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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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份的平安夜和

圣诞节，总是我们⼤喜的

⽇⼦，因为我们要纪念⼆

千多年前，上帝差遣祂的

独⽣爱⼦耶稣基督道成⾁

身，由⻢利亚⽽⽣。主耶

稣降⽣，为的是在⼗字架

上为我们这些罪⼈去牺

牲，担当我们的罪，“叫⼀

切信他的，不⾄灭亡，反

得永⽣。”（约翰福⾳3：

16）天使对牧养⼈说：“不

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喜

的信息，是关乎万⺠的。

因今天在⼤卫的城⾥，为

你们⽣了救主，就是主基

督。”（路加福⾳2：11—

12）主耶稣不仅仅是信他

的⼈的救主，也是宇宙的

王和救主，要拯救上帝所

造的⾃然，“既然藉着他在

⼗字架上所流的⾎成就了

和平，便藉着他叫万有，

⽆论是地上的、天上的，

都与⾃⼰和好了。”（歌罗

践⾏圣经关爱⼤地使命讯息 
践⾏圣经  关爱⼤地  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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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About Us 

我们这⾥专⻔介绍关于www.ecotheology.net的基本情况

⽹站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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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 Mission: Explore views of Christian Ecological 
Theology, converse with Chinese ecological culture, introduce 
curr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practicing earth care in real 
life.

⽹站价值观：关⼼上帝的创造物的叹息劳苦和地球的⽣态

危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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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 Values: Awareness of God’s creation under groan and 
toil as well as the earth’s ecological crisis, practice earth care 
as a stewardship mission biblically, interact with people groups 
that share love of nature and ecological cultures. 

⽹站六⼤领域：

第⼀，⽉刊（《践⾏圣经关爱⼤地讯息⽉刊》）。每⽉第
⼀⽇出刊，内有“圣经的话语和⽣态神学观”、“中华⽣态⽂
化和祖国⽣态保护”、“⽣态环境现状及⽣态保护”、“基督教
和教会参与关爱⾃然的活动”及“个⼈热爱和保护⽣态环境
的分享”等五⼤部分。
第⼆，特刊。不定期刊登的对于⼀些重要题⽬的讨论的短
⽂。
第三，神学研究。⽣态神学研究性⽂章。
第四，博客。笔名“⼤地好管家”对于⽣态神学和⽣态⽂
化，以及关于关爱⼤地的不定期的感想随笔；团契⼩组的
关爱⼤地的学习材料。
第五，社区。展示教会、关爱⼤地组织、个⼈等关爱⼤地
的实践活动的⽂章和图⽚。其中每⽉刊登“⾛出红房，⾛出
红墙，关爱⾃然，关⼼社区”每⽉定期到社区公园捡垃圾活
动内容。
第六，影⾳集。各种关于⼤⾃然和关爱⼤地的⾳频视频作
品。

2

⻄书1：20）这是何等美好

的⼤爱和盼望！ 

在接近年终，迎接平安夜

和圣诞节的时候，回顾我

们快要过去的⼀年，数算

主的恩典，我们的⼼灵充

满了感恩！⼩刊有了更多

的读者包括祖国⼤陆的读

者；祷告群的神学⽣毕

业，⾛向⼯场或进深读神

学，也有上帝所赐新⽣的

孩⼦；读书群开始定期阅

读⽣态神学书籍；王姊妹

加⼊帮助排版，刊物编辑

排版有了更⼤的改进；特

刊出刊，因短⼩精⼲⼜贴

近现实，受到⼴泛的欢

迎；读书群的弟兄们开始

了“⾛出红房，⾛出红墙，

关爱⾃然，关⼼社区”的定

期捡垃圾活动，并帮助⼀

个教会⻘少年团契开展这

项活动，团契的孩⼦们⾛

出了红墙；许多有爱⼼的

读者朋友们提供⽂章、相

⽚、⿎励、改进建议等

等，好像落在银⽹⼦上的

⾦苹果，温馨感⼈，⼀些

⻘少年写的稿⼦，字⾥⾏

间中透出了爱上帝和爱上

帝所创造的⼤⾃然的⼼

灵，透明和纯净；祷告群

和读书群，以及亲朋好

友，⼀直⽀持，并代祷；

http://www.ecotheolog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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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x areas of the website:

1) Monthly column <<Practice Biblical Love of the Earth 
Monthly Column>>. Published first day of each month. 
Contains five sections: “Biblical Words and Views of 
Ecological Theology”, “Chinese Ecological Culture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Curr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Christianity and Church Participation 
in Love of Nature Activities”, and Individual Testimony of 
Love and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2)Special Column. Ad-hoc to discuss special topics and short 
essays.

3)Ecotheological Study. The articles and essays of 
Ecotheology. 

4)Blog. Penned “Good Earth Steward” that shares reflections 
on Ecological Theology and Ecological Culture; includes study 
materials for fellowships and small groups.

5)Community. Showcase articles and pictures of churches, 
ecologic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 participation in love of 
the earth activities. Monthly columns will showcase details of 
the “Beyond Home, Beyond Church, Love of Nature, Care of 
Community” initiative to periodically engage in picking up 
trash at local community parks.

6)Media. Various audio, video resources on nature and love of 
the earth. 

⽹站管理：

⽹站是因着⼀群加拿⼤多伦多的愿意践⾏圣经、关爱⼤地
的华⼈基督徒的愿景和⽀持，在2020年12⽉正式设⽴的。
⽬前⽹站的六⼤领域以及其中的所有的⽂字和图⽚都由
《践⾏圣经关爱⼤地讯息⽉刊》编辑⼈员负责提供；⽹站
的具体管理⼈员为李弟兄。

Website Maintenance: The website is supported by a group of 
Chinese Christians willing to put “earth care” into real life 
pract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achings of the Scripture. It 
was officially established as of December 2020. Currently the 
six areas aforementioned and all texts and pictures are provided 
by editors of the <<Practice Biblical Love of the Earth 
Monthly Column>>. The main contact for website 
maintenance is Brother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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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帝听了我们⼀年多

的祷告，感动我们申请了

⽹站，李弟兄帮助申请和

管理具体事宜，我们的⽹

站—www.ecotheology.net 

（⽣态神学·⽹络）在12⽉

1⽇正式开通使⽤了！我们

是⼀群热爱上帝创造的⼤

地的弟兄姊妹来配搭，义

务性地作各种⼯作，彼此

代祷扶持，注重群体，带

着使命前⾏。回⾸⼀年，

路上有疑惑、失望、汗

⽔、摸索、磨合，但却满

是赐福的膏油！感谢三位

⼀体全能的⽆⽐慈爱的上

帝创造主和救赎主！ 
本期有多伦多⼤学颜钟祜

⽼师的赐稿。本期发了关

于⽓候变暖这个环境恶化

的主要表现的⼏篇⽂章。

本期刊登了不伦瑞克省的

圣浸信会教会⻘少年团契

寻找地理藏宝活动，这真

是有趣味有意义的关爱⽣

态环境的教会活动。本期

继续报道“⾛出红房，⾛出

红墙，关爱⾃然，关⼼社

区”之关爱⾃然读书群每⽉

定期到社区公园捡垃圾的

活动，晚秋 1 1⽉份的活

动，⼜有新的弟兄姊妹的

加⼊，也有⻘少年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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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站处于初创，是⼀个卑微的开始，各⽅⾯都很⽋
缺，参与的同⼯们愿意坚⼼倚靠主，同⼼为了关爱⼤地的
使命，继续向前⾏。愿各位读者朋友上⽹站和阅读刊物，
期望⼤家提出宝贵的改进意⻅。

⼀、圣经的话语和⽣态神学观

读布克雷Dave Bookless之
《耶稣的环保学：活出圣经中神、⼈、⼟地

的美好关系》⼀书有感（三）

第三章 ⼟地：在场景中的⼈与地   

        作者⾸先写道：“以⾊列的故事，不是为了填充耶稣出
现前的空档；⽽是让我们知道，如何在堕落世界活出⼈真
实的样式。”圣约中的“⼟地”也许是最被我们忽略的主题。
它在圣经五幕剧中居于第三幕（创造、堕落、⼟地、耶
稣、新创造）。在旧约中它被提到有⼆千次，新约有⼆百
五⼗次（作者引⽤：Russ Parker. Healing Wounded History. 
Darton: Longman & Todd, 2011, p.8）。耶和华在对信⼼之
⽗亚伯拉罕的46次应许中有40次提到⼟地，其中有29次主
要或者完全指的是⼟地。著名圣经学者布鲁格曼Walter 
Brueggemann指出：“⼟地就算不是圣经信仰的惟⼀主题，
也是相当核⼼的主题。”（《⼟地神学：从圣经信仰看⼟地
的赏赐、应许和挑战》，新北市：校园书房出版社，2016
年版，第4页）历史上，各个教会的教导有多少讲到和⼟
地有关的话题呢？⽽今天，⼟地和与此有关的“⼟地⽤途的
改变、科学难题、资源枯竭和全球⽣态危机，在威胁着⽣
命……”

第⼀，⼟地属于神

        整个受造物都是属于上帝（诗24：1）。 就⼟地⽽
⾔，⼈可以买卖⼟地，“但神的⼟地拥有权永远先于⼈类的
⼟地拥有权。⼈类永远只是神的⼟地的承租⼈或管理者。”
（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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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本期也刊出《个⼈

和家庭⽣态环保⽣活指

引》（征求意⻅稿）之第

⼋“回收”，求主感动祂的

千千万万的⼉⼥，在每天

的⽇常⽣活中，活出效法

基督的关爱⼤⾃然的样式

来。最后，祝各位亲爱的

读者朋友和家⼈过⼀个⽆

⽐喜乐平安的平安夜和圣

诞节，庆祝主耶稣的诞

⽣，蒙主⼤⼤赐福！我们

2021年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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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赐给他⼀个民族和⼀⽚⼟地，其
对⼈的计划是：“透过关爱⼟地及其上⼀切，彰显神的形
象。”（同上）亚伯拉罕和被拣选的上帝的⼦民的使命“是
要住在⼀块特别的⼟地上，在那⾥他们要透过关顾受造界
来履⾏⼈类的使命：反映神的形象。”（同上）⽽此处的
“⼟地”主要不是指政治上的国家的国⼟，“⽽更多指的是在
属灵及⽣态意义上的⼟地。”（58页）编者补充：布鲁格曼
在提到圣经中的“⼟地”是在字⾯和象征意义之间“游移往
复”，这两者是⽆法分开的。（《⼟地神学》，第2页。）

        上帝要求以⾊列⼈在获得的应许的⼟地上，要守安
息，这也表明⼟地是属于上帝的（利25：23）。⽽且，以
⾊列的⼟地分配和拥有的⽅式与邻国⼤不相同，邻国⼟地
的⼤部分⼟地属于君王和⾸领，⽽在以⾊列，“⼟地尽可能
⼴泛地分配给不同家庭。为了维护这个制度，⼟地不能买
卖，必须保留在亲属群体内。”（同上，作者引⽤：C. J. 
H. Wright. Living as the People of God. IVP, 1983, p.37-38）
⼀个例⼦就是列王记上21章中拿伯和亚哈王关于葡萄园买
卖的故事。这都表明⼟地属于上帝。

第⼆，我们属于⼟地

        作者提出上帝、以⾊列、应许之地，这三者的三⾓关
系。⼈和⼟地的关系可追朔到创世记2：7。希伯来“⼈”
（adam，亚当），是由“⼟地”（adamah，亚⼤玛）转化⽽
来的。⼈是又尘⼟⽽造的。“⼈类”（huamn）、“泥⼟”
（humus）、“谦卑”（humility）来⾃同⼀字根。所以⼈要
持谦卑的态度，摆正我们在地球上的位置。

        上帝所造的⼈类是关系性的，⼈不是⽣活在真空中，
⽽是物质的⼤地上。作者指出⼈需要“接地” 、“扎根”、“在
地”，否则就会出现“错位”、“拔根”、“飘零”。（60页）在
今天的社会中，特别是因为都市化的影响，⼈们越来越缺
乏属于⼟地和扎根的感觉，⽽圣经却要求我们要接地扎根
（耶29：4—7）。上帝要求我们与⾃⼰⽣活的⼟地，周边
的⾃然环境建⽴亲密的关系，因为我们属于⼟地。

        新约同样提出落地⽣根的观念。耶稣在⼀个地⽅⽣活
了30年，“在⼀个特定的⽂化、地区与环境扎根”，然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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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祷告事项 

(12⽉1 ⽇-12 ⽉31 ⽇)： 

第⼀，求主让我们和家⼈⼀

起，喜乐平安地参加平安夜

和圣诞节的聚会，度过这美

好的节⽇。

第⼆，现在世界各地新冠肺

炎病有第⼆波来临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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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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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求主感动各位读者对

本刊、 “⽣态神学 ·⽹络 ”、
《个⼈和家庭⽣态环保⽣活

指引（征求意⻅稿）》多提

建议和意⻅，求主能让这个

指引可以帮助⼤家在⽇常⽣

活中实践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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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事奉了3年。（61页）保罗提到创造主“定了”⼈们所居住的“疆界”（徒17：26），“要叫他
们寻求神”（17：27）。所以，圣经要求⼈与⼟地环境互动，建⽴亲密的关系。然⽽，“基督徒
常常将信仰过度灵性化，忘了其实我们的信仰与’地⽅’是紧密相连的。”（62页）

第三，⼟地：我们与神的关系的场景

        作者提出⼈类有上帝的形象和样式，上帝“给了我们有关看顾⼟地和其上之动植物
的详细指⽰。”（同上）

        作者引⽤申命记22：6—7：“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头有雏或
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
以享福，⽇⼦得以长久。”经⽂⾸先表明上帝要求我们学习永续性⽣活原则，即“当我们使⽤受
造界的资源，要确保这些资源能够有⾜够⾃我修复的空间。”（63页）经⽂也表明，我们的福
祉是和我们“尊重并保护野⽣动物是息息相关的。”（同上）

        作者引⽤利未记19：9—10：“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也不可拾取所
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要留给穷⼈和寄居的。我是
耶和华你们的神。”经⽂表达了⼀个重要的原则──“适量”。今天的农业⽤⼤量使⽤化学肥料
和农药，以及改良品种等，来不遗余⼒地增加产量，这种过量造成对于⼟地的损害（编者：⽽
⼤量⽣产出的粮⾷和农副产品被浪费了，并⾮产量本⾝不够⽤！）。经⽂同时也表现出关⼼社
会弱势群体，包括野⽣动物的原则。其实圣经其它⼀些经⽂对于关⼼这两者有更明确的指出
（如：出23：10—11）。最后，经⽂指出⼟地的安息原则（利25：1—7）。安息原则其实已经
在创世记2章中就写进了创造的秩序。透过守安息⽇，“我们恢复对神的依赖”，也让⼈与⼟地
⾃然的关系得到⼀定程度的改善。（65页）旧约律法守安息⽇的规定虽然不能在今天按字⾯意
义来应⽤，但它提供了今天依然适⽤的遵⾏的原则。欧盟推⾏休耕地的原则，即付钱给农民，
让⼀些⼟地得到休耕；这是不⾃觉地在⼀定程度上做了符合安息原则的事情！   

第四，⼟地作为属灵的⽓压计

在圣经的宏⼤剧情中，⼟地不仅是背景舞台，⽽且是“活耀的⾓⾊。”（66页）圣经许许多
多次地在⼟地后放置主动的动词，⽤来“强调⼟地是神⽤来祝福或咒诅的主动中介。”（同上）
⼤⾃然⼀起赞美创造主（诗篇98：4，7—8），邀请⼤⾃然赞美主（诗66：1—4）。编者觉得
在这⽅⾯，Richard Bauckham在他的The Bible and Ecology⼀书中，对于“宇宙合唱团”和“宇宙
庆祝”（后⾯这个词句引⽤Brian Swimme and Thomas Berry语）的描述，⽣动⽽细致。 

⼟地在⼈未遵守上帝的旨意，上帝宣告审判时，作出负⾯性的回应（何4：1—3；耶12：
4）。“显然，⼟地是个灵性的⽓压计，以’悲哀’和枯⼲来回应神⼦民在道德上的悖逆，野⽣动
物和⾃然⽣态系统都受影响。”（68页）灵性上的败坏和其它罪⾏，都影响⼟地（耶3：6—
10，16：18；民35：33—34；赛2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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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态环境的世界性危机⽇益加剧，有⼈贪婪，没有做称职的管家有直接因果关
系，也与⼈的道德上的叛逆有关。虽然我们不能把⼀个地域的⾃然灾害的原因都归于这个地域
的居民，但基本的圣经原则是它和⼈的罪有关，⽽且许许多多是和⼈的具体的违背圣经的作为
有关的。

编者联系到去年巴西和澳洲森林⼤⽕，今年的冠状肺炎、⾮洲蝗⾍和加州森林⼤⽕等
等，这⼀切都是和全球变暖有极⼤关系的，有些也和⼈和政府的具体责任有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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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不关⼼⽣态环
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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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的⽣命的光和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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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主要取⾃：《践⾏圣经关爱⼤地使命讯息⽉刊（总第⼗六期）》）

第五，医治⼟地？

医治⼟地出现在历代志下7：12—14：“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
的祷告，也选择这地⽅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或使蝗⾍吃这地的出产，或
使瘟疫流⾏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民，若是⾃卑，祷告，寻求我的⾯，转离他们的恶
⾏，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经⽂中的“⼟地”是指的⽣态意义上的
⼟地，医治的内容包括旱灾、疾病、农业⽋产等，⽽不是引伸到民族的医治。 

作者认为⽣态环境的医治主要是“悔改归向神”，⽽不主要是技术上废物回收以及资源管理
等等。他警告要提防“⽣态繁荣福⾳”，即“视丰收为灵性纯洁的记号。”（69页）因为丰收可能
是短暂的因素，⼈的今⽣也不⼀定得到物质丰富或者⾝体健康，现在也不能完全修复⽣态环
境，受造物还“服在虚空之下”，且“⼀同叹息，同受产难”（罗8：18-25）。编者觉得有必要对
作者提出的三个观念进⾏辨别。⽣态环境的医治和“悔改归向神”的关系是：有后者，必然有前
者，⽽有前者，不见得有后者，⽽且前者的效果不是长期的；⽣态环境的医治不等于“⽣态繁
荣福⾳”，因为⽣态环境较好（繁荣）的时候，并⾮⼀定是⼈的灵性好，按上帝的⼼意去关爱
和医治⼤地的结果。

但另⼀⽅⾯，认为信仰和⼤地⾃然没有关系也是危险的。虽然⼈们很难想象⼈的信仰和
道德如何具体和⾃然环境的改善和恶化产⽣联系，但基督徒应坚信上帝的话语是不会落空的，
“这称为我名下的⼦民，若是⾃卑，祷告，寻求我的⾯，转离他们的恶⾏，我必从天上垂听，
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代下7：14）作者举出了来⾃⽠地马拉的阿尔莫隆加的事
例，来说明这信仰的原则。“世界各地的故事，见证着⼀个社区在悔改的祷告和更新的顺服
中，回转归向神，⼟地也因此产⽣变化。”（70页）编者思想：华⼈/中国基督徒如何为⾃⼰、
社会、国家的罪向上帝祷告，求祂的医治，恢复与祂的关系，同时，求主让⾃⼰成为上帝医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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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同⼯，⽽不是视⽽不见上帝的受造物的叹息和苦楚，仅仅是怨天尤⼈，或者仅仅宣告末
⽇就要到了，⽽缺乏代祷和⾏动。

家庭/⼩组/主⽇学聚会读该书（及经⽂）的讨论问题：

1，在你所处的社区和环境，你扎下的根有多深？以耶利⽶书29章4—7节，思想你所扎的
根如何能够长得更深？ 

2，在什么程度，我们可以宣称“⾃然”灾害或农业危机，是上帝对我们恶⾏的审判？
3，如果在谈起世界的⽣态危机和⾃然灾害时，有基督徒对你说：上帝要来的⽇⼦近了，

这些都是必然的征兆，是上帝的惩罚，我们不⽤管它们，管也没有⽤，好好传福⾳吧。你怎样
⽤圣经来回应他的话？

4，上帝要求我们学习永续性⽣活原则，我们具体的实践可以有哪些？
5，根据历代志下7：12—14节，在医治⼟地之前，神向⼈要求什么？我们如何在今⽇⽓

候变迁及环境危机的脉络下，诠释这个信息？ 

（注：以上问题1、2和5为作者所写，其余为编者所提出）

⼆、中华⽣态⽂化和祖国⽣态保护 

消失的村庄
颜钟祜

作者简介：颜钟祜⽼师是宗教⽐较学和道家哲学的学者，⽬前在多伦多⼤学任教。他在
国内就读浙江⼤学获学⼠学位，后到美国布朗⼤学学习获硕⼠学位，又到加拿⼤多伦多⼤学就
读，获博⼠学位，在多⼤时师从沈清松教授。他乃孔夫⼦的弟⼦颜回之后⼈，潜⼼治学，熟悉
儒经。在归信基督后，⽤圣经信仰的视⾓来看待知识学问。他也在天道⼤学-加拿⼤华⼈神学
院教授基督教与中国⽂化⼀课，是编者的同事，编者在道家思想及中国传统⽂化上多请教于
他，他给予了编者很⼤的帮助。

知⽌不殆----⽼⼦四⼗四章

我⼟⽣⼟长的村庄，有⼀条河流穿其⽽过,蜿蜒盘旋归⼊东海。⼭上的泥沙随着⾬⽔冲
刷，形成了⼀⼤⽚海床，也成为了各种鱼类，甲壳类动物和软体动物的繁衍地。少年时期，我
时常背上⼀个鱼篓⾛去海滩。直到现在，我仍能真切地回忆起那时双脚陷⼊软泥的声⾳。年少
时看着螃蟹为了⽣长⽽褪去外壳的激动依然清晰，恍如昨⽇。每⽇回家，我的背篓⾥总是盛满
了各类⽔产。彼时当整个国家正从⽂化⾰命的混沌萧条中恢复时，我和兄弟姐妹通过捡拾⽔产
为家⾥的经济尽了绵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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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我离开了家乡，先后在省城和⾸都攻读学位。⼆⼗年后有⼀次我回去探亲，那条河
还在向着⼤海奔流不息，但河⽔显然还没有以往那么深了。海岸线似乎退去了很多，当我⾛上
海滩时⼏乎看不到任何海洋动物，海滩上的⼈也寥寥。我在那⾥呆了半天，空⼿⽽归。 

过去20年的变化是巨⼤的，全国上下都在努⼒快速致富。随着⼈⼜的不断增长，我的家
乡在⽣态⽅⾯遭受了巨⼤的创伤。森林不断被砍伐，鱼⼉攒动的景象不复重现，海洋⽣物要么
灭绝，要么迁移。⾃然资源不堪重负，我所见到的并不是⼀个更繁荣的村庄，相反，村⾥许多
⼈为了谋⽣出⾛，剩下他们的家⼈留守在这⽚⼟地。村⼦⾥的⼈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地的过度
开发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他们现在不情愿的“背井离乡，”然⽽即使他们意识到这种关联，他们会
停⽌采伐吗? 这个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全球⽣态系统共同⾯临的：如果不⾸先提⾼⼈民的⽣活
⽔平，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关⼼地球呢? 如果整个世界都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我们如何才能
阻⽌这些⼯业污染地球?

你可能已经感觉到我的最后⼀次归乡是相当令⼈失望的，甚⾄可以说令我忧伤。在那之
后不久，我就会到北美去读研究⽣，并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能够回去。这次旅⾏已经给我带来
了⼀种失落感：那些带给我⼉时快乐时光的螃蟹贝壳，再也找不到了；青⼭，失去了以往的美
丽；河⽔，已然不可饮⽤。当我再次回到我的村庄时，又会发⽣什么变化?  

⼭、河、海都是⼈类共同⽣活的⽣态系统的⼀部分。从⼩成长的⾃然环境对我们的影响
超出了⼈们通常的认知。拿我们⼈的灵魂来举例⼦，我们⼀般认为灵魂没有物理特性，因此不
局限于任何地⽅。在很⼤程度上，这是事实。然⽽，想想我们受孕的那⼀刻，或者某些⼈认
为，我们第⼀次呼吸的那⼀刻——灵魂选择在特定的时刻，于特定的地点，通过我们的特定的
⽗母留在我们体内。这表明，就像⽗母决定我们的基因，我们的精神和灵魂也可能是在出⽣时
就被出⽣地决定了的。随着我们渐渐远离那⽚塑造了我们思想、灵魂、和⾝躯的⼟地，我们同
时逐渐失去了与⼤⾃然的细微联系。于我⽽⾔，道家在这⽅⾯特别有助于激发我们对⾃我的诘
问，以及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完全实现个体⾃我的意义。

道家是中国本⼟的⼀种哲学传统，它的思想主要汇集于《道德经》和《庄⼦》中。这⼀
传统⼤致起源于公元前4或5世纪左右，社会和政治秩序崩溃时期的中国。道家通过强调“道法
⾃然”来与其他学说加以区分，以“顺其⾃然” 为恢复社会、政治和宇宙秩序的⼀种⽅式。⾃
然，字⾯上的意思是“本⾝如此”，指的是宏观宇宙的本质，以及微观世界（不仅仅限于⼈类）
如何回应宏观宇宙。 

这可能是通过对⾃然运动的敏锐观察，早期的道家们获得了这⼀洞见，认识到了每个⽣
命与之所处的⽣存环境之间的动态关系。道家的宇宙观清楚地指出，⼈类并没有⽐其他存在物
更有特权，因为万物均源⾃道，均须遵循阴阳之律，⽽阴阳是天地万物的⾃然法则。这种世界
上⽣物与⼈类之间的绝对平等，在《庄⼦》中表达的淋漓尽致。其中，⼩型鸟类和昆⾍被认为
与较⼤的鸟类和昆⾍⼀样重要，只要万物各⾃遵循其⾃然的⽣活⽅式，即使是腿脚缺陷的⼈和
乞讨者也应与王⼦和圣⼈受到同等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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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哲学具有恢复世界⽣态秩序的潜⼒。如果⼈类并没有被赋予统治这个世界的特权地
位，我们就应该谦卑地尊重其他物种⽣存的权利。如果⼈类的本性决定了我们最终的⾃我实现
在于追随我们⾃⼰的⾃然状态，那么我们就应该抵抗任何社会压⼒，以顺应我们本性的⽅式去
⽣活。通过限制但不抑制我们的欲望，⼈类才能够过上令⾃⼰满意的⽣活，从⽽促进⼈类社会
的有序发展，最终促成⼀个和谐的⽣态世界。

不幸的是，这种温和的⾃然哲学式⽣活⽅式似乎已经在其发源地失去了吸引⼒。除了在
少数的道观⾥--譬如北京的⽩云观--我们仍可以在道教修道⼠的⽣活中看到这种哲学的表达之
外，（于普通⽣活中）传统似乎已经被遗忘。中国现在在经济⽣活的各个⽅⾯都急于实现现代
化，在错误的道德观例如“致富光荣”，或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如“不论⿊猫⽩猫，能捉⽼⿏的就
是好猫” 的引导下，⾃然成为了最脆弱的剥削对象，我的家乡，只是⽆数受害者之⼀。 

从全球⾓度思考，⽆论是我遥远的家乡还是⼤⽓中的臭氧层，我们每个⼈都需要对地球
的破坏负责。可以肯定的是，包括我⾃⼰在内的村民以不⾃知的⽅式成为了对资源枯竭负有直
接责任的⼈。那么又是谁来负责村⾥的贫困问题呢？⽂⾰错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者， 盲⽬
的跟随者，⼀步步问下去，我们当中又有谁能够完全摆脱责任？所有的⽣态危机都是如此。

所以，⼈类必须审视我们的集体良知。道家圣⼈为我们推荐的⽣活⽅式也会减少我们个
⼈和集体在玷污和破坏⼤⾃然上累计的亏⽋。事实上，如果我们继续忽视圣⼈的忠告，有⼀天
⼈类将成为⼈类⾃⼰的掘墓⼈，正如庄⼦在2000多年前预⽰的那样: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混
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皆有七窍，以视听⾷息，此独⽆有，尝
试凿之。" ⽇凿⼀窍，七⽇⽽混沌死。

——《庄⼦·应帝王》 

如何减少快递垃圾？

导读：我们曾在前⾯的刊物提到快递垃圾问
题，11 ·11⽹上消费狂欢后，我们有必要再来审
视它。⽂章指出：“我国快递业每年消耗的纸类
废弃物超过900万吨、塑料废弃物约180万吨，
并呈快速增长趋势，包装废弃物对环境造成的
影响不容忽视。”⽂章提到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提
出《关于加强快递绿⾊包装标准化⼯作的指导
意见》，部署中国快递绿⾊包装标准化⼯作。
但各⽅因经济利益问题，执⾏起来并不容易，
如何“⿎励快递公司、物流公司、再⽣资源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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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加⼤对快递包装的回收⼒度，提⾼快递包装的再利⽤率”，仍有很长的路要⾛，⽽个⼈又
不愿意把可回收的快递包装材料送到固定收购地点。编者认为：虽然要对有关企业进⾏指导和
要求，但个⼈的回收可再⽣包装物的意识仍是关键，个⼈的环境公义感始终是社会企业落实环
境公义政策的基础。

点击查看全⽂

国家邮政局：99％塑料类快递包装得不到有效回收利⽤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近年来，中国快递发货量快速增长，仅今年11⽉1⽇—11⽇，
全国邮政、快递企业就处理了快件39.65亿件。⽬前中国纸质类快递包装材料有80%能够被回
收利⽤，⽽塑料类快递包装废弃物由于回收价值低，有99%都得不到有效利⽤。 

点击查看全⽂ 

林伯强：⽓变治理转“绿”，减排着眼三⼤抓⼿

导读：能源专家厦⼤教授林伯强的预见。美国政府在拜登上台后，可能会重返《巴黎协定》，
这是全球减少碳排放，推进全球⽓候变化治理的好消息。它会带来减排的三⽅⾯推进：⼀是零
碳电⼒⽬标加速煤电退出进程；⼆是可再⽣能源迎来良好外部发展空间；三是电动汽车市场发
挥规模及优势效应。中国电动汽车的⽣产量和消费量位居全球第⼀，有较强的发展空间。编者
认为国⼈要积极⽀持国内电动汽车发展，以开电动汽车为荣，为⽀持⽣态环保的美丽的“时
髦”。

点击查看全⽂

三、⽣态环境现状及⽣态保护 
（政策ˎ组织ˎ⾏动等） 

⽓候变化和⼈类共同体的关系？听听科学家们怎么说

导读：11⽉1⽇，第三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进⾏的第三天，主题为“何去何从：⽓候变化与⼈
类命运”的⽓候峰会成为多⽅关注的焦点场次。20世纪全球⽓候遇到严重问题，成为全⼈类所
共同关切的重要议题，国际社会在1987年通过的《蒙特利尔协定》，2016年签署的《巴黎协
定》，共同合作应对全球⽓候问题。WLF在本届⽓候峰会中邀请了五位科学家，2004年诺贝
尔物理奖得主戴维·格罗斯，2005年京都奖基础科学奖得主西蒙·莱⽂，2017年京都奖基础科学
奖得主格雷厄姆·法夸尔，2019年沃尔夫农业奖得主戴维·齐尔伯曼，清华⼤学理学院院长、地
球系统科学系主任宫鹏。他们从多⾓度透视⼈类与⾃然的关系，提出了他们的具体看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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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罗斯，他认为科学有解决所有问题的答案，但问题是如何使⽤它们；莱⽂认为科学家已经达
成共识，但国际社会和政治⽆法团结⼀致来推进；法夸尔说“最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全球变暖
不像是某天的毒太阳”，提醒⼤家⽓候变暖是慢性病，⼈们绝不能掉以轻⼼。

点击查看全⽂

11⽉4⽇将正式退出《巴黎协定》 美为⼀⼰私利破坏国际法基本原则

11⽉4⽇，美国将正式退出《巴黎协定》，成为迄今为⽌唯⼀退出《巴黎协定》的缔约
⽅。 

点击查看全⽂

饿急眼了！俄罗斯拍到⼀只饥饿棕熊吞⻝幼崽恐怖画⾯

点击查看视频

丹⻨下决⼼全国“杀貂”背后原因值得警惕

导读：本⽉⼤新闻。丹麦、美国、意⼤利等六个国家向世界卫⽣组织报告本国的貂养殖场发现
新冠病毒。丹麦⾸相梅特·弗雷泽⾥克森表⽰，政府将宰杀丹麦境内所有⾄多1700万只养殖
貂。圣经讲：“我们知道⼀切受造之物，⼀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罗马书8：22），貂之
感染和被⼤规模宰杀，就是圣经所讲的明证，上帝在启⽰这话语时，是对于祂的受造物充满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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悯的，今天我们有没有对于这些貂的怜悯呢。在这些⼤灾难中，动物总是受到最⼤伤害，去年
澳⼤利亚⽕灾，有5-10亿只动物被烧死，⽽这⼀切，都和⼈的不当的⾏为有关，因为它们都和
近百年来全球⽓候剧烈变暖有关，⽽这⽓候变暖不是⾃然界正常的节律所引起的，⽽是⼈为排
放碳的结果。编者又想到，貂和许多种类的⽪⽑动物，是被活剥⽪⽑的，它们被活剥⽪时惨叫
不已，⽣不如死，这批被宰杀的貂中有没有将来要被活剥⽪的呢？如果有，现在也许是它们幸
福的死去了！⼈类这样残酷对待动物，怎能指望⼈类善待⾃⼰的同类呢？基督徒们，是时候思
想怎样善待⼤⾃然，善待⽣命，善待动物了！是⾏动的时候了，不要空谈论道。

点击查看全⽂

四、基督教和教会参与关爱⾃然的活动 

⾛出红房，⾛出红墙，关爱⾃然，关⼼社区

记不伦瑞克省的圣浸信会教会（青少年团契）寻找地理藏宝活动
Brunswick St Baptist Church (Youth Fellowship) Geocaching hunting 

导读：践⾏圣经关爱⼤地使命在教会开展既是基督徒的使命，也是为主作光作盐的⼀件美事。
⽽教会青少年参与关爱⼤⾃然活动，既是信仰的表达，也是他们特别喜欢的，编者发现，教会
的青少年特别爱参加关爱社会的活动，当然也包括关爱⼤⾃然。青少年参与这种关爱⾃然，又
有娱乐性和知识性的活动，真是信德智体美俱全，有意义，又快乐有趣！这样类似的活动，是
有⽣命⼒的，有吸引⼒的。

Brunswick St Baptist Church (BSBC) 简介：BSBC教会是
Fredericton的第⼀间教会，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且
100多年前就有华⼈在这⾥聚会，现在的中⽂堂是由以前
的学⽣团契发展⽽来，于2015年8⽉成⽴的，现在是从加
神毕业的⽥昌斌传道作中⽂堂的传道。

今年的冬天似乎⽐往年来的晚了⼀些，已经11⽉中旬
了，室外的⽓温居然还有⼗⼏度， 趁着好天⽓。我们教
会的youth pastor组织了⼀次Geocaching hunting的活动， 
Geocaching 中⽂称为地理藏宝，是⼀种户外活动，当你
在⼿机下载了这个App以后，它利⽤全球定位系统在世
界上的任何地⽅来藏匿及寻找地理藏宝盒。是⼀个⾼科
技游戏的捉迷藏、定向越、寻宝游戏盒路标游戏。⽬前
可以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遍及南极洲在内的七⼤洲。
所以这次我们教会就组织了这次活动，地理寻宝的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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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捡拾trail路边的垃圾，所以吸引了教会的青少年和家⻓⼀起来参加这次活动。既能够全家⼈

⼀起亲近⼤⾃然，也可以透过⾼科技 捉迷藏“寻宝”吸引青少年，还可以拾取路旁的垃圾来清

洁⼤⾃然。

今天的活动在UNB的woodlots⾥⾯进⾏，当我们⼀家到达停⻋场的时候，⼤家都已经聚集

在⼀起了。我们 根据家庭或者年龄分成了⼏个⼩分队， 每个⼩队⾖都领到了⼀根带钉⼦的棍
⼦和垃圾袋。然后我们就出发了，我们中⽂堂有两个家庭共有七位组成了⼀个⼩分队，队员最
⼤的已经四⼗多岁，最⼩的只有3岁半。这次活动我们不仅是寻到宝⻉有奖励，更重要的是捡

到垃圾的时候会有加分。所以孩⼦们都很兴奋，我们⼀ 起打开app，按照上⾯的第⼀个宝藏的
⽬标就出发了。刚⾛到林⼦边的时候，孩⼦们就已经发现了⼏个被遗弃的塑料袋和饮料瓶，并
迅速地捡拾起来放进我们的垃圾袋中。当我们接近第⼀个宝藏地点的时候，其他⼩分队已经在
附近了，但是幸运的是，我们第⼀个发现了藏在树叶下的⼀个宝盒，拍照留念以后，我们就设
定了下个⽬标，在⾛下个⽬标的过程中，每个队员都仔细盯着路边的草丛，尽可能找到每⼀个
被遗落的垃圾。连最⼩的三岁半的⼩妹妹积极的加⼊到捡垃圾的⾏列中。 我们来的这是⼀⽚
森林是属于我们本省⼤学UNB林业系的实验林，总计有3800多英亩，这⾥既是UNB⼤学的学
⽣天然实验室，因为临近城市，也成为整个城市社区的⼈们在这⾥散步，慢跑，观⻦，越︎滑

雪，欣赏⼤⾃然的原始公园。所以这⽚森林 ⾥⾯除了⼏条trail，其他都是很天然的状态。当我
们为了抄近路⽽接近第三个藏宝地点的时候，中间⼀条 ⼩溪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最后我们查
看了地形，发现可以越溪⽽过，我们发挥团队的作⽤，由我来抱着最⼩的队员过河，当我抱着
我们的⼩队员前脚跨过⽔⾯后，由于步⼦太⼤，后脚居然⽆⼒抬起，加上孩⼦的重量，使得我
⽆法跨过去，只好求助于已经过河的队员，将⼩队员递给她以后我才跨过去。时间在找到宝盒
的兴奋中⼀点⼀点过去，集合的时间快到了，我们开始⾛向出⼜，然后决定将出⼜附近的⼀个
宝盒作为我们最后⼀个⽬标。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在树林⾥⾛了两个半⼩时了， ⼩队员因体⼒
不⽀，已经跟随妈妈提前回去了，我带着四个队员则继续向最后⼀个⽬标进军，这个时候我们

14



总第⼆⼗五期（⽉刊） December 1, 2020

都已经有点疲惫，⽽且这⼀段路穿⾏在树林⾥⾯，
即将接近⽬标的时候，发现了⼀个⾊彩鲜艳的蘑
菇，顺便给孩⼦们普及了⼀些蘑菇知识。

 终于到了最后⼀个宝盒的地点，⽽这个地点已经接
近路边，正好集合的时间也到了，我们带着我们捡
到的⼀袋垃圾回到集合地点，这时候看到其他⼏个
⼩分队也已经回来了，每个⼩分队都找到了半袋垃
圾。当最后⼀个⼩分队回来的时候，⼤家⼀⽚欢
呼，他们居然找到⼀个超市购物⻋和⼀个废旧轮

胎，⻋上装满了其他垃圾，在⼤家⼀⽚赞叹和惊奇中，看来结果不⾔⽽喻。整个过程孩⼦们都

很兴奋，既有寻宝的新奇，也有捡拾垃圾的成就感。整个活动就是在这样⼀种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结束了。关爱⼤⾃然，恢复神所创造 的最初的美好环境也是整全福⾳的内容之⼀。藉着这
样的活动，不仅让⼀家⼈可以⼀起有愉快的时光，⼀起亲近⼤⾃然。使⼩朋友从⼩有环保的意
识，也让教会这个群体在环保上为主发光，以实际的⾏动来传福⾳。 

（⽂字及图⽚来源：⽥昌斌）

五、个⼈热爱和保护⽣态环境的分享 

⾛出红房，⾛出红墙，关爱⾃然，关⼼社区
──记关爱⾃然读书群的弟兄姊妹组织的每⽉定期到社区公园捡垃圾活动（⼗⼀⽉）

MacLeod’s Landing Park & Meader Park

Before I started to pick up the garbage I didn’t want to do it. Even though I knew that it wa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I just thought it was a waste of time. This thought changed when I started 
to pick up the garbage and when I realized how much garbage people throw a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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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ade me feel like I was doing something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Now when I look back 
at this I think it was a good thing for us to do since do we really want birds and other animals eating 
the garbage we leave on the ground? Probably not but that's what we're doing by littering (this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why lots of land and sea animals are dying) Things I learned after picking up the 
garbage was how much a cleaner environment can help us and animals to survive. Also, I learned that 
even if you don’t want to do something because it seems boring, just think of all the good things that 
will happen from it. Like me, in the beginning, I didn’t really want to pick up garbage for two hours 
straight but now I know that those two hours made a difference to our environment. 

I know everyone says “don’t litter” “when you see garbage on the ground throw it away even if 
it’s not your mess”. But take a look at what it's doing to our environment if we don’t do anything 
about it. Poor animals are even dying since we're just littering and just throwing trash in the seas, 
lakes, oceans, etc. So please do your part. You don't have to go on a two-hour walk and pick up all the 
garbage you see but the least you can do is when you're out on a walk and see garbage on the ground 
just pick it up and throw it away it will help our environment a lot. 

by Kaylie Kerr   Gr.7

我刚开始不想捡垃圾。即使我知道这对环境有利，但我只是认为这是浪费时间。当我开
始拾起垃圾以及意识到有多少⼈扔掉垃圾时，这种想法发⽣了变化。

这让我感到⾃⼰在做有益于环境的事情。现在，回头看⼀看，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好
事。我们真的希望鸟类和其他动物吃掉我们留在地⾯上的垃圾吗？可能不是，但这就是我们通
过乱扔垃圾造成的后果（这是许多陆地和海洋动物死亡的主要原因之⼀。）捡垃圾后我学到，
更清洁的环境可以在多⼤程度上帮助我们和动物⽣存。另外，我了解到，即使您因为看起来⽆
聊⽽不想做某事，也要想⼀想它会带来的所有好处。像我⼀样，⼀开始我并不想真的连续两个
⼩时捡垃圾，但是现在我懂得了那两个⼩时对我们的地球环境的帮助。

我知道每个⼈都说“不要乱扔垃圾”“当您看到地⾯上的垃圾时，即使不是您的垃圾也将其
扔掉”。如果我们不做任何事情，它对环境会有巨⼤的影响。可怜的动物甚⾄要死了，因为我
们在海洋，湖泊等地⽅乱丢垃圾。所以请尽⾃⼰的⼀份⼒量。也许你不必⾛两个⼩时来捡拾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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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如果当你出去散步并看到地⾯上的垃圾时就将其捡起并扔掉这将对我们的环境就有很⼤帮
助。

（ Kaylie Kerr作，冯芸姊妹翻译）

Rouge Crest Park，Fisby Park & Laurentian Park

这周本来⼯作很累，但是想想难得有机会做⼀点有意义的事，还是坚持着和⼏位教会的
弟兄们带孩⼦到社区公园捡垃圾，今天我们还有了⼀位新加⼊的许弟兄，李弟兄和太太孙姊妹
带⼩⼉⼦也加⼊了我们。⾃从养了狗，才注意到公园路旁和树丛中有那么多的垃圾。这些垃圾
⼀半是到公园的活动的⼈随意乱扔的， ⼀半是因为周五收垃圾时散落或被⼤风吹乱的。我们
这个区的回收垃圾桶都没有盖⼦。我注意到有政府的⼯作⼈员会简单清理，但是就凭这么两个
⼈的⼒量，公园四周的树丛很快就成了垃圾场。从我做起，带上孩⼦们，尽⼒⽽为吧。今天我
们这⼀组清理了三个公园。⾃⼰能做的真的很有限，希望能够影响周围的⼈不要乱扔垃圾，更
希望有⼀天能够影响市政府的垃圾回收政策。

（⽂字及图⽚来源：李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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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BAGE PICKING
Going garbage picking today was an amazing but sad experience. I enjoyed the time we spent 

together finding all types of things that were littered in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t felt great to help 
the environment thrive, seeing how many different things are being littered every day. One thing I 
can’t help but add, is that we even found a container filled with pills! Think about how many people 
must litter every day, and how harmful it is to the environment. I really don’t get why people would 
do this. I strongly encourage you to go garbage picking yourself! It is fun, because you know that you 
are helping the earth thrive. If you see people around you litter remind them of these things:

§  Littering is killing animals every day
§  Littering damages and pollutes the environment around us
§  Littering will soon come back to us, because we rely on many plants and animals to survive, 
and if all of them fall, we will too
§  We are disrespecting what God created

by Karen Li   Gr.6

《个⼈和家庭⽣态环保⽣活指引》（征求意⻅稿）
简朴、节俭、环保、亲近自然 

编者语：从⼆⼗期开始，本刊陆续刊登⽣态环保⽣活指引的征求意见稿，欢迎读者朋友将您的
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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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家去参考和实践。⽣
态神学和优秀的⽣态⽂化总是“信⾏合⼀”或“知⾏合⼀”，教育⼉⼥的品格也要注重⽗母⾃⼰的
⾝教和⾔传。

前⼏期登出⽔、电、塑料、纸张⽂具、⾐服、家具、⾷物等七项。本期刊登回收⼀项。

回收：

加强意识：
• 回收是绿⾊⽣活⽅式之⼀种，绿⾊⼈是爱护⽣态环境的⼈，回收是有现代⽂明意识的表
现。基督徒要作绿⾊基督徒，就是做上帝的⼤地好管家，活出爱护⾃然、保护⽣态环境
的⽣命出来。 

• 回收是“3个R”（减少reduce，再利⽤reuse，回收recycle）中的后⼀项。
• 回收物⼤⼤减少所造出的新的物的成本，更是减低了受造次序的“熵”值，不仅有经济意
义，有明显的保护⽣态环境的神学和⽣态意义。

• 回收不是考虑个⼈直接的利益，⽽是体现⼈的社会公德感。

熟悉指南：
• 在社区、学校、⼯作地、公共场地中，⼀般都有“回收指南”，指⽰居民等，将不同类的
物品放⼊⾊彩不同的垃圾箱⾥，或者将⾃⼰的垃圾放在不同的垃圾盒⾥，以待垃圾车来
收不同类型的垃圾，重要的是可回收的垃圾要放在相应的箱/盒⼦⾥。我们要常常阅读
指南，熟悉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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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看标识：
• 可回收的物品的包装物上，都印有下⾯的“3个R”，我们要特别勤看有
⽆这个标志。现在有这个标志的物品越来越多了。另外，有的物品可
能有⼀部分有这样的标志，⽐如有的咖啡店的咖啡杯，盖⼦有标志是
可回收的，但杯⼦是⽆标志不可回收的。               

对付懒惰：
• 回收最要对付的杀⼿之⼀，就是⼈的懒惰。懒惰让⼈不愿意去熟悉指南，不愿意去“⿇
烦”分类装垃圾，甚⾄不愿意仔细看垃圾桶的颜⾊⽽随意将垃圾扔进垃圾桶。克服懒
惰，作勤快的有⼼⼈！

• 从⼩教育：回收要成为家庭⽂化，⽗母要从⼩教育⼉⼥建⽴绿⾊回收意识，让他们⼀起
熟悉指南、勤看标识，并让他们参与家务，包括垃圾垃圾的活动。

观⻦之妙地 Scanlon Creek Conservatio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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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相处（图⽚来源：李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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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景汇

        后院残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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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公⾥晚秋徒步⾏ Jefferson Forest ⼀个树墩酷似青蛙

深秋的红河⾕深秋的印像 Niagara river
（图⽚来源：许弟兄）

后院残红笑向阳，胜似潇湘悲苦情
（图⽚来源：权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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