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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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别了2020年，⼼情很复杂，庚⼦年，是⼤悲的年份，⼼
冠病毒夺取了这么多⼈的⽣命，使这么多得过这病的⼈、

病⼈的家属们⼼⾥害怕和担⼼，世界这个地⽅那个地⽅，

⼀阵⼜⼀阵的封城，⼈在家⾥都快要憋坏了，这是悲哀

的。从另⼀个⻆度来看，医护⼈员等仁者⼼术，科技⼯作

者努⼒研究疫苗，更多的⼈可能看到了⼈类⾃身的有限

性，科学家们发现这种种的瘟疫可能都是和⽓候变化的原

因有关，家中亲⼈们可能从未有过的不得不天天的亲密接

触，世界碳排量的减少和⾃然环境有⼀段⼤量减少了⼈的

⼲预的安息的时间，家⾥⽹上上班、上课、购物、聊天、

玩游戏，还有教会的⽹上主⽇崇拜、主⽇学、祷告会、布

道会、⼩组聚会等等，这岂不⼜是⼀种积极的因素，⼀种

对⼈与⾃然的祝福，⼀种难得的⼈⽣经历。

我们的杂志，正是在这悲喜交加的庚⼦年，度过了它的第

⼆个年华。它与⼀般情形不同，喜事很多，成⻓较快。最

温馨的是⼀些读者们对于⼩刊的喜欢，⽽且与编辑者的交

流，表达了他们的⿎励、建议、期望，还有就是祷告伙伴

们和⼏位新加⼊同⼯为⼩刊和编辑者的代祷、绵⻓不段的

交流、助⼒。

进⼊到2021年⾟丑年，我们还是要注重不忘初⼼，安静不
受⼲扰地办好刊物。我们还是要像以利亚那样，学习安静

听上帝的微⼩的声⾳，不急躁不冒进。我们还是盼望那些

愿意在那些热爱圣经、关爱⼤地的读者群中深耕，避开遍

地撒⽹的市场化诱惑。⽣态神学⾃上世纪六⼗年代萌芽以

来，如今已硕果累累，著作⽂章浩如烟海，各国⽣态哲学

⽂化⽅兴未艾，中华⽣态⽂化因着传统的厚度，发展势头

迅猛。⽣态神学和⽣态⽂化研究的浪潮，全球和祖国推动

⽣态环保的浪潮，正如钱塘江潮⽔⼀样，⼀波⼜⼀波，如

百年前孙中⼭先⽣观钱江潮时所说的“猛进如潮”。我们的
⼩刊在这潮头上，其实只是⼀个极微⼩卑微的浪花，所以

我们⼀⽅⾯在传播⼀些上帝感动我们传播的信仰和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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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祷告事项 

(1⽉1 ⽇-1 ⽉31 ⽇)：

第⼀，在新的⼀年中，求主

让我们按照主的⼼意和圣灵

的带领，来选择和编辑刊物

和⽹站内容。

第⼆，求主使⽤刊物的有关

栏⽬，如《个⼈和家庭⽣态

环保⽣活指引》、 “⾛出红
房，⾛出红墙，关爱⾃然，

关爱社区”等等，使得更多的
读者朋友不仅了解⽣态神学

知识，⽽且可以更加关爱⼤

地，熟悉和热爱绿⾊⽣态环

保的⽣活。

第三，⽬前世界各地新冠肺

炎病仍然蔓延肆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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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病中的安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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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疫苗接种可以稳步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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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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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本身就是⼀个学⽣，⼩学⽣，甚⾄是⼀个幼⼉园的学⽣，我们须要花时间学习初阶，我

们也是与读者朋友们⼀起学习，这⼀点是要清醒的。然⽽，我们的学习是勇敢的学习，是持有

“只要⼼意更新⽽变化”的态度的，我们拥抱新的事物，我们不轻易怀疑和轻视新的事物。还
有，⼩刊⼀开始的⽬的就不是纯粹理论性的，提倡信⾏合⼀、知⾏合⼀，是在新的⼀年中⼩刊

继续努⼒的⽅向。笔者在过去⼏天有不断的感动，就是我们怎样培养⼀种和⾃然的亲密关系，

和它建⽴深的情感呢？没有爱的关系和情感，我们⼜怎能去喜乐牺牲地去关爱⼤地？四川凉⼭

的彝族诗⼈吉狄⻢加的诗《⽕塘闪着微暗的⽕》中写道：

是的，你也看⻅过我哭泣，
那是因为我的⽺群已经失去
失去了丰盈的草地，
我不知道
明天它们会去哪⾥？
我读了后有⼀层淡淡的忧伤，我⼀⽣会不会有⼀群⽺，或⼀群⻦，或⼀群⻥呢？我

眼中有没有⼀⽚⽚的丰盈的⽔草地消失了呢？我会不会为这⽺群失去了牧草⽽哭泣呢？有
没有为⽺群未来的去向⽽发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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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权陈

第四章 耶稣：世界的救主

作者⾸先写道：“当耶稣医治病⼈，他不只是⼀个有超能⼒的⼈，⽽是造物主亲⾃介⼊，
修补受造物出错的部分。”基督徒对于耶稣基督的认识，往往是⾮常个⼈层⾯的“我的耶稣，我
的救主”，这是很珍贵的，但不是耶稣故事的全貌；如果我们认为耶稣的⽣活和事奉是和环境
没有什么关系的，就是对圣经的忽略。歌罗⻄书1：15-20是从宇宙和永恒的⻆度来看待耶稣
基督的。作者所讲的圣经五幕⼤剧（创造、堕落、⼟地、耶稣、新创造）现在进⼊到第四幕。

作者在这⾥进⼊到新约圣经中，谈及“宇宙基督”观，耶稣基督不仅是上帝拣选之⼈的救主，⽽
且也是其它受造物的主和救主。Richard Bauckham 解释宇宙基督：“宇宙基督⽐耶稣更⼤---
不是宇宙基督是耶稣之外的任何⼈或事，⽽是耶稣的完全之伟⼤在他与整个受造物中被发现。
the Cosmic Christ is bigger than Jesus’-not that the cosmic Christ is anyone or anything 
other than Jesus, but that Jesus’ full significance is found in his relationship to all 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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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耶稣：受造者的源头

在第⼀幕“创造”中，上帝藉着祂的话语创造天地万物（创1）。⽽在约1:1～3中，主耶稣
就是那“道”，上帝的话语。歌罗⻄1:15表明了基督对于万物的超越性地位。这些经⽂都表示，
耶稣基督就是创造宇宙的主，是受造者的源头。三位⼀体的上帝从⽆到有创造了宇宙。

认识基督是宇宙的源头，帮助我们认识耶稣的⾏为。⽐如，耶稣医治病⼈，斥责⻛浪，

表明耶稣基督亲⾃介⼊，修复祂的创造⾥因⼈的罪的后果⽽带来的出错的部分，⽽且祂对于⾃

然的混乱⼒量有完全掌控的权柄。

耶稣基督就像陶匠知道和喜爱⾃⼰的作品⼀样，和受造界有亲密的关系，“他对受造物的
细节、模式、节奏了如指掌。”耶稣让我们观看“天空的⻜⻦”和“⽥⾥的百合花”，吩咐⼈们了
解，认识，学习受造界。就好像创世记2章上帝让亚当给⽣物命名，⼀样，命名是和“理解、描
述和认识有着密切关系。”上帝⿎励我们成为观⻦者、动植物认识者，今天更为专业的就是植
物动物学家，物种分类学家等。旧约先知也熟悉他们的环境中的野⽣动植物（耶8:7）。耶稣
的教科书中的动植物，不只是“视觉辅助教材”，⽤来强化“属灵意涵”，⽽且其本身就具有真正
的⼒量，“充满着神的指纹。”

第⼆，耶稣：受造界的维系者

歌罗⻄书1:16指出，整个世界是“为了”耶稣⽽造的。耶稣关⼼和保护属于他的被造物。他
不是像⾃然神论者⼼中的神，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遗弃了它，任它⾃⼰运⾏，任其上⾯的居

⺠⾃⽣⾃灭。“耶稣是⼀位积极的园丁，透过圣灵的⼯作，保护和维护着地球，以及其中的各
种系统和⽣物。”⽽⼈是耶稣的管家，“是与他⼀起服事并保护地球的同⼯。” “为了”还有⼀层含
义，就是关于⽣命的意义和存在的⽬的。正因为如此，宇宙的设计是如此的和谐美丽，也展现

了上帝的性情和美善。⼈可能是唯⼀有意识地问“我为什么在这⾥”的物种，“为了”给我们的回
答是在基督耶稣⾥敬拜上帝，并在上帝所创造的⾃然环境中，与上帝建⽴关系。

“万有也⼀同靠着他⽽存在。”（17节）耶稣虽然道成⾁身，但他确维系着万有，他是宇宙
的中⼼，⼜有⽆穷的⼒量来维系宇宙。就像希伯来书1:3所讲：“常⽤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地球有着如此精密的平衡，⽣命才能得以存在，这本身就是个奇迹，其实是神迹。“没有
树⽊，就不会有⾜够的氧⽓；没有动物，就不会有⾜够的⼆氧化碳。⽔循环、⽓温、洋流、上

层⼤⽓的厚度，都刚好适合⽣物⽣存。”⽽且⾃然史上地球虽然发⽣过⼤变化，但这种平衡还
是保持下来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宇宙基督在维系着，⽽且“神的圣灵如今正在受造界积
极活动着：维系并更新⼤地、供应动物所需、看顾四季及⽇夜的节奏和样貌。”加尔⽂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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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地⽅，圣灵使万物得以传播和维持，使它们在天上地下⽣⻓、复苏。”这圣灵也是基
督的圣灵。

既然整个宇宙是“为了”、“靠着”基督，所以⼈类对于受造的⾃然就要按基督的⼼意来对
待，成为良善的管家，“看⻅受造界充满神的同在和慈爱”，“以细⼼关怀和尊敬来对待受造
界”。在⽇常⽣活中，要注意垃圾分类和回收，“神创造的世界，没有任何事物会被浪费。但如
果我粗⼼对待神的创造，神便会因此⽽蒙羞。”在饮⻝⽅⾯，不⻝⽤遭残酷虐待的动物，因为
神在创造它们，宣告它们是“好”的，⼈虐待恶待动物就是不善。在个⼈选择交通⼯具上，尽可
能⽤污染较少的⽅式。

第三，耶稣：受造界的救主

作者强调这是全书的关键所在，“世界被造时是美好的，却因罪⽽败坏，但藉着耶稣，⼈
类和整个受造界都有得救的盼望。”

作者引⽤经⽂约翰福⾳3：16，其中翻译的 “神爱世⼈ ”， “世⼈ ”的本义是 “宇宙 ”
（Kosmos）但这⾥是表示“堕落的⼈类世界”，还是指“整个物质的受造界”？作者这样来看：
“以⼈为中⼼的⽂化，使我们忽略了圣经中⼤量有关神对整个受造界的关系，以及神关爱并拯
救受造界的讯息。……然⽽，神的视⻆远⾼于我们，祂确实关⼼整个受造界，⽽耶稣的拯救⼯
作也⽆疑地带着宇宙性的意涵。”编者这⾥引⽤Richard Bauckham的⼀段话：“God so loved 
the world (Kosmos) (3:16)’, the focus is undoubtedly on humanity, but an awareness that 
humanity belongs to wilder created reality whose Creator loves it should not be excluded. 
We may say the same of the passage in which Jesus identified himself as ‘the bread of life’ 
that ‘came down from heaven and gives life to the world (Kosmos) (6:33; cf. also 3:17 and 
12:47)” (The Bible and Ecology, p.163。Kosmos为编者的加注)

创世记6～9章，就是⼀个“关于犯罪、审判和救赎的故事。”神⽤⼤洪⽔来审判和净化
罪，但祂怜悯挪亚⼀家和进⼊⽅⾈的动物，这就表明：“受造界不只是神与⼈类关系的背景，
神的拯救包括⾮⼈类的受造界。挪亚的故事从两⽅⾯，突显神在这⽅⾯的关注。”⾸先，神保
护这些动物，不是挪亚觉得它们有价值，编者觉得⽤“使⽤价值”仿佛更准确，⽽是神要让它们
“以便传种，活在全地上”（创7:3）它们的价值是独⽴于⼈类的，有⾃⼰独⽴的价值。神拯救
狗不是为了让它给⼈当宠物，救⽜，不是让它给⼈宰杀作烤⽜⼤餐。其次，⼤洪⽔后，神和挪

亚⼀家以及“这⾥的⼀切活物”以及“地”⽴约（创9:10、13）⽴约，并以虹为⽴约的记号，这是
拯救的约的记号！编者要特别提出的是，这个约是上帝和受造物⽴的第⼀个约，⽽且是⼀个永

远的约，可惜我们常常忽视了它。

作者再引⽤歌罗⻄书1:19～20，耶稣基督被钉在⼗字架上，祂的⾎成就了和平，使得万
有，包括⼈和⼤⾃然，都可能恢复和上帝的关系，被主所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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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书8:19～22，受造界痛苦呻吟，因为⼈的罪的缘故和结果，它们都服在虚空之
下，受到败坏的辖制，这就是今天的环境灾难和绝望的最⽣动的写照。然⽽，受造物是有盼望

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由的荣耀。”（21节）

以上的经⽂都表明，耶稣基督在⼗字架上牺牲和复活的救赎，不仅对于信靠他的⼈有功

效，⽽且也涵盖了⾃然。“最终，我们对物质宇宙的盼望，全系于耶稣复活的身体。”“复活的基
督保证那些相信他的⼈将会从死⾥复活，也让整个受造界能够被转化和更新。”

家庭/⼩组/主⽇学聚会读该书（及经⽂）的讨论问题：

1，本章在哪些⽅⾯影响了你对耶稣真正⾝份的理解？这些新的认识如何影响你的灵修和
⽣活⽅式？

2，为什么挪亚的故事（创世记6～9章）看来与今⽇处境息息相关？试举出⼏个例⼦，显
⽰挪亚的故事如何帮助我们理解，神对⽬前的环境有何旨意，我们又该如何回应。

3，作者列举了哪些新约圣经的经⽂说明耶稣基督的救赎涵盖⾃然界？
4，挪亚之约可以怎样帮助我们认识宇宙地球的终极结果？
5，基督信仰的核⼼在于耶稣的⼗字架和复活，这如何为我们和地球提供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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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态思想的精髓”——编者读罗顺元《中国传统⽣
态思想史略》的笔记

第五章 中国传统⽣态思想的精髓

作者在本章开始部分，提出“中国传统⽣态思想”有其独特性和宝贵的价值。他认为这思想
在哲学伦理社会⽂化⽅⾯主要表现为“以⼈为本的和谐⽣态主义”，⽆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是
把⼈放在第⼀位。具体是以⼈为本，但追求“天⼈合⼀”的⼈与⾃然关系的理想状态。它在科学
技术⽅⾯主要是“三才论”引导下的具有⽣态性质的农业。笔者的⼀个问题是：道家的“天⼈合
⼀”思想，是以⼈为中⼼，还是以道或⾃然为中⼼的。

第⼀节 中国传统⽣态哲学及其⽣态社会⽂化

⼀、“天⼈合⼀”整体⽣态⾃然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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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天⼈合⼀”⽣态思想来源于农业⽣产实践
作者认为，中国是古⽼的农业国家，在⻓期的农业⽣产中，形成了“三才论”的传统农业指

导思想，⽽这个思想，⼜演变出了“天、地、⼈合⼀”的“天⼈合⼀”传统⽣态哲学思想。笔者觉
得笔者的观察有⼀定的道理。不过“天⼈合⼀”思想是否有从观察⾃然中直接体悟的因素呢？或
者是对于形⽽上的“天”或“道”有直接领受呢？另外，其它古⽂明如埃及等，也是传统农业国
家，它们为什么没有产⽣出类似于“天⼈合⼀”的思想呢？

2. “天⼈合⼀”⽣态思想是传统社会处理⼈与⾃然关系的主流意识
作者认为儒道都注重天、地、⼈之间的和谐发展，⼈虽为本，但⼜对天地⼗分地敬仰，⽽

且这三者要“各安其任、和谐统⼀，⼤家才能安定。”作者认为孔⼦讲的天是⾃然的天，⽼⼦讲
的天地，是万物的本源，这都要求⼈要尊重⾃然规律，按⾃然规律⾏事。笔者认为，笔者忽视

了前秦时代“天”和“道”的宗教属性，淡化了中国传统⽣态哲学中形⽽上的因素，这就缺乏了对
于“天⼈合⼀”观的整全的认识。

3. 遵守客观规律与强调⼈的主观能动性的辨证统⼀
儒家认为既要尊重天地，即客观规律，同时要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因为“三才”中具有主

观能动性的是⼈，⽽“天”和“地”只是被动地⽣产粮⻝，所以⼈要注意发挥主观能动性，荀⼦就
说：“制天命⽽⽤之”。笔者观察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很少受宿命论影响，这是
好事，不过由于淡化了对于超越“天”/“皇天上帝”等的敬畏，⼈的主观能动性往往被⾼抬到⼀个
地步，甚⾄⼀些时候忽视了尊重⾃然规律，⽽随⼼所欲。作者引《淮南⼦》表明道家之“⽆
为”，并⾮碌碌⽆为之消极意，⽽是不⾏违背客观规律之事。道家思想确实对于⼈在⾼举主观
能动性下，对于⾃然的妄为强为是⼀个反推之⼒。

⼆、传统⼈本和谐⽣态伦理观

作者先论儒家，认为它的对于⼈与万物的伦理思想是⼈为第⼀位，对⼈要有亲与仁之

爱，然⽽推及到爱万物。儒家观中的⾃然和⼈类不是割裂和对⽴的，⼈不是去征服和掠夺⾃

然，没有“⼈类中⼼主义”观，⽽是“以⼈为本的⼈与⾃然和谐发展观”，它“把⼈与天地看作是⼀
个有机的整体，⾃然万物是⼈的‘百肢百体’，⼈必须要像爱护⾃⼰的⼿⾜⼀样爱护⾃然万物，
追求‘天⼈合⼀’的理想境界，达到⼈与⾃然关系和谐发展的⽬的。”作者认为道家在看待⼈与⾃
然的关系上与儒家相似，不过道家具有更强的万物平等的思想。⽽佛教则强调众⽣平等，尊重

爱护⽣灵，主张“爱护⽣命、素⻝和不杀⽣”，“是⼀种更为激进的⽣态思想。”笔者曾读到⻄⽅
的⼀些学者，如罗尔斯顿，怀疑亚洲的宗教传统（包括佛道）是否对于环保⽐⻄⽅传统更有

效，⽽且实际上污染更为严重。笔者认为我们需要谨慎回应这些学者的观点。

三、传统⽣态社会⽂化
1. 节俭，⽣态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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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适度索取，可持续发展
3. 以时禁发，保护⾃然
4. 保护⾃然的法令及相关政府机构

笔者认为以上⼏点在中国传统⽂化中表现得特别突出，为中华⽣态⽂化奠定了⼀个悠远流

⻓的观念和实践基础。也为基督教⽣态神学观的本⾊化和处境化提供了合适的⼟壤。不重单纯

的抽象思想，重知⾏合⼀是中国传统认识论的特征，⽽基督信仰是信⾏合⼀的信仰。中国的⽣

态思想和⽣态实践秉承信⾏合⼀和知⾏合⼀，可以蒙主赐福，在促进创造物共同体的和谐安好

上，⾛得坚实和有特⾊。

 

徐秀娟 共和国第⼀位环保烈⼠，那美丽的丹顶鹤的守护者

导语：我在20⼏岁的时候，特别喜欢⼀⾸歌曲“丹顶鹤的故事”（也叫“⼀个真实的故
事”），⽽且这种喜欢没有中断过，这是⼀件我⾃⼰都觉得希奇的事。当时我觉得歌曲特别凄
美抒情，引起我⼀种旷远惆怅的感觉。我当时知道歌曲讲的是⼀个真实的故事，⼀位⾮常年轻

的⼥⼤学⽣在江苏省盐城国家级珍禽⾃然保护区，为了保护美丽的丹顶鹤⽽献出了⽣命。我在

想像她的美好，她与美丽得有点像仙⼈⾛步的丹顶鹤在⼀起的双影，还有那彩⾊辽阔的海边湿

地。最近，我⽆意看到了江苏卫视的⻓江视野节⽬中播出了那位⼥孩的故事，我的感动是难以

表达的，她其实是我的同龄⼈，她叫徐秀娟，是共和国的第⼀位环保烈⼠。她对于丹顶鹤，对

于⼤⾃然的热爱是超乎⼀般⼈可以想像的，在⼀个城市化的历史⼤潮中，在⼈类已经对于⾃然

和⽣灵已经失去感情，只是把它们作为⾃然⼯具和消费对象的时代中，在⼈对于⼤⾃然和⽣灵

的破坏玷污和虐待已经习以为常的环境⾥，竟然有这样与⾃然为亲密伙伴的⼥⼤学⽣！我感谢

上帝的恩典，祂按祂的⽅式来恢复被破坏的宇宙秩序，祂来感动⼀些⼈的⼼，去亲近⾃然，热

爱⾃然，保护⾃然。我在看节⽬的当时，就已经情不⾃禁，要与读者朋友们分享这位“丹顶鹤
的故事”中的敲击着我的⼼灵的⼥孩徐秀娟的视频故事。

点击查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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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现“碳中和”承诺，中国将说到做到

导读：12⽉世界⽓候雄⼼峰会的各国——中国（⼀）
12⽉的峰会是很有积极意义的会议，它关注于各国对于⽓候变化的政策，对付⼈类共同

⾯对的⽣态灾难问题。从基督教⽣态神学的⻆度来看，就是作为集体⼈格的国家，怎样推⾏绿

⾊发展，关爱唯⼀的地球—上帝赐给我们的创造物社区。⽂中讲到中国的具体⽬标：“到2030
年，中国单位国内⽣产总值⼆氧化碳排放将⽐2005年下降65%以上，⾮化⽯能源占⼀次能源
消费⽐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2005年增加60亿⽴⽅⽶，⻛电、太阳能发电总装
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这是⼀个受到国际⼴泛关注的计划举措。同时，⽂中表现了
世界⽣态环境⾯临的严峻问题，“世界⽓象组织最新发布数据显示，2011—2020年是⼯业⾰命
以来最热的10年，⽽这其中最热的⼀年是2020年。随着⽓候变化加剧，全球各地将不断出现
极端天⽓，造成巨⼤经济损失。”⼈类集体合作对付⽣态危机的道路是漫⻓的，但每⼀次的合
作和前⾏，都是值得我们关⼼的，需要基督徒为之代祷和参与的。 

点击查看全⽂ 

未来⼗年我国将⼤⼒发展⻛电、太阳能发电

导读：12⽉世界⽓候雄⼼峰会的各国——中国（⼆）
不知不觉间，祖国的⻛电、太阳能发电等绿⾊能源已有了可喜的发展，看到⾼⾼

竖起的⻛电塔的叶⽚，蓝光闪闪的太阳能发电的吸热⽚，觉得⾮常美丽，且细细⼀品，
是⼈接受⼤⾃然的馈赠，⼜回馈了⼤⾃然以良善。⽂中写道：“中国在⽓候雄⼼峰会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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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到2030年，⻛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等4项⽬标。”这真是
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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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象组织：今年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年份之⼀

导读：不久前的12⽉初，世界⽓象组织发布《2020年全球⽓候状况》临时报告指出：⽓
候变化仍在继续，2020年将成为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三个年份之⼀。⽓候变暖是⼈类活动
导致⾃然环境发⽣负⾯变化的主要表现，⼈好像感觉不到，其实它好像⾖腐煮鲫⻥那道
菜，鲫⻥最先感觉的是微微微暖的舒服，它并不知灾殃慢慢向它⾛来。

点击查看全⽂

“地球之肺”亚⻢孙⾬林砍伐严重：过去⼀年破坏程度创12年来新⾼

导读：巴⻄怎么了？从这次在⼼冠肺炎流⾏中巴⻄的⾮常不专业的应对，到巴⻄亚⻢逊
热带森林⽕灾不断。亚⻢逊森林号称地球之肺，这是上帝给巴⻄⼈何等的恩赐，令世界
羡慕！然⽽，这肺不断受到损害。⽂中指出：“INPE通过卫星影像追踪亚⻢孙热带⾬林
的砍伐状况。结果显示，在截⾄今年8⽉份的12个⽉⾥，亚⻢孙⾬林有超过1.1万平⽅公
⾥被砍伐。这⼀⾯积⽐⽛买加的国⼟⾯积还⼤，更⽐前⼀年增加了9.5%。⾃1988年通
过卫星影像追踪亚⻢孙⾬林的状况以来，1995年砍伐⾯积最⼤，达到2.9万平⽅公⾥。
巴⻄⽓候观测站表示，因为如此严重的森林砍伐，巴⻄或成为“新冠疫情年”中，温室⽓
体排放唯⼀增加的⼤型经济体。”

点击查看全⽂

巴⻄志愿者清理旅游胜地⽠纳巴拉湾垃圾20多吨

导读：再读巴⻄。我们盼望它的⼈⺠更加关注对于⾃然的保护，也为其关爱⾃然的⾏动
⽽⾼兴。⽂中记载了⼀次美好的⾏动。 “巴⻄东南部的⽠纳巴拉湾，也被称作⼤⻄洋海
湾，这⾥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但近年来，⽠纳巴拉湾却遭到⼈类垃圾的严重污染。
19⽇，近300名当地渔⺠和志愿者加⼊了治理⽠纳巴拉湾的⾏动，他们的⽬标是在当天
捡拾并清除海湾内20吨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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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视频

澳⼤利亚环保不上⼼，⽓候峰会直接“禁⾔”莫⾥森

导读：澳⼤利亚⾃然环境⼗分优美，物产⾮常丰富，然⽽在环保却“不上⼼”，近年来⼆
氧化碳排放量不降反升，受到国际社会普遍的质疑和批评，⽽且它和绝⼤多数⻄⽅国家
相反，对于“巴黎⽓候协定”存负⾯态度，这是令⼈遗憾的事情。

点击查看全⽂

四、基督教和教会参与关爱⾃然的活动 

世界基督教联合会在20世纪下半叶，对于⽣态与基督教信仰关系的关注及相关⾏动

权陈

在普世教会运动（The Ecumenical Movement）中，世界基督教联合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WCC，下称“联合会”）在⼆战结束后正式成⽴，会员包括了基督教各种主流派
系的教会，天主教也派出了观察员参加其会议。联合会已经召开了10次⼤会，即：1948年阿
姆斯特丹⼤会、1954年埃⽂斯顿⼤会、1961年新德⾥⼤会、1968年乌普萨拉⼤会、1975年内
罗毕⼤会、1983年温哥华⼤会、1991年堪培拉⼤会、1998年哈拉⾥⼤会、2006年阿雷格⾥港
⼤会、2013年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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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态环境恶化加剧，保护⽣态环境的紧要性和迫切性摆在⼈类的⾯前。
在 1961年新德⾥⼤会上，⽣态神学的先驱思想家Joseph Sittler在会议上发⾔，呼唤“地球的基
督论”（earthy Christology），以及更加注重宇宙的救赎（cosmic redemption）。在北美，在
全国教会协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的⽀持下，Philip Joranson于1963年召集成
⽴了“信仰──⼈──⼤⾃然⼩组”（Faith-Man-Nature Group），开始了对于特别的环境问题
和改变宗教对于⾃然的态度的研究。。60年代中期，世界基督联合会和各国分会，在神学、
伦理、圣经、历史、公共政策上，全⾯性地关注基督教信仰、⽣态以及公义的关系。

70年代，世界⾯临更加严峻的⽣态环境恶化对于地球⾃然和⽣物，以及⼈类未来的严重
的威胁，“增⻓的有限”观念出现。联合会所属的教会社会部从1969年起开始了⼀个五年的研究
计划，在1974年布达佩斯会议，会议报告提出社会既要“公义的”，也要“可持续的”，采⽤了⽣
态公义的理念。 1975年内罗毕⼤会提出 “公正、参与可持续的社会 ”（JPSS: Just , 
Participatory, and Sustainable Society），成为⼤会的主题之⼀。1979年联合会所属的“公
正、参与可持续的社会”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圣经也包括了‘可持续性’含义，具体表现
在上帝守约这⼀点上。上帝连续地赐福与它的创造，保护其不被毁灭，引导它实现其⽣命的完

满。上帝的地球并不为⼀些⼈所专有，也不是令另⼀些⼈深受压抑的根源，它是我们获得的共

同遗产。”

1983年温哥华⼤会，呼吁会员教会要献身于“公义、和平与创造的整合”（JPIC: Justice, 
Peace, and the Integrity of Creation ）。基督徒要关注⽣态公义，公义的和平，以及创造世
界整体的和谐。这激起了世界性的基督教会的正⾯回应。在⼀系列的进⼀步的会议和讨论后，

1990年在汉城举⾏“公义、和平与创造的整合⼤会”。会议提出10项主张，其中第7项“整个创造
是上帝所爱的”，第8项“地球是属于主的”；会议提出四个⽅⾯的⼀致⾏动，其中第3个⾏动是
“建⽴可以与创造的整体和谐共存、维护上帝赐予的地球的⽂化，以便世界的⽣命得到滋养和
延续”。在1991年堪培拉⼤会上，联合会提出“来吧，圣灵──更新整个创造！”整个90年代，
JPIC观念在联合会的推动下，继续在世界各地会员教会中扩展，也影响其它⾮会员的教会；
与此并⾏的，是天主教对于⽣态环境的关注，以及对于⽣态神学研究的加深和对⽣态公义的推

动，还有世界其它多元⽂化对于⽣态议题的关注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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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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中悠然⽽捡拾 

权陈

今天⼜到了每⽉去捡拾社区公园的垃圾的⽇⼦了，不久

前降雪，⼩公园地上还有些积雪未化，但没有全部覆

盖。我这次是⼀个⼈在附近⼩公园去⾏动。出去的时候

天⽓还尚好，公园⾥⼈极少，我慢悠悠散步⼀般，观⻛

景，捡垃圾，怡然⾃得。⼤约10分钟，雪花飘起，很快
雪铺满了地⾯，散步的⼈更少了。我还是慢慢⾏⾛，仔

细观察⼩径周围没有被雪完全盖住的垃圾，就像⼀个侦

察兵⼀样，看到⼀个，⽤叉⼦抓住它，好像捡到⼀个宝

⻉。我先沿着⼩径左边前⾏，⾛完⼀圈后换到右边，⼒

争没有漏⽹之⻥。原以为不久前下雪，⼩径极少⼈去

⾛，垃圾应该很少，结果发现了近三⼗件，且品种繁

多，有废矿泉⽔瓶、塑料饮料瓶、可乐罐、各种塑料

袋、烟盒、纸⽚、包装纸盒等等，我⼜喜获丰收！我这

次只⽤了⼀个在副⻝品店买东⻄时，店⾥给的包装袋去装垃圾，⽽不是像前⼏次是拿⼀个回收

袋，⼀个普通垃圾袋，⼼想不要⼀边去捡垃圾，⼀⾯不必要地多制造⼀些垃圾。雪下得不⼤，

我戴的帽⼦和⾐服上有薄薄的⼀层雪，但⼀点也不碍事，我还是悠然⽽⾏，⽽捡，虽谈不上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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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南⼭”的诗情画意，但我还是有些享受的。我⼀边捡，⼀边照些相⽚，⼀⽅⾯准备给朋
友们分享，另外我想10年，20年后再回头来看，这些相⽚肯定会变得珍贵了。⽐如把10年中
每⽉捡垃圾的相⽚放在⼀起看，那感觉⼀定好极了。⼤约30分钟后，我带着这些宝⻉回到
家，先打开⻋库⻔，把它们分类放在不同的垃圾箱⾥，然后进屋，认真清洗⼿和⽤酒精擦⼿

机。12⽉第三个周六下午定期定点的关爱⼤地活动完成了，过程是愉快的，⼼⾥是满⾜的。

⼗⼆⽉的北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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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图⽚提供者：胡培勇）

冬⽇

maple trees in the winter

⽇落之时

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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