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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本期的主题是“关注世界⽓象⽇”，提醒要认识和警醒地球⽓候变暖的现状和恶果，因为这

不仅是对于现在，还对于后代有深远影响；也旨在帮助个⼈珍惜创造主所赐的这独特的蓝⾊地
球，参与保护地球⽣态环境，与受造⾃然建⽴和谐的受造伙伴般的关系。本期也关注今年春天
以来中国出现的较⼤地域出现的沙尘暴，并思想⽓候共同体的意义。

本期刊载了H. A. Snyder等在《救赎意味着受造界被医治：罪和恩典的⽣态学》中提出的
个⼈关顾上帝创造物的⼗⼀项具体措施，在《⼈类作为⼤地管家的天职》⼀⽂中谈及了丹尼尔
·布如内尔等学者提出的践⾏绿⾊教会观的⼗⽅⾯理念和策略，这都有助于活出信⾏合⼀的⽣
命。本期继续讨论《儒家⽣态思想通论》的“恩及于⼟地”的话题，特别点在于中国古代对于⼟
地管理建⽴了细致的官员制度和政令，在⼟地管理中彰显了⽣态意识和智慧。

四⽉⼀⽇《中华⼈⺠共和国⻩河保护法》的实施是保护中华⺠族⺟亲河和流域地区⽣态的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本期⼀⽂谈及具体的禁渔政策。本期刊载⼀篇⽂章，引出了⽣态环
保⽂明意识的启蒙和国⺠素质话题；编者认为从新⽂化运动直到现在，现代⽂明启蒙，包括最
新的⽣态⽂明，是中国⼈绕不开的课题。普通⼈⾼伟，8年进⼭239次检出6万多个瓶⼦，那些
普通公⺠市⺠身上体现出的⾼贵品格，值得⼈们去观察和欣赏。

在全球⽣态⽅⾯，⼀⽂⽤数据讲了海洋塑料污染，令⼈吃惊。苏丹之⽣态危机是⾮洲⼈⺠
困境的缩写，愿好怜悯的⼈们，多思想⾃⼰可以为这个世界最苦难的⾮洲做点什么。被关在⽔
族馆50年的⻁鲸被重新放回⼤海，也许可以启发⼈们，是否可以给所有的为了商业利益⽽被
圈养的野⽣动物，以重回它们的野地家园的⼈道主义关怀。在⽣态观察上，本期刊载多伦多禁
⽌随⼿喂养野⽣动物的法规，这确实是科学且必要的。两幅摄影作品“报春”和“浮⽊上的加拿⼤
鹅”，带来了春天⽣机勃发的图画。图书介绍栏介绍了⼀本如何阅读⾃然的书；好多情境中，
⼈们也在⾃然环境中，度过了时间，但缺乏了“阅读”⾃然的那份喜悦，那份满⾜，那份亲切。

⼀、基督教⽣态神学  

权陈  读《救赎意味着受造界被医治：罪和恩典的⽣态学》⼀书有感（⼗九）         
权陈 

第12章 医治社区的标志The Marks of Healing Community（下）

三、今天教会的标志

在贫穷的标志。“穷⼈有福⾳传给他们。”（⻢太福⾳⼗⼀5）教会的福⾳标志是和其它标
志相关的，作者认为：“因此在贫穷⼈中的福⾳有形的⼯作是教会信仰的关键特征—使徒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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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这⾥的贫穷不是仅仅指灵⾥贫穷的⼈，作者⽤了卡尔·巴特的话：“穷⼈、社会和经济上
的弱者和受伤害者，将总是（教会）主要和特别的关注对象。”提起教会的使徒性，⼈们常常
想到的是权⼒和机构性的“使徒统绪”（apostolic succession），但其实它意味着“对穷⼈和与穷
⼈的福⾳”。

约翰·卫斯理认为向穷⼈传福⾳是“最⼤的神迹”，因为除⾮圣灵的感动和基督品格的影响，
教会不会做这事。笔者深感教会如果没有真正对于贫穷⼈，弱势群体，⺠族和国家的社会关
怀，教会就成为富⼈的教会，中产阶级的教会，福⾳就会被⼤⼤地削弱，教会作为医治的团体
的作⽤就会⼤打折扣。

今天实践教会的医治团体的标志。教会的标志要在实践中体现出来，作者提出四个和受造
物医治有关，活出基督徒的使命和管家职分的四⼤实践原则：第⼀，地球维护原则（the 
Earthkeeping Principle）；第⼆，安息⽇原则（The Sabbath Principle）。“安息⽇原则已经建⽴
在创造的基础上（创⼆1～4），是摩⻄盟约的关键部分，它也与上帝与地球的永恒盟约产⽣
了共鸣（创九），是安息年、禧年以及圣经中对最终的禧年、医治和平安的承诺的基础（例
如，赛六⼗⼀1～4；路四16～21）” 莫尔特曼认为安息⽇观对于破除⼈类中⼼主义观⾄关重
要，⽽且有丰富的⽣态智慧，并将其与⽼⼦的“⽆为”⽣态智慧作了⽐较。第三，满有果实原则
（the Fruitfulness Principle）。作者强调的是受造物的丰富多彩是被享受的和守护的，⽽不是
被毁灭的。基督徒要从传福⾳到⼤地关怀等多⽅⾯来践⾏，作⽣命的⻅证。第四，满⾜和限制
原则（the Fulfillment and Limits Principle）。它也可以称为“可持续原则”（sustainability 
principle）。上帝对于⼈类所做的⽣态环境的限制和边界要被尊重，否者就会导致⽣态危机，
破坏和祸害地球环境和所有⽣命，包括⼈类⾃身。

作者进⼀步谈到了实践关顾创造物（creation care）。⼈作为创造物的管家从三个事实开
始：第⼀，“关顾创造物是从上帝⽽来的约的委任，⾸先是给所有⼈类的。”第⼆，“通过上帝的
恩典的源泉，以及那已经给我们（彼前四10）的’百般恩赐的’管家职分，关顾创造物现在是教
会的地⽅和全球使命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第三，“关顾创造物触及到地上⽣活的每⼀个⽅
⾯，从时间和财务，到我们与所有这宜⼈的但⼜有病的受造物的相互作⽤影响上。”这表明，
⾮基督徒事实上也有关顾创造物的委任，尽管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

关顾受造物是教会的使命，在作为群体的教会绿⾊事⼯，⽣态福⾳（Eco-evangelism）中
体现出来。笔者参加的地⽅教会就有绿⾊团队，协助教会和牧者推动教会参与关顾受造物。关
顾受造物也体现在个⼈⽣活上，作者具体列举了11项：

๏圣经学习。
•    特别是：⼤地、公义、⼟地、安好shalom、贫穷、 国家、安息⽇/禧年、和好

reconciliation等。
๏祷告（个⼈的，⼩组的）。
๏⽤回收代替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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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关于保护环境和促进受造关怀的当地、州和联邦⽴法和国际协议。
๏使星期天（或另⼀天）成为真正的安息⽇。阅读有关书籍，户外散步，关注上帝的其它
受造物。

๏参加或开始⼀个关⼼⼤地的⼩组。⼀起祷告，学习，保护，⾏动。
๏写诗歌，默想来庆祝上帝在创造中的智慧。
๏形成肯定创造creation-affirming的习惯。
๏相对地多吃当地⻝品，越多越好。（笔者：但也要注意进⼝贫穷国家的⻝品，帮助它们
的⼈⺠，⽽不是⽤贸易封锁来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贫困）

๏操练能源保护。
๏加⼊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推动受造医治的组织或⽹络。（待续）  

权陈   ⼈类作为⼤地管家的天职 （四）
权陈                                       

基督徒和教会怎样作好⼤地管家 

那么，圣经直接使⽤⼈的管家的天职的字眼达⼆⼗六次之多。使徒彼得要求⻔徒“你们要
作神各样恩赐的好管家（彼前4：10）。”根据上帝分派⼈类作管家的职责，基督徒应该清楚这
职责包括在教会内和教会外，后者包括对⼤地的职责。 基督徒是新造的⼈，因着与上帝和1

好，也与⼤地和好，理应成为呵护⼤地的管家。创世记1-2章的启示，激励教会和信徒，可以
从三个基本⽅⾯实践作上帝忠⼼和良善的⼤地好管家。  

第⼀，教会应该正确教导创造神学，⽣态神学，和整全福⾳观念，注意对不符合圣经的⼈
对⾃然的权利观的分辨和抵制。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基督教神学与宣教运动越来越重视整全福⾳观和⼤地护理观。
2010年在开普敦举⾏的世界福⾳派教会会议上，制定了《开普敦承诺》（The Cape Town 
Commitment）。它提出“要像保罗那样，从宇宙性和真理的视⻆，传讲并教导符合圣经的整全
福⾳……这不仅仅是在提供针对个⼈的救赎……更是为了完成上帝在基督⾥为整个宇宙所定的
计划。”它极具使命地提出： 

基督给他苦难的受造物的平安。《开普敦认信》第7部分（A）提出了我们对上帝的受造
物的使命。全⼈类都是上帝的美好⽽丰富的受造物的管家。我们被委托，要执⾏神圣的治
理，为着⼈类的福祉和 需要，使⽤上帝的受造物……当我们如此⾏时，上帝也命令我
们，要照管这地和其上的受造物，因为全地都是他的，⽽不是我们的。我们如此⾏，是为
了主耶稣基督，因他是所有受造物的创造者、所有者、护理者、救赎者和承受者。

 Ken Gnanakan, God’s World:Bibilical Insights for a Theology of the Environment.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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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滥⽤及破坏地球资源（包括破坏⽣态多样性）的⾏为极其⼴泛，我们对此深表悲
痛……我们需要同时处理世界贫困与⽓候变化的问题，并且以同样的急迫性来处理两者。
我们⿎励世界各地的基督徒：A）采取这样的⽣活⽅式：弃绝会导致破坏或污染的消费习
惯；B）努⼒运⽤合法的途径，在环境破坏和潜在的⽓候变化等问题上，说服政府把道德
命令放在政治权宜之计之上；C）认可并⿎励基督徒的宣教呼召，包括（1）努⼒通过农
业、⼯业和医药为⼈类的需要和福祉⽽合理使⽤地球资源；（2）努⼒通过保护和宣传，
维护和恢复栖息地与物种。这些基督徒有⼀个共同的⽬标，就是侍奉同⼀位创造者、供应
者和救赎者。2

该宣⾔的主要作者莱特博⼠提出整全福⾳使命的五个⽅⾯：即基督为主是中⼼（the Lord 
of Christ），包括福⾳（evangelism），教导（teaching），同情（compassion），公义
（justice），⼤地护理（creation care）五个⾯向。 教会被⿎励成为⼤地的好管家。 3

基于圣经的教导，⾯临地球⽣态的⽇益恶化和⼈类对⾃然的贪婪攫取，教会和基督教学者
更加注意从神学研究和教会参与上追求怎样做⼤地的好管家。丹尼尔·布如内尔等学者提出绿
⾊教会观， 要追求“绿化教会（greening the church）”。他们从⼗个⽅⾯总结其理念和策略⾏
动：绿化领袖（greening leadership），绿⾊牧者（green pastors），绿⾊团队（green teams），
绿化⼟地和空间（greening land and space），⽣态区域⻔徒训练（bioregional discipleship），
教会建筑（church buildings），“汽⻋交通”和住在隔壁（“automobility”and neighborhood），绿
化崇拜（greening worship），教会的“⼯作”（the “work” of the church），圣体圣事
（Eucharist），绿化使命（greening mission）。 笔者和另⼀位基督徒在2009年也提出⼀个4

2030年⼩中型教会植堂⽅案，强调其要具有绿⾊的特点。⽅案中的教会使命宣⾔包括“做好⼤
地管家：世⼈犯罪，使⼤地受伤（创3:17-18）；耶稣基督，是和好的使者（⻄1:20）；神让我
們要作⼤地的管家（创1:26, 28 ）。” 其中规划教会建筑时，我们提出“绿⾊环保理念”：裝修5

材料﹣采⽤环保材料；能源﹣采⽤外部能源太阳能；家电﹣使⽤节能家电；⽔源﹣使⽤节⽔设
施；家俱﹣使⽤环保家俱；废物﹣﹣全部废物分类收集；废物回收﹣﹣安放废物回收箱。 今6

天的中国教会和海外华⼈教会怎样领受整全福⾳使命，怎样在教会观和教会使命上顺服圣经的
的启示做好⼤地管家，确是是严肃和紧迫之事。（待续）

 参⻅：“The Cape Town Commitment” Part II.IIA.1.B and IIB.6, 查阅⽇期 2016年5⽉2⽇，  https://www.lausanne.org/2

content/ctc/ctcommitment。
 莱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 “The Cape Town Commitment” (Lecture, Tyndale University and Seminary, Toronto, May 3

5, 2016). 
 Daniel L. Brunner, Jennifer L. Butler, and A. J. Swoboda. Introducing Evangelical Ecotheology:Foundations in Scripture, 4

Theology, History, and Praxis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4), 217-38. 
 梅世君，权陈，“‘爱之家园教会’的事⼯模式报告”（教会议题ˎ 策略及⽅向学期论⽂，Tyndale University and Seminary，5

CCST, Toronto，2009年4⽉8⽇）。 
 同上；也参⻅：Ray Bowman & Eddy Hall,When Not To Build (Grand Rapids:Baker Books,2000）,170,178. 6

6

https://www.lausanne.org/content/ctc/ctcommitment
https://www.lausanne.org/content/ctc/ctcommitment


总第五⼗四期（⽉刊） May 1, 2023

权陈：《⼈类作为⼤地管家的天职》，载《⾦陵神学志》，总第106-107期（2016年6⽉）：
第178-91⻚。

⼆、中华⽣态⽂化和中国⽣态环境保护  

权陈    再谈 “恩及于⼟”——道德共同体中的⼟地 
——读乔清举《儒家⽣态思想通论》⼀书的笔记（⼋）  

权陈

第四章“恩及于⼟” ——道德共同体中的⼟地 

第三节  ⼟地管理的机构及政令 

儒家⾮常注重对于⼟地的管理，其中许多措施具有⽣态意义。《周礼》中强调了管理的机
构和⼈员，以及政令。官职有⼤司⻢、⼩司⻢，他们的下属官职“遂⼈”、“⼟均”、“⼟训”、“均
⼈”等，属员有“中⼠”、“下⼠”、“史”、“徒”、“府”、“婿”等。这些官职的⼯作中不少都有⽣态性
意义。天⼦和皇后嫔妃，诸侯公卿，都要重视农桑。政令中限制战事来妨碍农事。《礼记·⽉
令》中要求⼈的活动不能妨碍天地之⽓的正常运动循环，作者总结这其实体现了今天⽣态的
“保持能量的正常传导”的思想。

周代时⻬桓公下的谋⼠，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管仲（有⼈认为他是法家⼈
物）提出“相地⽽衰征”，也就是“根据⼟地的肥瘠程度确定赋税的⾼低”，其“⽣态意义则在于不
竭尽地⼒，维持⼟地的⽣态平衡”。儒家也注意贡赋的合理性，孔⼦和孟⼦都反对横征暴敛和
过度的赋税。孔⼦反对鲁国增加赋税，批评它“苛政猛于⻁”。孟⼦认为“什⼀税”，这既满⾜了
政府的正常开⽀，⼜不会过⾼影响⺠⽣。“儒家对于赋税的约束在⼀定意义上也有助于维护⽣
态平衡。”

第四节 “报本反始”，⽴社祭⼟——对⼟地的祭祀及其⽣态意义

中国⾃古就有祭祀⼟地的传统，儒家也是如此。《礼记·郊特牲》中写道：“社，所以神地
之道也。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亲地也，故教⺠美报焉。家主
中溜⽽国主社，示本也。唯为社事，单出⾥。唯为社⽥，国⼈毕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
报本反始也。”祭祀⼟地就是举⾏社祭，也就是把⼟当成神来祭祀，这当然有迷信味道。不过
祭祀的理由是“报本反始”，也就是⼟地对⼈有恩，⼈要报答⼟地，这是有意义的。作者认为儒
家把⼟“看成天地万物统⼀有机体的⼀部分，是活的，有通⽓的功能”。洛夫洛克提出地球“盖亚
假说”，认为地球是个有机⽣命体，有⼈认为这是⼀种泛神论。不过，⾃然是⼀个整体，⾃然
共同体，⼈类对于⼟地的价值表示尊重，则是⼀种⽣态觉醒和智慧。（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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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全域4⽉1⽇12时进⼊禁渔期    

导语：今年4⽉1⽇，《中华⼈⺠共和国⻩河保护法》正式实施，这是保护中华⺠族⺟亲
河和流域地区⽣态的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时刻。就像过去关注⻓江保护法的落实进展⼀样，杂

志也将继续关注⻩河保护法的推进。         

点击查看全⽂ 

协创双碳未来——松下⾸个氢能燃料电池综合能源利⽤项⽬正式运⾏   

导语：关注松下公司在⽆锡发展发展绿⾊氢能源利⽤项⽬的故事。观察⽇本企业着⼒发展

氢能源的进展。    

点击查看全⽂ 

命运坎坷的天然湿地，上海松江⼀⽚承诺保留的⽔杉正被移栽 （短视频） 

导语：为了扩⼤⼀⼩学的建筑，⽽占据⼀⼤⽚⽔杉林。看起来移栽保护了树⽊，但环境受

到了影响，栖息的⻦⼉可能不来了。保护⽣态环境要⽤多只眼睛来观看。     

点击查看视频 

男⼦⽤⽯头砸⽩鹇，过路⼥⼦⼤声喝⽌（短视频）

导语：⼩⼩的事件凸显的是公⺠素质亟待提⾼。新⽂化运动的启蒙⽬标，后来在救亡图存

的⼤背景下，并未完全展开。⼀些传统陈规陋习，如重男轻⼥、⼤额红包、巨额彩礼、请客吃

饭浪费和拼酒、闹洞房中的低俗、⼤办红⽩喜事和建造豪华墓地等等，在许多地⽅仍⼤⾏其

道。⽽新型⽂明如⽣态环保⽂明意识，也并没有深⼊⼈⼼。只有普通⺠众认识到在绿⾊⽂明⽅

⾯的缺乏和差距，才可能⽣发出⾃觉保护环境和⽣命的社会⽂明⻛⽓。           

点击查看视频 

沙尘暴专题

今年第⼋次！沙尘天⽓进⼊新的活跃期？      

导语：今年春沙尘暴的再次肆虐，表明治沙造林植草⼯作虽然⼤有进展，但由于其产⽣的

复杂因素，防治沙尘暴仍是⼀项“路漫漫其修远兮”的⼯作，需要极⼤耐⼼和⼀代⼜⼀代的“愚公
移⼭”般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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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全⽂ 

漫天沙尘，蒙古国的问题有多严重？     

导语：蒙古国的沙漠化越来越严重，成为中国乃⾄东亚地区沙尘暴产⽣的重要来源地之

⼀。邻居是没有办法选择的，中国怎么办？            

点击查看全⽂ 

科学认识沙尘暴 推动跨境全域治理     

导语：今年沙尘暴的产⽣，绝⾮能否定三北防护林等植树防沙的功效。⽽它们的产⽣有跨

区域跨国界的原因，所以治理沙尘暴要有跨国界的意识，这也是为什么要提出⽓候共同体的观

念。             

点击查看全⽂ 

李昂：万亩林场主这么种树治沙，科学吗？     

导语：最近⽹络舆论出现了宁夏万亩林场主孙国友跪地求供⽔的热⻔话题。保护植树造林

者的经济利益⾮常重要，但这篇⽂章带出更深的问题：植树是否治沙的万能良⽅？⼲旱地区的

⽔资源怎样科学合理地分配？             

点击查看全⽂ 

关爱⼤地⼈物志

⾼伟8年进⼭239次检出6万多个瓶⼦：望环境越来越好 （视频）

导语：⾼伟，⼀个普通⼈，从2015年起利⽤休假⽇开始上⼭捡垃圾，还做了捡垃圾的统
计，⼋年多捡了6万多个瓶⼦，平均每个⽉⼤约进⼭捡垃圾2.4次。他有美好的盼望，⼭⾥的环
境越来越好，⼭清⽔秀。笔者在想：他在呼和浩特市的附近⼭上就捡了6万多瓶⼦，那内蒙古
有多少座⼭，多少被丢弃的废瓶⼦，全国各省⼜有多少？如果全国有10000个“⾼伟”坚持⼋年
捡垃圾，虽然占全国⼈⼝不到⼗万分之⼀，但可能捡回多少废弃瓶⼦，6亿多？平凡⼈是可以
做出伟⼤的事的！           

点击查看视频 

9

https://china.huanqiu.com/article/4CRzcHWhZeU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40038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1290299414583556&wfr=spider&for=pc
https://www.guancha.cn/liang/2023_04_01_686496.s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538346


总第五⼗四期（⽉刊） May 1, 2023

三、全球⽣态⽂明建设  
海洋塑料污染飙升⾄“前所未有”⽔平

导语：“⾃2005年以来，全球海洋中的塑料污染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前约有170万
亿块塑料在海洋中漂浮，总重量估计为230万吨。” 难道⼈类要继续玷污上帝赐给我们的美丽
海洋，维护⽣命⽣存的海洋，继续忽视海洋中的塑料污染吗？

点击查看全⽂ 

图记·南苏丹之困（1）⽓候之灾：连续四年的洪⽔淹没过半国⼟

导语：最近苏丹⼜发⽣⼤规模国内军事冲突了。⼤国要调解和劝和⾮洲国家的国内政治⽭

盾和军事冲突，良善地关⼼它们的⽣态环境问题，以及⼈⺠的贫穷和饥饿问题。⾏公义、好怜

悯要体现在⾏动上，体现在环境公义上。     

点击查看全⽂

被关⽔族馆50多年，美国⼀⻁鲸将重获⾃由回归⼤海 （视频+⽂字）

导语：这是⼀个喜悦的，让编者感动的场景。创世记九章4节就表现出对于动物的⼈道主
义思想。今天放鲸⼊洋就体现了这种关怀上帝创造物的精神。盼望世界对于对野⽣动物的驯化

和商业使⽤，都有⼀定期限，让它们可以重回野性⾃然，那⾥本是创造主给它们预备的最佳⾃

由的⽣活地⽅。   

点击查看全⽂

关注世界⽓象⽇专题

世界⽓象⽇——共建⼈与⾃然和谐共⽣的美好家园（⽂章合集+视频）

导语：三⽉⼆⼗三⽇，⼜到世界⽓象⽇，下⾯⼀组⽂章，从各⽅⾯让我们看到地球⽓候变

暖带给世界的极⼤的危害和⻓远的损害，触⽬惊⼼！⼈类和⽣命只有⼀个地球，创造主创造了

这个独特的蓝⾊地球，⼈类怎样对待它，保护地球⽣态环境，考验着每个⼈的良知和知⾏合

⼀。在三⽉的世界⽓象⽇和四⽉⼆⼗⼆⽇的世界地球⽇，我们都应当藉着纪念活动，来审视⾃

⼰和⾃然的关系，来想⼀想⾃⼰可以为保护⾃然环境，逐渐成为⼈与⾃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帮助

者，成为⼤⾃然的爱的受造伙伴，⽽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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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题⽬：

•       “红⾊警报”拉响 ⼈类应对⽓候变暖刻不容缓——写在第63个世界⽓象⽇来临之际
•       关于今年世界⽓象⽇主题，⼀起听听⽓象专家怎么说
•       ⼀组数据看我国⽓象现代化建设进展
•       共建⼈与⾃然和谐共⽣的美好家园——写在⼆〇⼆三年世界⽓象⽇之际
•       2023年世界⽓象⽇纪念活动启动 多地开展⽓象科普活动

点击查看全⽂

世界⽓象组织发⾔⼈：变暖3摄⽒度是地球⽣存极限 （视频）

导语：在世界⽓象⽇，世界⽓象组织发⾔⼈的严肃警告，让⼈们看到地球⽓候变暖的现

状，破坏性，以及前瞻预测。我们对于这些国际组织和背后科学家们为了保护地球⾃然环境，

帮助世界可持续发展，⽽所做的⻓期⽽⾟勤研究，解释，沟通，警示等等⼯作，表示尊敬和⽀

持。    

点击查看视频

联合国通过“⽓候正义”决议，⾸次在法律上明确各国⽓候责任

导语：⽣态公义，环境公义的落实，带出了“⽓候正义”的⾏动。各国都有法律责任，接受
国际司法组织的监督。当然，这⼀决议还在⼀落实的过程中，道路可能是曲折的，但⽅向是正

确的。它可能对于受到环境不公义的伤害最⼤的弱⼩国家的帮助是最⼤的。    

点击查看全⽂

四、关爱⼤地实践  

安⼤略的⽣态观察

 新规定！多伦多市禁⽌随⼿喂野⽣动物！下⽉执⾏

春天就要来了,是当你在安省看到路边有很多可爱的动物，想给它们喂⻝的时候你可要三
思了。多伦多市正在执⾏新规定，4⽉1⽇⽣效，禁⽌在私⼈和公共场所喂⻝野⽣动物。

Toronto implementing new regulations to prohibit feeding of wild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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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指出多伦多涉及⼈与野⽣动物的负⾯互动有所增加。包括最近在动物窝点附近与野狐

喂⻝，看到⼀对⼩狐狸在海滩附近死亡，以及涉及⼟狼的案件迅速增加，这通常始于依赖⼈类

⻝物的野⽣动物。“喂养野⽣动物会改变它们的⾃然本能，并可能增加它们的存在感和对⼈类
的容忍度，从⽽给野⽣动物和多伦多社区带来问题。”但是，以下情况不适⽤新规。即在私⼈
⼟地上喂鸣⻦，前提是喂⻦器符合规定。

公告是在 GTA 处理禽流感（禽流感）的内容时发布的。上周，布兰普顿的官员证实，在 
Professor's Lake 和 Duncan Valley Foster South 地区发现了死去的⽔禽。也有市⺠发现死⻦被冲
上海岸线或社区池塘附近。也有⼈声称发现了⼏只鹅已经死亡。

市政府还列出了喂养野⽣动物对⼈类的⼀系列负⾯影响。市政府表示，喂⻝动物可能会带

来健康⻛险，因为如果你离得太近，可能会接触到狂⽝病或其他疾病。⾃ 2022 年初以来，⼀
种⾼致病性 H5N1 禽流感⼀直在加拿⼤禽群中肆虐，导致数百万只⻦类死亡，并感染了创纪录
数量的⻦类。禽流感很少引起⼈类疾病，但是通过与受感染的⻦类或严重污染的环境密切接触

却是有可能发⽣传播。（以上内容摘⾃：约克论坛综述）

点击查看全⽂

⽣态诗意

报春 浮⽊上的加拿⼤鹅 摄影作品（⼆幅） 胡培勇

12

浮⽊上的加拿⼤鹅                         
（图⽂提供者：胡培勇）

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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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介绍

《如何阅读⾃然—唤醒你的感官，了解你从未注意过的户外环境》⽯华推荐

本书作者是《纽约时报》畅销书《如何读懂⽔》的作者特⾥斯坦-古利。作者在本书导⾔
中写道：“很多⼈会⿎励你对⾃然产⽣兴趣，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实现更⼴泛的环保⽬标的必要
条件。然⽽，我并⾮其中之⼀，这本书也不是那种温和的⿎动。当然，每个⼈都希望⽣活在可

持续的环境中，正如没有⼀个理智的⼈希望发⽣战争⼀样。有些⼈对此更加热情，毕竟没有⼀

个理智的⼈喜欢看到地球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害。 

在这本书中，我恳求你去“阅读”⾃然——换句话说，更加关注⾃然，发现我们周围的户外
环境中的线索和迹象，只要我们花时间去寻找它们。这样做的原因是，这是最好的选择。阅读

⾃然会让你在户外度过的每⼀分钟都更加有趣，这是其中⼀个原因。另⼀个原因是，阅读⾃然

能培养与周围环境的更深层次的联系，让你成为⼀个更有趣、更有能⼒的⼈。我知道这是⼀个

⼤胆的——甚⾄可能是傲慢的——说法，但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你是否曾与⼀个如此专注于⽣活实践细节的⼈交谈，以⾄于你很难与他建⽴联系？也许这

个⼈会不停地谈论他们如何开发⾃⼰的财产？或者他是那种只知道⼀切成本⽽不知道任何价值

的⼈？你是否曾因为某⼈对⾃⼰的哲学观念如此着迷，以⾄于他们看不到周围的现实世界⽽对

它们失去兴趣？我在想那个将你逼到⻆落讨论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却完全没察觉到旁边有个

⼩孩在玩锋利的⼑⼦。 

阅读⾃然中的迹象以及如何通过观察发现其他室外⽅⾯的线索或提示的乐趣在于，它让我

们每个⼈都能在错综复杂的⽹络中看到每⼀个⽣物、物体和观念。它使我们能够同时以最实际

和哲学的⽅式来看待事物。据我所知，没有其他领域能做到这⼀点。我们可以将植物既视为⻝

物来源，同时，⼜欣赏瞬间的关键。 

渴望阅读⾃然并不是⼀种普遍现象。⼤多数⼈对周围⻦⼉的声⾳仍然⼀⽆所知。他们可以

忽略野花最精美的形态，也不会在脚边的昆⾍中发现任何美感。我们可能会听到他们说：“只
有那些选择脱离社会的地质学家才会觉得⼀块⽯头有趣。”这是普通⼈的看法。这是很多⼈的
看法，他们希望拥有更有趣的⽣活。 

既然你正在阅读这本书，那么你就持有⾮凡的观点。你要么怀疑，要么已经知道，更仔细

地阅读⾃然并与户外环境建⽴更深层次的联系有可能成为⼀种激动⼈⼼和有意义的体验。也许

你渴望重新找回失去的联系：如果我们回溯得⾜够远，我们都会发现曾经有过这样⼀种联系。

许多⼈在童年的记忆中找到了这种联系，但我们可以肯定，通过回溯到我们的祖先，我们还可

以找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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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后⾯的部分，我将论证⼀个⾮常深⼊的⾃然阅读能给每个⼈带

来的刺激是如此的⽣活增强，以⾄于它改变了我们是谁。然⽽，在迈

出这⼩⼩的⼀步之前，还有⼀些步骤要采取；在本书的第⼆部分，我

将介绍这些步骤。在第三部分，我们将更全⾯地探讨每个步骤，⽽在

第四部分，我们将研究在⾃然中理解时间概念的重要性。本书的第五

部分和最后⼀部分涵盖了这些步骤可能引领到的荒野哲学之地。” 

这些步骤将引导我们发现如何通过观察和阅读⾃然，更加深⼊地理解

我们周围的世界。它将带给我们⼀种全新的视⻆，让我们更加关注环

境，并让我们与之建⽴更加紧密的联系。最终，我们将发现，在探索

⾃然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增强了对⽣活的热情，还让⾃⼰变得更有

趣、更有能⼒。通过阅读⾃然，我们可以重新找回那种与⼤⾃然紧密

相连的感觉，体验到它所带来的美好和启示。

关于作者: 
特⾥斯坦-古利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作者，著有《如何阅读⽔》、《阅读⾃然标志的

失落艺术》和《⾃然导航者》。他是⾃然导航⽅⾯的顶尖专家，他对这⼀主题的热情源于他的

亲身经历。他曾率领探险队前往五⼤洲；在欧洲、⾮洲和亚洲登⼭；驾驶⼩船漂洋过海；并驾

驶⼩型⻜机前往⾮洲和北极。他是唯⼀⼀位既独⾃⻜⾏⼜独⾃航⾏过⼤⻄洋的在世⼈⼠，也是

英国皇家航海研究所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研究员。他⽬前是开拓者公司的副董事⻓，他经营

着世界上唯⼀的⾃然导航学院。访问他的⽹站：naturalnavigator.com

本书⽬录：  
⽬录 
I. 引⾔ 
II. 前⽅的道路 
1. 做好准备 
III. 寻找路径 
 1. 实践⼊⻔ 
 2. 感官 
3. 宏观关系 
4. 微妙联系 
5. 冲突之美 

IV. 更进⼀步 
 1. 隐藏的⽇历 
2. 快速变化 
V. 深⼊阅读 
1. 内在的钟表 
2. 加强循环 
3. 户外仅两个⼈ 
课后作业 
图⽚来源 
关于作者《天⽓的秘密世界》摘要 

（推荐者 ⽯华）

14

http://naturalnavigator.com/


总第五⼗四期（⽉刊） May 1, 2023

15

杂志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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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扬整全福⾳。 

杂志价值观： 

秉承《使徒信经》信仰⽴场，关切上帝的创造物的叹息劳苦和地球⽣态危机的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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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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