拾荒者、

https://tech.sina.com.cn/d/v/2020-05-15/doc-iircuyvi3189532.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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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工人的人格和工作的认识和尊重有关，从更广义的角度，反映了是否对上帝所造的人

的价值和自然物的内在价值的认识和欣赏，是上帝塑造的开放性文明的体现。 

 

…… 

垃圾以及与垃圾打交道的拾荒者的真实面目具体是怎样的？2007 年，还是北京大学社

会学系研究生的张劼颖和几位同学组成调查小组，走进了北京城乡接合部的冷水村——一

个拾荒者和收废品人的聚居地，试着去接触真实的垃圾与拾荒者的世界。2008 年底，她

开始与另一名研究者胡嘉明合作跟踪调研，直至 2011 年。基于这个调查，张劼颖完成了

在北京大学的硕士论文，并进入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攻读博士，胡嘉明则前往香港中文

大学任教。两人于 2012 和 2013 年重返冷水村回访调查，将多年的调查成果写成《废品生

活：垃圾场的经济、社群与空间》一书，今年 1 月，该书的简体中文版由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正式出版。 

…… 

在当今社会，垃圾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东西，提起它，我们似乎只

会联想到肮脏、臭气熏天等字眼，我们希望它们尽可能不要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视野之

中。但实际上，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与想象自身与“垃圾”的关系。那些平时隐身在暗处的拾

荒者，他们的真实面目如何，又承受着怎样的污名化？动员公众参与垃圾治理的关键在哪

里？人文学科能够为垃圾处理贡献怎样的思考与启发？这些问题，在最近出版的新书《废

品生活》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解答，我们也借着新书出版的契机，专访了本书作者之

一张劼颖，与她聊了聊当代人与“垃圾”的关系。 

…… 

采访中，张劼颖认为，垃圾问题是一个结构化的问题。在现代化的浪潮下，与消费文

化相勾连的“丢弃文化”深刻影响着垃圾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使得垃圾和与它打交道的拾

荒者、清洁工人等都处于一种被边缘化、被歧视的境遇中，也直接影响了许多垃圾治理政

策的实施。她认为，我们应该通过人文社科的研究、纪录片、媒体报道等形式，呈现垃圾

完整的“生命图景”，让公众形成对垃圾更为完整的认知，“重新想象我们和垃圾的关系”，

让公众更自觉地加入到社会的垃圾治理中来。 

……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cci.ifeng.com/c/7wTZdtY26lQ 

 

 

https://cci.ifeng.com/c/7wTZdtY26l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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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最后 4000 只白鹤：毒杀、枪击、无处落脚》 

 

编者语：物种消失是人类玷污和压榨大地的最主要的后果之一。也感谢那些保护白鹤的人们！ 

 

 
 

（白鹤外貌大同小异，不过“419”可以被轻易认出：它左腿中趾被捕鸟夹夹断了。摄影/刘丽）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sohu.com/a/400839735_220095?spm=smpc.home.top-

news4.5.1591761778380aaMQJvM&_f=index_news_16 

 

 

三、生态环境现状及生态保护（政策ˎ组织ˎ行动等） 

 

 

《怀孕母象被人类投喂炸弹惨死，艺术家哭着作画》 

编者语：这是一个令人哀哭的故事。人类的罪恶深重，对于受造的伙伴的残酷和摧残多么惨不忍

睹！不要认为这只是个别人的行为，其实人对于动物的虐待时时处处发生，和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

活都有关，只不过极大多数掩饰得很好。对于在养殖场和屠宰场里对于牲畜的残酷对待，在每天奢

食肉类的人群中是永远被屏蔽的；活剥动物毛皮的画面，是那些穿着毛皮服装的人们看不见的。 

https://www.sohu.com/a/400839735_220095?spm=smpc.home.top-news4.5.1591761778380aaMQJvM&_f=index_news_16
https://www.sohu.com/a/400839735_220095?spm=smpc.home.top-news4.5.1591761778380aaMQJvM&_f=index_news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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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在 5 月 23 号。当时印度 Kerala 邦的一头野生母象，由于栖息地环境的极

度恶化，无法找到足够多食物的她，来到靠近人类村庄的 Malappuram 觅食。  

果然，没多久她就收到了人类献上的“礼物”，一个美味的菠萝。 

饥肠辘辘的母象，想都没想就直接填进了口里，谁知伴随着她的快速咀嚼吞咽，迎接她的

不是美味多汁的快乐，而是剧烈的爆炸··· 

 

 

不怀好意的村民，早就在菠萝里塞满了炸药，吃下菠萝的母象，口部瞬间被炸裂，

甚至还波及食道···疼痛难忍的她一声声哀嚎惨叫，发疯似的四处奔跑，但即使她在村

庄道路上痛苦灼热地奔跑，她也没有伤到一个人，摧毁任何一座房屋。爆炸带来的烧灼疼



13 
 

痛，让她无法忍受。最终母象来到河水中央，让自己的口鼻浸入河水，一动不动地站在那

里。 

 

林业官员牵来两头大象，试图把她引出河道进行救治，但她始终不为所动。或许是

对人类彻底失望，一连 4天她都站在河中央，最终 5月 27号不幸死亡。更让人痛心的是，

在进行尸检后，人们发现这头 15 岁的大象，肚子里还怀着宝宝，她是个年轻的孕妈妈。 

 

至死她都不会明白：自己错在哪儿了？ 

 
 

动物权利活动家 Maneka Gandhi 泪流满面地说道：“这是谋杀！大象是世界上最聪

明的动物之一，他们的智商相当于四五岁的孩子。 

 

你眼睁睁地欺骗她，喂她炸药，她吃后内心是怎样的绝望···”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info.51.ca/news/society/2020-06/899986.html 

（转发文章提供者：袁蓓） 

 

 

《地球面临第六次大灭绝 危及人类生存文明延续》 

最新研究显示，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严重影响动物的生存环境，造成数以百计的野

生动物濒临灭绝。 

500 种哺乳动物、鸟类、双栖动物、爬虫类动物命悬一线，危在旦夕。 

…… 

https://info.51.ca/news/society/2020-06/89998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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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物种灭绝速度正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人类能否“事不关己，己不劳心”？） 

 

科学家们认为，目前的物种灭绝危机与污染密不可分，两者之上再有气候变化，共

同对人类文明构成生存威胁。他们表示，他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当务之急是要提醒人们注

意生物多样性的不复存在，而绝大多数人对这样一种危机仍然忽视不见。 

……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science-52891972?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转发文章提供者：陈黎） 

 

 

 

四、基督教和教会参与关爱自然的活动 

 

 

《生态神学近期发展》 

陈家富 中国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编者语：该篇文章对于生态神学的发展做了扼要但全面的介绍，正面的评价，刊登在重要的华人神

学刊物上，可以说是很及时和宝贵的。编者作几点补充：一是生态关怀本质上是创造主和救赎主对

于祂所造之物的关爱（罗8：18-23）。二是生态神学观在根本上把人类看成是“创造物社区”

（community of creation ）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凌驾于受造自然之上，“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神学观越

来越受到怀疑和挑战。三是人类的管理大地的管家职能不应被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可以对其任

意而为，而是认识到上帝才是自然界的主人，人要做上帝的爱的管家，管理和治理的目的不仅是为

了人的好处，而且也为了自然物的好处，并以此来荣耀上帝。四是福音派教会在2010 年开普敦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science-52891972?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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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的世界福音派教会会议上，制定了《开普敦承诺》，提出了“整全福音”观，也开始重

视大地关怀，并纳入宣教使命中。五是许多神学家把对生态神学和世界各国生态文化的研究结合起

来，比如莫尔特曼就在他的多部著作中谈到中国的传统生态文化。 

 

生态神学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正式崛兴的神学运动，始于关注当时日益严重生

态问题的一种基督教觉醒和回应，特别是在学理上要响应美国（U.S.A.）学者小林恩·怀

特（Lynn White，Jr.）于一九六七年所写的“我们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 Crisis）对基督宗教的挑战。这种对生态的关怀不

仅是某一特定神学课题的强调，而是以生态关怀主导整个神学方向，将很多传统神学课题

放在生态关怀的亮光中重新诠释。所以生态神学基本上是一场神学运动，而非持守某些特

定信念或神学纲领的学派。 

 

生态神学一方面旨在重寻基督宗教传统中的生态智慧，用以对治当前环境的生态灾

难和不公义景况；同时又尝试因着生态危机所提出的挑战，更新甚至批判基督宗教传统。

这种两层的检视为生态灾难中的文化习性提供基督教神学的批判，同时又就基督教作出生

态式的清算和整理。因此生态神学不仅关心基督教如何响应生态和环保等问题，更为基督

教在生态危机时代作出更新和转化。这就意味着生态神学不仅是基督教的环境伦理学，也

不只是关注一些生态伦理的法则，而是涉及基督教信仰如何看待不同生命形式和层次的综

合性表达。依此，生态神学要求基督教群体在关注生命和进行信仰实践时考虑生态的维度

和视野。 

 

由于生态神学是全方位检查基督教信仰的生态关怀的神学运动，以至是一种以生态

视野重新诠释基督信仰的学问，它就不仅是关于创造论的神学，而是需要对基督教信仰的

所有层面（如三一论、创造、人、罪、拯救、圣礼、教会和终末等）作出评论的神学。要

注意的是，生态神学并非仅对一些抽象的神学论述感兴趣，它跟随着解放神学的路线，非

常重视理论与践行之间的互动，亦同时关心信仰生命内在的灵性维度与外在的实践活动。

在芸芸的讨论中，基督教生态神学需要检视和批判的教义可归纳为缺乏内蕴性的超越神

观、人观的二元论观点、单纯和片面的个人式而缺乏宇宙性维度的救恩论，以及倾向出世

的终末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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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而言，生态神学涉及不同传统的参与和对话，在基督教神学内部又激发起不同

学科学者的关注和积极研究，故此它可说是涵盖性很大、有丰富对话潜质和充满时代性的

神学运动。 

 

载《今日华人教会》总第 336 期 2020 年 4 月号：2-3 页 

全文查看以下链接：  

http://www.cccowe.org/pdf/cct/202004/cct_202004.pdf 

（转发文章提供者：李健雄） 

 

 

五、个人热爱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分享 

 

《个人和家庭生态环保生活指引》（征求意见稿） 

简朴、节俭、环保、亲近自然 

 

编者语：从本期开始，本刊会陆续刊登生态环保生活指引的征求意见稿，欢迎读者朋友们将您的思

想、建议、感想反馈给本刊。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编辑一个包罗万象的规定法则，而是提出在日常

生活中最常见的一些可以改进个人生活习惯、践行关爱自然的建议，方便大家参考。生态神学和

优秀的生态文化总是“信行合一”或“知行合一”，教育儿女的智慧也是身教大于言传。 

 

水、 

   调小日用水量： 

      洗手、洗碗、洗菜、洗澡，控制水量。 

儿女教育：培养孩子不要洗手时把水喉开得很大，养成节约控制用水的习惯；日常

洗澡时间不宜太长，适度即可。 

   一水多用： 

 用淘米水和洗菜水浇花，浇后院的小菜地。 

   厕所马桶节水： 

    尽量使用带有调节大小两种水量的抽水马桶。 

   夏日浇草坪用水： 

 注意控制时间。 
 

http://www.cccowe.org/pdf/cct/202004/cct_2020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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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用完即关： 

电灯、电脑、电视、打印机等，用完即关。也可在卫生间或其它房间安装传感器控

制大灯开关，可以人走灯关。 

 儿女教育：培养孩子随手关灯，用完电脑、电视、电子游戏机即刻关调的习惯。 

   够用即可： 

 家里开电灯的数量，根据需要情况，够用即可。 

   调整一度： 

在现有设置的夏天空调和冬天暖气的温度上，升高（空调）和减少（暖气），减少

直接排放到大气中的 CO2而增加温室效应，用传统的适量加减衣服来更自然健康地

适应温度变化。 

 

说明： 

（1）收到一位祷告伙伴的反馈信息如下，其中第一点做了一点调整已经放在“电”项之

下： 

-在卫生间或其它房间安装传感器控制大灯开关，保证人走灯灭。 

-花圃中尽量种植耐寒花卉，比如 Sedum。 

-雨水收集桶 

-少用一次性饮料比如矿泉水 

-电池回收 

 

（2）本刊会逐步刊出以下方面的生活指引： 

塑料、纸张文具、食物、衣服、汽油、家具、垃圾、回收、节日礼物、聚会 Party…… 
 

 
 

June 六月 

 

编者语：石华弟兄翻译的 Nature’s Year: Changing Season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Ontario（《自然岁月》）中的“六月”一章的开始的介绍部分。亲近自然的“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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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less Days and the Urgency of Life 

无尽的白昼和生命的紧迫 

 

Generous June is a wonderful time to be alive and know this sweet land. 

慷慨的六月是一个充满生机和了解这块甜蜜土地的美好时光。 

——Hal Borland 哈尔·博兰 

 
In June the world is brand new .Never in the year is the foliage fresher ,the kaleidoscope 

of greens more vivid ,the smells of the natural world more alluring ,and the urgency of life more 

palpable .Growth and procreation are the order of the day .June's long  days convey a sense of 

unending time .Hal Borland spoke of June as  " long,sweet days we bought and paid for with 

long ,cold nights and short ,bitter days at the dark turn of the year ." 

 

六月的世界是全新的。一年中，树叶从未变得更新鲜，绿色的万花筒从未变得更生

动，大自然的气味从未变得更诱人，生命的紧迫性也从未变得更明显。生长和生育是一天

中的规律。六月的长长的白日传递着一种永无停歇的感觉。哈尔·博尔兰将六月称为“在

一年黑暗轮替时，我们用漫长、寒冷的夜晚与短暂、痛苦的白天购买和支付的漫长、甜蜜

的白昼。” 

 

This is a wonderful time of year to enjoy all that our senses can perceive .The smell of the 

early June air ,especially on a damp  morning ,conveys the essence of a green world .This is a time 

to look  closely at the beauty of new leaves and to reflect on all the services  that leaves render .Not 

only do they provide the basic foodstuff for all animal life on earth ,but they cool the air through 

evaporation , absorb carbon dioxide ,give off oxygen ,and simply make us feel good  as we enjoy 

their gift of shade . 

 

这是一年中享受感官所能感受到的美妙时光。六月初空气的味道，尤其是在潮湿的

早晨，传达了绿色世界的精髓。这是一个仔细观察新叶子的美丽，体会叶子所提供一切服

务的时刻。它们不仅为地球上所有动物提供基本的食物，而且通过蒸发冷却空气，吸收二

氧化碳，释放氧气，在我们享受它们的阴凉礼物时感觉良好。 

 

Although June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naturalist ,this is  a time of relative calm 

after the hectic days of May .There is still much  to be seen ,but the pace of change has 

slowed ,especially since spring  migration has finally ended .Insects receive more attention ,some  

for their beauty but others for their nuisance factor !Plants ,too ,take over the spotlight with highly-

sought species such as orchids bloom ing throughout the mon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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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六月给博物学家带来了新的机遇，但这是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在五月繁忙的

日子之后。仍然有很多事情要看，但是变化的步伐已经放慢，特别是自从春天的迁徙终于

结束以来。昆虫受到更多的关注，一些是因为它们的美丽，而另一些是因为它们的讨厌因

素！植物也占据了聚光灯的位置，像兰花这样备受追捧的物种在整个月里都在开花。  

 

In June we have the sense that this time of long days and short nights will last forever .The 

sun arches high overhead, giving more than 15 hours of daylight .On or about the 21st of the month, 

we celebrate the summer solstice as the sun rises and sets farther north than on any other day of 

the year and thereby signals the imperceptible transition into summer. 

 

在六月，我们有一种感觉，这漫长的白天和短暂的夜晚将永远持续下去。太阳高耸

在头顶，给予超过 15 个小时的日光。大约在本月 21 日，我们庆祝夏至，因为太阳升起，

比一年中的任何一天更北，从而标志不知不觉过度到夏天。  

 

 

六月的野趣 

 

编者语：一位弟兄在六月间接触大自然的野趣，享受，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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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散步，看到的几种鸟） 

 

 
 

（后院的下面有两个鸟窝 年年有鸟来往 今年终于有小鸟孵出来了 应该是 robin 盼望它们很快要开

始学飞了 神的作为奇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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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来一只小兔子 物种的多样性还要加强） 

 

    

（我姊妹家窗台外面的鸟笼招来的长尾巴的红鸟，好漂亮。神为它装饰的荣耀和冠冕） 

（以上图片和小标题文字提供者：王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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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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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