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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从本期的⽣态神学部分，开始学习布克雷⼀书的实践篇。

作者是⼀位在践⾏圣经关爱⼤地上的忠诚践⾏者，他的实

践篇就特别地有落地感。第六章探讨了⼈在关爱⼤地上的

⼏个名称，如园丁、租户、管理员、管家，还有先知、祭

司、君王的职能等，丰富了传统的管家论。

本期介绍了蒙培元先⽣对于（儒家）天⼈合⼀观对于克服

今天的世界性⽣态危机的意义的观点。浙江省丽⽔市百⼭

祖国家公园中，⼏位年轻的站员，⻓期在公园巡逻，保护

森林、野⽣动物，监测动物疫源疫病的故事，令⼈感动；

编者读时，祷告求主兴起更多的年轻⼈，特别是基督徒，

热爱⾃然，关爱⾃然，守护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地。

本期的⼀篇⽂章，提到⼈类对于⽣态环境遭到巨⼤破坏的

事件后，⼈们对于被破坏的环境的修复，这也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应加倍努⼒防⽌这类的破坏性事件发⽣，引起对

于⼈类共同的家园的巨⼤污染破坏。

《⽣态棕榈：艰难时期的创意与创造关怀》⼀⽂，记述了

社会机构和⽣态环保组织，与1千多个美国⻓⽼教会合
作，既保护社区的健康，⼜保护了森林、还有当地的⼯作

和采摘社区的可持续⽣计的⼀个特别的活动，体现了教会

“⾛出红房，⾛出红墙，关爱⾃然，关⼼社区”的信仰实
践。我们⼤多地区⼏个教会的⼀些弟兄姊妹参与的“⾛出红
房，⾛出红墙，关爱⾃然，关⼼社区”的活动，由于安省管
理⼈员外出的规定限制和⼤雪覆盖公园的原因，现暂停，

但有的弟兄的关爱⾃然和社区的活动并未停⽌。本期推出

的关爱⾃然读书群的⼀些弟兄的分享，很有意义，也很有

趣，⽐如在⼀起讨论⼀本⽣态神学书中的“On Darkness 
and Wildness”⼀段时，引出了乌鸦⽂化的话题。 

⽣态神学·⽹络（www.ecotheology.net）的“关于我们”中的
“社区”⼀段，加上了关于增加友情链接的说明。“社区”专栏
中加上了“爱的团契传媒”的微信公众号的关于践⾏圣经关
爱⼤地的系列讲座的内容，该公众号内有各类丰富的基督
教信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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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祷告事项 

(3⽉1⽇ - 3⽉31⽇)：

第⼀，春天的季节来到了，随

着新冠肺炎疫苗的接种和病情

传播的减低，社区逐步开放，

⼈们的外出活动⼤量增加了；

求主让⼈们在各样户外或家居

外的活动中，注意关注⽣态环

境，不要破坏和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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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天的⽇常⽣

活中注意追求过⼀个更加关爱

⼤地，熟悉和热爱绿⾊⽣态环

保的⽣活。

第三，求主让新冠肺炎病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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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感谢主赐给我们下⼀

代，求主让我们注重培养⼉⼥

从⼩就热爱观察⼤⾃然，熟悉

⼤⾃然，关爱⼤⾃然，实践保

护⼤⾃然，也爱⼈和爱⾃⼰⽣

活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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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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权陈

第五章 实践篇：以受造界为念的⻔徒

从第六章起，作者专注在我们怎样在实践中活出⼈与⾃然的美好关系上。作者⾸先写道：

“在与受造界的关系上，我们是园丁、是租户，应该效法耶稣，成为先知、君王、祭司。”他认
为传统的“⻔徒训练”缺乏“涉及我们与⾃然、⼟地及其他⽣物的关系。”信主的⼈在与环境的关
系上有改变，才配得上耶稣真正的⻔徒。

第⼀、反映神的形像
作者解释创世记⼀章26⾄28节，认为⼈类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是与其“对待地球和其

他受造物的⽅式”相关连的。⼈类的根本职责，“第⼀个⼤使命”，就是“透过关顾受造界来反映
神的形象。”然⽽，今天地球⽣态环境被严重的破坏，表明我们在“第⼀个⼤使命”上是极⼤失职
的，完全没有讨上帝的喜悦。笔者觉得基督徒要警醒⼀件事：许多时候，当我们谈爱的⼤诫

命、传福⾳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是否还记得上帝给我们的第⼀个使命——关顾⼤地。

第⼆、耶稣与神的形像
作者引⽤歌罗⻄书⼀章15节，耶稣为“那看不⻅的神的形象”；那么，耶稣是怎样把看不⻅

的上帝呈现或展现出来的呢？作者认为“耶稣完全地展现了神与受造界之间的互动。”具体来
讲：⾸先，耶稣基督道成⾁身来到这个世界，就体现了上帝“对世界的委身”，“对受造界最强烈
的肯定。”其次，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活在“与神、其他⼈、受造界的完美的⽆破损的关系”
（笔者译）之中。笔者觉得这⾥讲的主与受造物的关系，是从主的这⽅⾯来看的。

还有，耶稣也被成为“⼈⼦”，这有第⼆位亚当的意思。第⼀个“从尘⼟被造”的亚当，代表
堕落的⼈类，在与⼤地的关系上没有体现出上帝的形象；⽽“那个从泥⼟⾥凿出来之⼈的⼉⼦”
的耶稣，却成为我们关爱受造界的典范。他有管辖受造界的权柄，但却关爱受造界（太⼗

29）。他展现出⼀种领导的模式，他的“主权”和“王权”体现出“仆⼈般的⼼肠和态度”（太⼆⼗
26、28）所以，创世记⼀章讲⼈对于地球和上⾯的⽣物有“统治权”（having dominion），不过
⼈具有上帝的形象，表明这种权⼒不是意味着管辖和压迫，⽽是指“舍⼰的服事”。笔者要指出
的是，主耶稣具有对受造物的“主权”和“王权”，⼈对⾃然却没有这样的权⼒，⽽只是⼀种上帝
的管家般的权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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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耶稣欣赏受造界的美善和它的供应（给⼈和⾃然物本身）。他的态度让我们可以合

理使⽤和享受⾃然的供应，但⼜绝不糟蹋和浪费它。所以，基督徒不是苦⾏僧，也可以⻝⾁，

但要作节约的⼈和保护⾃然的⼈，作“合乎伦理的消费者”，⽽不要“滥⽤”和“剥削”⾃然。作者提
出了三个需要注意的⽅⾯：⼀是尽量过⼀个贴近⼟地的⽣活，⼆是⾃觉地为我们的⻝物向上帝

感恩，三是作⼤地的忠⼼的管家，不浪费和过度消费，过简朴的⽣活。

第三、认识神的形像
这⼀段，作者再次谈到⼈具有上帝的形象，具体来说表现在什么身份上，这可以帮助我们

认识⾃⼰对于保护⼤⾃然的责任。

⾸先，⼈对于上帝的所造之物，要像园丁gardeners和管理员caretakers那样去照顾和服事
（创⼆15）。园丁的⼯作虽然也要征服⼤地，⽐如除杂草等，但⽬的是“为了带出⼤⾃然最美
好的⼀⾯，⽽不是去摧毁，使其不再昌盛。”笔者注意到，现代具有⽣态神学意识的学者，都
⽐较注意将创⼀28中的“治理” subdue 和 “管理” have dominion （英译本KJ）和⼆15中的“修理” 
work 和“看守”take care of（英译本NIV）结合在⼀起，来看待⼈的⼤地管家的身份。莫尔特曼
在《创造中的上帝》⼀书中（道⻛书社中译本，44⻚），解释创⼆15 的“⼈要修理看守”，认
为它表明“⼈类掌管地球，就是要模仿园丁的栽培和保护⼯作。关于掠夺性剥削只字未提。”

其次，⼈也像租户tenants和管家stewards，作主的好管家（太⼆⼗五；路⼗⼆48）⼈类
要注重可持续发展的异象a sustainable vision，“使受造万物的潜⼒获得充分发挥。”这就需要
在科学、⼯艺技术、商业上都寻求作⼤地好管家。

最后，上帝的⼉⼥要成为上帝的关爱⼤地的先知（笔者觉得谨慎性的说法还是“先知性”的
或“先知般的”）、祭司、君王。成为先知就是要“⼤声疾呼，叫⼈们看⻅我们的⽣活⽅式和⾏
为，究竟如何破坏地球。”他看到不少的基督徒，“让⾃⼰的⽣活变得简朴，并站出来指责教会
内外对现状的骄傲⾃满、对不恰当和有害的发展发出质疑。”笔者对于作者的看⻅深表赞同，
也向主祈求，使华⼈教会有更多关爱⼤地的先知般的基督徒出来“⼤声疾呼”，⽽不是瞻前顾
后，计较得失，知⽽不⾏。成为祭司，就是要“透过语⾔、⾳乐和创意，表达受造界对于神⽆
声的敬拜。”作者在解释成为君王时，解释这是指⼈是上帝的代表，“以神的慈爱怜悯管理世
界”。笔者在这⾥要补充的是，我们对于伙伴受造物fellow-creatures的统治的垂直性视⻆，要
由⼈与⾃然的共同体community的⽔平性视⻆来修正。Richard Bauckham 在The Bible and 
Ecology (Baylor University Press, p.31-32) ⼀书中指出：⼈的受造性是⽐他在众受造物中的
独特性更为基本的。申命记⼗七章14⾄20节中也表明，以⾊列的王，⼀定是众弟兄中的⼀
位，虽然他被⽴为众弟兄姊妹之上的王，但他依然是⼀个弟兄⽽已；⼈管理⼤⾃然，但与⾃然

的关系也是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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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今⽇的⻔徒训练
作者认为今⽇教会的⻔徒训练，必须包括“在关顾受造界这⽅⾯跟随耶稣”的⽅⾯。⽽且，

他发现，当基督徒⾛出去关顾上帝所创造的⾃然时，主耶稣早已经⾛在了我们的前⾯！笔者和

作者也有同感！

家庭/⼩组/主⽇学聚会读该书（及经⽂）的讨论问题：

1. 为请以创世记第⼀章和第⼆章，以及耶稣的榜样，写⼀份⼈类作为“神形象的承载者”的职
务说明。 

2. 在这⼀章，⾝为耶稣门徒的我们被描述为园丁和管理员、租户、管家、先知、祭司和君
王。你觉得哪⼀个最有帮助，哪⼀个最没有帮助？为什么？

3. 如何把科学、⼯艺技术和商业的恩赐应⽤在维护、管理受造界，⽽不是滥⽤或摧毁它？
4. 你觉得在教会⾥作关顾⼤地的门徒训练，可以从哪些事情起步，在哪些⽅⾯进⾏？
5. 为何⼀些基督徒对于创世记⼀、⼆章中讲到的⼈对于⼤地管理和关怀的使命，缺乏深⼊的
联系⾃⼰⽣命的认识和实践，这反映了什么属灵上的问题？

（注：以上问题1、2、3为作者所写，4、5为为编者所提出）

⼆、中华⽣态⽂化和祖国⽣态保护 

儒家“天⼈合⼀说”对于应对今天的⽣态危机的积极意义—编者读蒙
培元《⼈与⾃然：中国哲学传统⽣态观》的笔记（⼆）

第⼀章 “天⼈合⼀说”与可持续发展
作者在这⼀章谈到五个问题：

⼀、⽣态危机是怎样出现的
作者指出⻄⽅社会开启的现代化的实质是理性化，⽽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是现代化的标志。

但是，科技发展的同时，⼈⽂价值却不断失落，⼈类离⾃⼰的家园越来越远了，⼈类对于⾃⼰

所依赖的⼤⾃然的破坏触⽬惊⼼，他列举了⼀系列的⽣态环境遭到破坏的情形。所以“理性化”
应加上“⼯具化”，科技只是⼀种⼯具理性，它受背后的价值理性和⽬的理性的⽀配。

近现代价值⽂化中，居于⽀配地位的是“⼈类中⼼论”，它是“⻄⽅现代化的精神⽀柱”，其
根本特征表现在⼈与⾃然的关系上，就是“始终坚信⼈是中⼼，是主宰，⾃然界只是被⽤来为
⼈类服务的对象。⼈类对于⾃然界，只有控制、利⽤、索取和改造的权利，却没有任何责任和

义务。”如果有责任和义务，也只是为了⼈类⾃身的利益。⼈类才是价值主体，⾃然界（本
身）是没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在于⼈的需要。当⼈的需要缺失了⼈⽂价值时（作者显然认为这

正是现代社会的严重问题），就由⽣理欲望或者物质欲望所决定，⽽这是⽆⽌境的，带来的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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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对于⼤⾃然⽆休⽌的掠夺，这就是今天地球的⽣态危机产⽣的根源。今天，虽然世界普遍

关注⽣态伦理和环境保护，但要⾛出“⼈类中⼼论”的束缚，并⾮易事。世界⽂化的对话是⾮常
必要的，⻄⽅特⾊的理性主义帮助实现现代化，但中国实现现代化，并⾮要抛弃⾃⼰的传统哲

学（⽂化）才能实现，⽽应继承中国传统中的理性精神，处理好⼈与⾃然的关系。 

⼆、⾃然界是⼈类⽣命之源
作者认为天⼈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基本精神。这关系是哲学⼈⽂主义的，⼀种

“⼈⽂化成”的关系。它的最深刻的含义就是“承认⾃然界具有⽣命意义，具有⾃身的内在价
值。”也就是“⾃然界不仅是⼈类⽣命和⼀切⽣命之源，⽽且是⼈类价值之源。”作者在讲到这些
观念时，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他举出孔⼦和荀⼦两⼈。他认为孔⼦敬天，但“天已经从宗
教神学的上帝转变成具有⽣命意义和伦理价值的⾃然界。”显然，作者的说法并不全⾯，⽐
如，笔者认为：孔⼦在《论语》中提到“天”这个字和“帝”共有⼗五处，其中⼗四处明显指的是
⼀位有位格的上帝。 作者引孔⼦语：“天何⾔哉，四时⾏哉，百物⽣焉，天何⾔哉！”（《论1

语·阳货》）认为“天”（⾃然界）的⽣命意义表达出来，这不仅仅是⽣物学意义上的⽣，它“与
⼈的⽣命和意义是密切相关的”，⽽⼈则应“法天⽽⾏”。孔⼦还说“仁者乐⼭，智者乐⽔”，这不
仅是美学意义的，⽽且把⾃然界和仁智这些德性联系起来了。⾃然界的“⽣”和对德性的影响，
使得孔⼦传达出了⼀种他对于⾃然界的“内⼼深处的尊敬与热爱”，这是“因为⼈的⽣命是与⾃然
界分不开的。”

荀⼦提出“礼有三本”，即“⽣之本”、“类之本”、“治之本”，⽽“天地者，⽣之本也。” （《荀
⼦·礼论篇》）荀⼦和孔⼦不同，他是个唯物论者，所以他论及的“天”，完全就是⾃然界。作者
这⾥要说明的是，在荀⼦看来，⼤⾃然不仅是⼈类⽣命的来源，⽽且也是社会⽂明（“礼”）的
来源。荀⼦“主张天地间‘⼈为贵’，提倡⼈的主体性”，⽽且⼈⽐较其它⾃然物，有⼀个独特的
“义”。但作者认为其思想⼜不是“⼈类中⼼论”的（⼀般认为，道家具有⾃然中⼼主义观，⽽儒
家具有⼈类中⼼主义观），这为什么呢？作者解释荀⼦的“义”，认为它“是⼀个价值理性范畴，
具有普遍的适⽤性”，然⽽，从⼈与⾃然的关系来看，“天”（⾃然界）是“⽣之本”和“礼之本”，
就应该受到不亚于君亲师这些⼈中显赫的尊重，意思就是⾃然界的价值不低于⼈类。再有，在

荀⼦的开发利⽤⾃然界的观念中，有“适时”、“有节”，在承认⾃然界是⽣命之源基础上的爱护
和尊重⾃然界的观念，这是具有“⽣态”意识。作者认为，这虽是在农业社会中产⽣的思想，但
对今天的社会仍有现实意义。

在社会与⾃然的关系上，作者认为孔荀等，虽重视⼈类社会⽂明意义上的“礼”，以及⼈的
社会性，但认为⼈的根源却在⾃然，即“⽣之本”、“⽣之始”（《荀⼦·王制篇》），⼈的社会性
根扎于⾃然界中，⼈不是⾃然界的主宰。这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启示。

 区应毓主编：《华⼈教会与普世宣教：献予⻨振荣牧师论⽂集》（多伦多：加拿⼤华⼈神学教育协会，2019年版），第1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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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成⾃然界的化育是⼈类的神圣天职
作者引⽤孔⼦说“天⽣德于予”，以及《易·系辞传》“天地之⼤德⽈⽣”，“继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认为这是说明⼈与⾃然界的根本性关系的，它就是⽬的性的关系。⼈的⽬的性是
和⾃然界密切相连的，如果仅仅承认⾃然界是“⽣之本”，就缺少了⽣命的意义和价值。那么，
⾃然界有没有“⼼”呢？这关系到它能否给它所⽣的⼈类以⽬的性。作者是这样来解释的，天本
⽆⼼，⼈有⼼，但⼈⼼来源于天，⼈⼼就是天⼼。“天地虽⽆⼼，却以⼈⼼为其⼼；⼈虽有
⼼，却以天地之⼼为其⼼。”笔者感觉：将“天”完全⾃然化和⾮⼈格化后，很难理顺天本⽆⼼，
但⼈⼼来⾃天⼼，⼈⼼就是天⼼这其中的顺理成章。作者解释：“⼈的德性或⼈性是由⾃然界
的⽣⽣之德‘赋予’的，或者说，是⾃然界⻓期演变、进化的结果。”这个过程和结果没有否定⼈
的主体性，反⽽凸显了它，作者解释⼈的主体性不是表现于⼈的认识和改造⾃然，⽽是“如何
完成⾃然界的‘⽣⽣之德’或‘⽣⽣之道’。”

因此，⼈有⼀种“天赋”责任，⼀种“天职”，即实现⾃然界的“⽣道”，⽽不是破坏⾃然。“为
天地⽴⼼”不是“为⾃然⽴法”，“⽽是完成⾃然界赋予的使命”，⼈不是⾃然的主宰者和⽴法者，
⽽是实现⾃然界指向⽣命和善的⼈。这就是⼈对待⾃⼰与⾃然的关系本所应有的态度。作者认

为这个态度就是⼈的内在价值，它就是“仁”。“仁”的最根本性内容就是“以⽣为仁”，仁是⼈的最
⾼德性。由于“以⽣为仁”，宇宙⾃然之⽣，本就体现万物“是同属宇宙⽣命的整体，是⼀体相通
的，本⽆所谓内外、物我之别”，所以“⼈与万物不仅是平等的，⽽且是⼀个⽣命整体”。⼀⽅
⾯，⼈是⼀个德性主体，并不是把⼈降在与物⼀样的⽔平；另⼀⽅⾯，⼈与万物的区别，仅在

⼈可以“推”（程颢语），即“思”，即有理性思维上。但“思”的作⽤是“通”，实现万物⼀体之仁，
⽽不是⾃我中⼼的“⾃私⽽⽤智”（程颢语）。

“仁”具体在道德情感上就是同情与爱。这种爱是⼤爱，是对于⾃然界万物的爱。这是儒家
思想中的修养和境界问题，⼈⽣态度的问题。仁者不仅是“成⼰”，还要“成物”, “尽其性”，不仅
是尽其⼈性，也是尽其物性。天地化育有待于⼈去完成，⼈在主位上尽本职，本职即“天职”，
完成⾃然界所赋予的使命。笔者对于作者所论儒家中⼈与⾃然的关系，有⼀些思索。⾃然界中

许多灾变，如⽕⼭、地震、海啸，许多⾎腥，如动物间的灭群残杀，许多天体异变，如⿊洞吞

噬，这如何解释以天（⾃然）之“⽣”和⽬的性中的德性，⼈⼼中哪部分来对应这“天⼼”？⼈如
何了解天⼼，如果认为⼈⼼的善反映了天⼼，那⼈⼼的恶是天⼼的反映吗？⼈的德性等于⼈性

吗？进化是否带来了⼈的德⾏的发展，如果这样，为何在现代科技教育发展如此昌盛的时代，

战争等⼈为的灾难并未减少。

四、探求⼈⽂与科学的统⼀
作者不赞成中国传统哲学有现代科学因⼦的“古已有之”，以及新儒家的“返本开新”的两种

说法，但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具有⼈与⾃然界关系的⾮⾃我中⼼的观念，对于今

天在发展科学的同时，⼜关注⾃然⽣态，有独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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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新反思⼈类的⽣存⽅式
从⽣态科学，⽣态伦理学，到⽣态哲学和⽣态宗教学，今天关于⽣态的研究越来越宽⼴

且深⼊。中国的儒学不仅有着眼于社会政治的，⽽且其原发性的理论价值是关于⼼灵和境界

的。今天⼈类的⽣活⽅式是扭曲的，⼀⽅⾯⽆限制掠夺⾃然，另⼀⽅⾯⼜疏远⾃然。儒家的天

⼈合⼀境界观，“与天地合德”的终极性关爱，对于改变扭曲的⽣活⽅式，是很有意义的。

儒家传统的理性，是⼀种情感理性，⽽不是知识理性、概念理性，所以它不是唯理性主

义的，也不是⾮理性主义的，⽽是“本质即存在”的⽣命哲学，或者⽣态哲学。⼈对于⾃然界不
是为了满⾜⾃⼰的欲望去“控制、统治、占有、主宰”，⽽是有⼀种“出⾃⽣命的关怀”，尽“参赞
化育”之职。

现代⽂化是⼀种消费⽂化，⿎励尽可能扩⼤消费，⽽儒家提倡的爱万物的⼼，却反对“⽆
⽌境地破坏资源、浪费物品”。作者认为儒家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最⼤的忧患就是“⼈⺠有
疾苦⽽不能解救，万物遭残害⽽不能保护。”作者认为⻄⽅⽂艺复兴开始的⼈⽂主义具有和科
学的天然联系，⽽儒家的⼈⽂主义是解决⼼灵和安身⽴命的问题，这是双⽅对话的开始。

华东⽣态屏障“守卫⼈”：以⻘春守护绿⾊地标

导语：浙江省丽⽔市百⼭祖国家公园中，⻰泉⽚区森林防⽕和资源检查站的⼏位年轻的站

员，⻓期在公园巡逻，保护森林、野⽣动物，监测动物疫源疫病。他们在春节依然认真坚守岗

位。公园多年得到安全保护。愿主兴起更多的年轻⼈，特别是基督徒，热爱⾃然，关爱⾃然，

守护上帝所创造的美好的⼤地。

点击查看全⽂

中国不再做“世界垃圾桶”

导语：⽂章称，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接受了世界垃圾出⼝的45%，中国的经济发展
承担了巨⼤的⽣态环境的代价。中国预计从2021年1⽉1⽇起停⽌进⼝⼀切固体废物。这是⼀
项保护⽣态环境的有利于千秋万代的好事。发达国家把垃圾出⼝到贫穷不发达国家，这是很⼤

的环境不公义的⾏为。求主让中国在经济⾼度发展的过程中，不要做这种不公义的事情。 

点击查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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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之外，还有环境责任

导语：⽣态环保和经济发展时常是有⽭盾的，两个eco（ecology, economy）对⼈类都同
样的重要。发展新经济模式，如⽂中的共享单⻋，应该考虑它对于⽣态环境的影响，否则最后

⼜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留下⻓久的隐患。

点击查看全⽂

三、⽣态环境现状及⽣态保护
（政策、组织、⾏动等） 

⼈类与⾃然共同恢复的五⼤著名环境灾难

导语：⾃⼯业⾰命之来，⼈类活动引起的⾃然界的灾难越来越多，有些灾难是巨⼤的。上

帝创造的⼤⾃然本身有⼀定的修复能⼒，但⼈类作为⼤地的管家，要对被破坏的⽣态环境的修

复负上⾃⼰的责任。本⽂谈到现代世界五⼤环境灾难，以及⼈类参与修复的情况。

点击查看全⽂

再⻅了，有机地球：全球⼈造物重量⾸次超过总⽣物量

导语：上帝所原造的都是好的。⼈类在⽂明发展中，所⽣产的，就未必都是对⼈类和⾃然

环境是好的。“从⼆⼗世纪五⼗年代开始，全球⼈⼝及消费模式突然⼤幅加速，⽽‘⼤加速’也与
铝、混凝⼟和塑料等材料的⼴泛应⽤相呼应。”本⽂扼要展示和分析了这些⼈造物发展的趋
势。

点击查看全⽂

⼈类隔离才⼏天，河⽔清了，空⽓好了，连动物都回来了。
⽹友：这⼤概是疫情唯⼀的好处吧？！

导语：受到损坏的⾃然秩序需要不断被修复。疫情引起⼈类⾏动的不便，但对被过度挤压

得的⾃然环境和动植物可能是个喘息的时间。

点击查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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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督教和教会参与关爱⾃然的活动 

Eco-Palms: Creativity and Caring for Creation in Trying Times
（⽣态棕榈：艰难时期的创意与创造关怀）

社会机构和⽣态环保组织，与1千多个美国⻓⽼教会合作，既保护社区的健康，⼜保护了
森林、还有当地的⼯作和采摘社区的可持续⽣计。

点击查看全⽂

五、个⼈热爱和保护⽣态环境的分享 

告别庚⼦年的相⽚

10

不再庚⼦......  相濡以沫还是相忘于江湖……  

Bluff ’s Park 雪中⾏
（本⽂图⽚提供者：胡培勇）

https://www.presbyterianmission.org/eco-journey/2021/02/12/eco-palms-creativity-and-caring-for-creation-in-trying-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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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然读书群的弟兄的分享 

群中的弟兄，不仅热爱上帝所创造的⾃然，参与“⾛出红房，⾛出红墙，关爱⾃然，关⼼
社区”活动。⽽且在作有⻅识的上帝的⼤地好管家上也不断操练。⼤家将所学习的基督教书籍
中关于关爱⾃然的思想以及⾃⼰的感想，在微信群中彼此分享。下⾯是⼆⽉份的⼀些分享： 

王弟兄分享⼀：“四、伦理学与⽣态学 虽然我们盼望基督再来，并不害怕洪⽔毁灭⼤地，
但是我们仍然蒙呼召管理神的受造物。神终极审判的⼀部分，就涉及我们如何对待神所托付的

受造物。不道德的恶⼈破坏⼤地，有道德的意义保护⼤地。圣经没有说明恶⼈如何为了满⾜贪

欲⽽破坏地貌，导致⾃⼰和后代受损，但是今⽇的恶⼈以种种⽅式破坏受造物：排放碳化合

物，造成空⽓污染；⽤垃圾和有毒废物，造成⼟地和海洋污染；露天采矿和林区皆伐，掠夺⼟

地资源。他们肆意扑杀动物、⻥类、⻜⻦，直⾄物种灭亡。他们除灭植物，只保留那些有潜在

效益的种类。简⾔之，受造物所⾯临的危险，存在于道德与政治领域（参利⼗⼋28，⼆⼗五
23）”-摘⾃：华尔基，《旧约圣学（上册）》

王弟兄分享⼆：“对上帝有信，对⼈有爱，对⼟地有情……对上帝有信的⼈，必然对⼈有
爱，若是对⼈没有爱的⼈，必定对上帝没有信。若再加上‘⼈与⼟地”密不可分的观点，爱⼈与
爱⼟地根本是⼀体之两⾯，因此把‘对⼟地有情’加了进来，就成了‘对上帝有信，对⼈有爱，对
⼟地有情’。” -摘⾃：林鸿信，《觉醒中的⾃由：路德神学精要》

⼤家在读⼀本⽣态神学书中的⼀段“On Darkness and Wildness”时，谈到⼈类不能以⾃
⼰的偏好来判断和对待⾃然界之物时，关于对于乌鸦这种中国⼈⽐较不喜欢的动物的讨论的微

信：

⽯弟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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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弟兄分享：
呼唤春天的乌鸦叫（点击查看视频）

⽯弟兄分享：
这是⼀本观察、研究乌鸦⾮常棒的植物学名著。

李弟兄分享：
原来乌鸦有家⽝⼀样的智⼒
红灯亮时，乌鸦⻜到地⾯上，把胡桃放到停在路上的⻋轮胎下。等交通指示灯变成绿灯，
⻋⼦把胡桃碾碎，乌鸦们赶紧再次⻜到地⾯上美餐
但这种⻦好像在⻄⽅也常常和巫婆之类的形象联系在⼀起

程弟兄分享： 
乌鸦是典型的在各类⽂化中背⿊锅的代表，也是⼈⼼中⿊⽩主观偏⻅的牺牲者。试想如果
乌鸦的⽻⽑和⽩天鹅⼀样，叫身哪怕像喜鹊也不⾄于像现在这样。

编者感：这段微信发帖的内容丰富：第⼀，它传播动物学知识，第⼆，从乌鸦身上，我们

看到了上帝创造的伟⼤，它的奇妙能⼒，怎能够进化⽽来呢？第三，⼈的⽂化对于上帝被造物

的偏⻅，以⼈⾃⼰的好恶为中⼼来判断⾃然物的价值，第四，对于某些动物的迷信思想，⾄今

影响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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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cotheology.net/wp-content/uploads/2021/02/crow_earlier_spring_x264.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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