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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 
 

本期的主题是“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地球生态危机的几个最重要方面之一是地球

污染问题是地球生态危机的重要体现，而海洋污染的影响尤其严重和深远，且最难以控

制，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海事件是最近几年来在海洋污染方面引起争议最大的国际事

件。共刊载了七篇文章，对于国际原子能组织的报告中认为日本的核排污计划符合国际安

全标准，被日本方面认为这是为排污入海背书，以及反对排污入海的意见，有扼要的报

道。 

 

本期开始连载编者对于 Michael S. Northcott 的《环境和基督教伦理》一书的读后

感，这一期扼要介绍全书导言和第一章“青蛙，洪水和饥荒”。本期刊载了《儒家生态思

想通论》的“气、通、和、生、时、道：儒家生态哲学范畴论”内容的读后小结。本期

也关注沙尘暴问题引起的中蒙联合治沙，以及绿色循环包装的现状和睿思。7月份，美

国气候特使克里来华磋商气候问题合作，本期刊载两文，提供了对此访的观察。在环境保

护上，一些企业做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本期一文对一工厂的这种做法作了曝光。

“2020—2021 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吴志强院士是本期关爱大地人物志的人物，他分析

“碳商”概念，建立世界最大的城市数据库，为环保作了重要基础性贡献。 
 

七月以来，全球创纪录高温不断，带来世界各地灾难频繁，本期刊载一篇谈论

这个文章。本期也刊载关于冰岛因动物福利问题暂停捕鲸的文章，动物福利问题是新生

态文明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本期第四部分有《人与环境—圣西美盎新神学家研究》一书介绍部分的译文连载的

最后一期。一文简介编者所在的教会，在 5月 27日参加加拿大各地创造关怀日活动，清

洁教会内外环境的活动。“生态诗意”栏目下展示了胡培勇的“生意盎然的大地”摄影作

品和谢莹的“夏日巴黎·生命绚烂”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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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督教生态神学 
 

 

读《环境和基督教伦理》一书有感（一） 
 

权陈 

 

 从本期开始，编者将分享对 Michael S. Northcott 所著 The Environment and Christian 

Ethics 一书的读后感。基督教生态神学和生态伦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个部分，前者为后者提

供理论基础，后者将前者的理论落实到社会生活中。在本刊过去几年中已经刊登了三本生

态神学著作的阅后感的基础上，本刊现分享这本涉及基督教生态伦理的内容。全书共七

章，本刊拟分 14次分享。 

 

本书作者是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伦理学名誉教授，他对环境神学和伦理学研究有很大

的贡献，涉及到伦理学、生态学和宗教三方面，他经历丰富，曾在多所神学院和大学任

教，也是圣公会牧师，并曾在亚洲马来西亚神学院工作。该书于 1996年由剑桥大学出版

社出版。 

 

作者在书的前言中提到环境危机和人的道德生态危机和失业危机是内在相连的；而

且经济公义和全球秩序中的道德目标的失败，也是和环境损坏的增长步伐直接相连。本书

的目的就是从希伯来-基督教的传统，以及自然律伦理中发现生态伦理智慧，后者也在传

统和东方宗教思想显示出来。 

 

 

第一章 青蛙，洪水和饥荒（Frogs, floods and Famines）（上） 

 

 作者首先从南英格兰的公园绿地和小湖中青蛙的大量死亡，到非洲 Sahel的土地退

化，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污染，以及马来西亚的大量原始森林被砍伐以供应日本的相关

工业，看到了令生态学者和环境主义者担忧的世界环境遭到大破坏的灰暗图画和危机。作

者指出这危机看起来不仅要求新的环境法规，新技术来对付，更需要现代文明后人类行为

方式的大改变，而这种行为方式所具有的金钱经济、工业生产和消费的全球系统，已经影

响到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作者的思想和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是相同的，仅靠科技手段是解决

不了全球生态危机问题的。 

 

一、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 Climate Change and Global Warming 

 

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来呈现气候变化，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情况。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 IPCC）在 1990年报告指

出过去 100 年，全球变暖在 0.3-0.6摄氏度，这是自然温室效应造成的，而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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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主要供应者，而其中三分之二来自化石燃料的焚烧，还有森林焚烧。还有甲烷 

(Methane)，自农业和其它中产生，一氧化二氮 (Nitrous oxide)，从电厂，工厂排烟，汽

车废气中产生。IPCC 预计在 2025 年将再升高 1 度，在 21 世纪末升高 3 度，将导致一系

列灾难性后果。伴随而来，海平面每 10 年将上升 6 厘米，本世纪末将上升 65 厘米，许多

沿海地区和城市将被淹没。  

 

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在 1992 年召开“地球峰会”后，全球气候公约（The Global Climate 

Convention）致力于全球最大的二氧化碳和其它温室气体的生产国的稳定和减少目标，虽

然这遭遇到其中有些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激烈抵制。 

 

二、污染 Pollution 

 

 作者列举了臭氧层被破坏，空气、水、土壤和大地被污染的情况。这些发生在世界

各地，主要是人为的因素。它们带给人类、其他生命带来了许多的危害，作者用了一些具

体实例来表现这个问题的严重。 
 

三、土壤侵蚀和森林砍伐 Soil Erosion and Deforestation 

 

作者用数据和事实指出土壤侵蚀、沙漠化、化学品危害和森林砍伐和消失的严重

性，如表层土的大量流失。而这些问题是和现代农业方式和商业化农业生产方式紧密相

关。比如过去我们熟悉和欣赏的“绿色革命”，作者就对其快速成长的杂交种子，增加的

化学品如化肥和农药，以及机器收割等的使用，提出疑议。 

 

四、物种灭绝 Species Extinction 

 

 科学家估计地球共有 3 千万个物种，但每年因为人类活动而消失的达 1 万个，原因

是森林砍伐、密集化农业生产、商业捕鱼等等。作者感叹伊甸园中那丰富的物种“现在正

被人类的活动所威胁”。从伦理价值观来看，这是受到了人类中心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影

响。当今地球生态系统中各种物种个体形成的生物共同体受到了巨大威胁，生物多样性巨

减就是明证，而这些生物却有着“非凡的特点”。作者总结道：“生物多样性不仅仅是一

个生态学原则，一个经济学变量，或一个科学发现──它是创造物自身的令人吃惊的勃勃

生机。” 

 

五、人口和自然资源 Popula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据估计，在 1650 年全球人口约 5亿，人口增长率约 0.3%，但在 1960 年代人口增

长率达到 2.1%，90年代下降到 1.7%，但由于人口基数大，总人口已达 56 亿，预计 21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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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末会到 140 亿。2022 年 11月 15日已超过 80 亿。世界人口增加地区不均衡，主要在发

展中国家，非洲最为快速。 

 

 许多生态和环境保护学者认为目前的世界人口已经超过了土地的“承载力 carrying 

capacity”,超过了地球的物理限制。粮食产量从 1950年到 1984年增加了 2.8倍，造成许

多土地损失问题。但自 1984年到 90年代，使用密集农业方式也不能是粮食产量增长，而

且带来生态损害，如土壤流失、地下水枯竭、污染、地方气候变化。联合国人口基金预计

世界粮食生产只能供应 55亿人健康的需求。作者特别指出仅仅从人口的数量和环境问题

的关系来考察问题会有错误导向。更重要的物质消费、工业生产、技术发展、农业商业

化、生物资源开发、南北贸易条款、土地所有不平等等方式的问题。比如：90年代前 40

年人口增加了 3倍，但化石燃料使用增加了 413 倍，经济总量 30倍，工业产品 50倍。人

类从 1950-90年代消费的产品和服务是人类历史的总和，二战后人类已经消费的地球储藏

的能源资源超过过去历史的总和。特别是最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最富裕人群的消费上升

（和浪费）。作者最后认为人口的减少对于应对环境危机被大大地期待。笔者欣赏作者强

调人口过快增长对于生态环境的压力和超过地球的承载力，也注意到一些基督徒错误理解

创世记一章中的人“要生养众多”为生孩子越多越蒙福，没有任何生态的限制，而忽略了

同章经文中对地球整体环境的健康维持和各种生命平衡增长的启示。此外，大量的粮食浪

费和世界许多人缺乏足够的食量，发达国家人均和总量上对于粮食的直接和间接消耗惊人

地高于发展中国家的现象，更要令人警醒，也亟待全球治理和解决。 
 

 

二、中华生态文化和中国生态环境保护  

 

——读乔清举《儒家生态思想通论》一书的笔记（十一） 
 

权陈 

  

儒家生态思想通论 第六章 

 

气、通、和、生、时、道：儒家生态哲学范畴论    

 

本章所阐述的这些儒家哲学的范畴，不仅属于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而且具有生态

意义，有些对于现代人来说十分陌生了，编者将用三次来讨论其内容。 
 

第一节  气、阴阳、五行与世界的五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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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中国文化范畴，作者认为：“‘气’是构成宇宙万物也包

括人的最基本的元素或质料。” 

 

一、阴阳、五行、气 

 

 阴阳、五行和气三者有密切的关系。作者首先从几部先秦经典《诗经》、《易

经》、《尚书》、《左传》、《国语》、《墨子》等查考了它们产生的历史渊源。它们最

先都有具体指向，而后才被抽象为哲学概念。《国语·周语》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

意思是把不同元素合在一起就产生了万物，这些元素为土、金、木、水、火。“五行”就

成为哲学概念，它既是事物分类，又是联系方式，而我们熟悉的五行相生相克则是事物的

联系模式。而最早对“气”进行抽象化的是西周末年的伯阳父，还有老子。儒道两家都主

张“气”是质料，万物都有“气”构成；而“气”又有阴阳两种性质，阴阳二气的运行有

着一定的秩序。 

 

作者总结了“气”与西方哲学的物质概念的不同点：第一，“气和运动是统一

的”；第二，“气具有生命力，它能够产生生命”；第三，“气也是物质和精神的统

一”。气在思维和物质上的这种“存有的连续的本体论”（杜维明语），与西方的思维和

物质二元论是完全不同的。玛丽·塔克(Mary Evelyn Tucker)认为西方哲学的精神和物质

二分，是造成人失去对于自然敬畏的关键因素，自然仅仅被看成是“资源”，而非应该被

尊重的生命“来源”。笔者认为这也就是轻视了人的物质性，是创造物共同体中的受造伙

伴。作者引用了塔克很有见地的总结“气”哲学对于生态哲学七方面的贡献。 
 

二、“一阴一阳之谓道” 
 

 《易·系辞》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作者引用朱伯

崑的解释，认为这表示任何事物都分为了阴阳两方面，且两者相互对待，而且阴阳变易成

为事物变化的法则。这就解决了事物和阴阳的关系问题。 
 

三、世界的“五行化” 

 

 儒家思想把世界的联系用五行相生相克来普遍化了。这包括了季节、节气、时间、

空间（方位）、星象、颜色、音律、对应的神灵、动物、气味、祭祀对象、天子居所、物

候、农事、政事、政治禁忌等等。这在《礼记·月令》中系统表现出来。其生态意义在于

说明了世界的联系是具生态意义的，而且“把生态措施整合进了联系的框架中”，再有就

是世界的联系具有整体性和内在性特点。 
 
 

第二节 气的“通” 
 

一、“通气”：“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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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仲舒解释五行的“行”就是“行走”（《春秋繁露》）。五行作为基本物质，

“其根本性质在于运动、流行，并与起他事物相交通、交换、影响、排斥、结合，由此形

成世界的存在、变化和发展。”这种行的意义就是“通气”，也即“气的循环与流通”。 

  

山川可以助地通气，此为“川，气之导也”，气也把五行散布于四时之中。天地、

自然和人相通，气不沉滞，不散越，则事物处于和谐状态。  

 

二、“宣气”、“助气” 

 

 “宣气”是指“时令气候的正常运转”。其生态意义上就是要注意按时令气候的规

律来行农林牧羊渔之事。《管子》提出“助气”思想，就是要“助通气”，反对阻气，违

气，这就是生态思维。共工、鲧治水时壅川就是阻气，最后失败了，而大禹治水是“疏川

导滞”，此为助气，取得了成功。 

 

 人的身体也是一个小自然系统，需要通气，否则就是“滞郁”（董仲舒语），就会

生病。中医的通气理论是非常智慧科学的。 

 

 

李超：从四方面着力推动中蒙联合治沙 

  
导语：沙尘暴影响中国气候的情况依然非常严重，其中北边邻国蒙古国是沙尘进

入中国的重要来源。土地沙漠和荒漠化是地球生态环境恶化最重要的现象之一，而

蒙古国的土地退化又非常严重，且其经济落后和产业单一，经济发展和环境治理存

在很大的张力。气候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现实，中国必须和蒙古合作，帮助它在多

方面治沙，合作其面临的困难和前行路程可谓路漫漫而艰难兮。 
 

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DOOUEmX3IM 
 

 

 

思循派在上海｜让低碳城市顺畅运转：绿色包装，循环之路 
 

导语：现代经济下，包括快递业的迅猛发展，产生出巨量的包装物。怎样推进包装

物循环使用，以及广义的绿色包装，是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课题。本文提出的系统思维，

企业创新政策，区分不同行业，消费者教育等等建议和措施，不仅对社会政策和经济商业

推行绿色包装大有价值，而且也帮助普通人追求绿色文明的生活。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497722 
 

 

https://opinion.huanqiu.com/article/4DOOUEmX3I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497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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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答澎湃：气候革命已开始！没有任何国家能独自赢得战斗 
 

导语：地球生态是一个共同体，生态危机只有走国际合作的道路。中美分别是全球

碳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第一的国家，两国在生态环保议题的合作就具有特别的意义。7

月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访华，表明两国都在这个议题上有合作意愿。克里在此时谈了对于合

作的看法。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913073 
 

 

 

雁默：中方不妨反问克里，你们到底要不要推动新能源政策？ 

 

导语：美国气候特使克里在 7月访华，双方达成了怎样的成果？怎样看待双方存在

的矛盾，特别是在新能源政策上的不同？本文作了扼要的介绍。 

 
https://www.guancha.cn/yanmo/2023_07_19_701474_2.shtml 
 
 

 

云南泸西污水处理厂监测数据弄虚作假：用标样代替水样，超标变达标 
 

导语：企业在环境监测指标上弄虚作假，是法人失德，既要从法律上依法处理，当

地也要对这些企业进行舆论监督。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849477 
 
 

关爱大地人物志 
 

 

吴志强院士：让科技造福于百姓美好生活 
 

导语：吴院士分析“碳商”概念，建立世界最大的城市数据库，这对于减碳有重大

意义。他的科技研究在多方面，目标是致力于让群众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8/464027.shtm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913073
https://www.guancha.cn/yanmo/2023_07_19_701474_2.shtml
https://www.guancha.cn/yanmo/2023_07_19_701474_2.shtm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849477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21/8/464027.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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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我看到了一个很不祥的信号！ 

 
导语：7月 3日，是全球人类有统计以来最高的平均气温 17.01oC，一天后，记录

被打破！这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种全球性失控局面的具体呈现，我们不应对此视而不见，

或麻木不仁。 
 

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roll/2023-07-09/doc-

imyzzynv6365655.shtml?cre=tianyi&mod=pchp&loc=22&r=0&rfunc=77&tj=cxvertical_pc_hp&tr=181 
 

 

 

冰岛因动物福利问题暂停捕鲸至八月底，或将永久暂停该活动 

 

导语：这是一个好消息，鲸鱼是海洋生态环境的指标性生物，而且捕鲸对于鲸鱼来

说也是相当残酷的长时间折磨。停止捕鲸活动符合当代动物伦理精神。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566911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专题  
 

导语：地球生态危机的几个最重要方面之一是地球污染问题，其中海洋污染的影响

尤其严重和深远，而且也最难以控制，日本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海事件就是最近几年来，

在海洋污染方面引起争议最大的国际事件。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认为日本的核

排污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日本政府和涉及公司认为这是国际权威科学机构给予了排污

权威背书，另一方，一些周边国家政府，包括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的一些政党、社会和环

保组织、科研机构、一般民众等，却坚决反对福岛核电站核废水排海，认为国际原子能机

构的报告存在问题，也不能据此得出核废水排海合理无害的结论，警告和担忧该行动给海

洋生态环境，特别是周边海洋地区带来长期的和渐显的危害，其中有一种说法是：如这核

废水对于生态环保和生命没有危害，那为什么一定要排海呢？如有危害，就更不应该排海

了。本期在日本计划在 8月正式采取排海行动前，特别选了几篇相关文章，供读者们参

考，方便了解为何两方的结论存在巨大差异。 
 

 

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roll/2023-07-09/doc-imyzzynv6365655.shtml?cre=tianyi&mod=pchp&loc=22&r=0&rfunc=77&tj=cxvertical_pc_hp&tr=181
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roll/2023-07-09/doc-imyzzynv6365655.shtml?cre=tianyi&mod=pchp&loc=22&r=0&rfunc=77&tj=cxvertical_pc_hp&tr=181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56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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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ews.ifeng.com/c/8R9Att3zU8G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试运行引韩国各界担忧 
 

https://health.huanqiu.com/article/4DOaKdtluam 
 

 

 

日本最新民调：8 成受访者称政府对核污水排海说明不足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3_07_17_701208.shtml 

 

 
 

人民网三评“福岛核污染水处理”之二：“排污入海”计划岂能漂白 
 

https://www.sohu.com/a/702381905_114731 

 

 

 

福岛第一核电站港湾鱼体内放射性物质超标 180 倍 

              
https://new.qq.com/rain/a/20230605A0AD1D00 

 

 

 

日本强推核污染水排海，中国驻日大使馆阐述立场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3_07_04_699443.shtml 

 

 

 

月咏幻：为了排放核污水，日本修改名词、萌化氚元素、宣传洗脑…… 
 

https://www.guancha.cn/yueyonghuan/2023_07_04_699415.shtml 

 

 
 

四、关爱大地实践 
 

https://news.ifeng.com/c/8R9Att3zU8G
https://health.huanqiu.com/article/4DOaKdtluam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3_07_17_701208.shtml
https://www.sohu.com/a/702381905_114731
https://new.qq.com/rain/a/20230605A0AD1D00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3_07_04_699443.shtml
https://www.guancha.cn/yueyonghuan/2023_07_04_699415.shtml
https://www.guancha.cn/yueyonghuan/2023_07_04_69941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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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 
 

《人与环境—圣西美盎新神学家研究》 

（该书介绍部分之二） 

 

作者：安尼斯蒂斯·G·凯塞洛普洛斯 

翻译：伊丽莎白·塞奥克里托夫 

中文翻译：石华 

 

全书简介（续二）：  

 

 在此，我们必须强调，圣西美盎在他的著作中所谈论的属灵生活，并不仅仅是修士

的关注事项；他的言论是面向每一个人的，不论是修士还是非修士。因此，他批评了那些

在他时代的修士中被认为“因其美德而闻名和辉煌”的人，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属灵

生活，并试图以一种只对自己有意义的贫瘠而肤浅的苦行来代替。尽管他是一名修士，坚

决地放弃了世俗生活，他的兴趣并不局限于他的修道院事务，而是扩展到了世俗人的生活

和整个社区。根据福音教义，他严厉地批评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表现为滥

用受造物和物质奢侈。在我们当前面临的生态困境之前的十个世纪，他就指出了环境问题

与我们对世界和物质财物的社会经济问题之间的关联。生态危机是社会问题的表现和概

括。圣西美盎指出了人类压迫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倾向。这种占有和滥用的趋势，首先创造

了社会问题，现在导致了生态危机。特别是在他的《教义讲道》中，他猛烈抨击私有财产

—尤其是土地，以及更广义的财富—作为人类社会不平等和痛苦的源头。最重要的是，他

并没有孤立地看待这些问题，而是将它们与人类最主要的问题，即与神的错误关系相联

系。人类从物质财物中感受到的压迫和暴虐控制，源于他们有意无意地试图使物质财物从

创造者那里独立出来。 

 

       新神学家圣西美盎的神学理论，基于坚实的宇宙论和人类学前提，它强调地主

张，我们的自然环境——我们今天所称的环境——和整个受造物，都不能被排除在人类生

活之外，或与人类生活隔离；实际上，它在人类的精神斗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特

别写到，基督徒在进行苦行斗争时，如何受到“空气温度”和“南风的压抑厚重”影响而

产生无精打采的情绪。15 然而，无疑，主要问题仍然是人类对受造物和自然环境的态度和

看法。 

 

这项研究并不假设提供“解决方案”，或者提出某种解决因我们对世界的非理性和非

自然使用而引发的与土地使用、生态和环境有关的严重问题的“方案”，这种使用尤其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但它的目标是要呈现出这个主题的一个维度，这个维度对许多人是

未知的，被其他人遗忘，又被其他人忽视——那就是神学维度，特别是我们从我们教会一

位伟大神学家新神学家圣西美盎的著作和教导中得到的。我们试图去观察这个维度，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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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置于不仅是圣经和其他教父传统，还有教会的礼拜和崇拜生活的背景之中。这个努力的

目的是一方面呈现出人与受造物之间关系问题的神学维度，另一方面推动世界的感恩使

用，这种使用在东正教会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这个主题在五个章节中进行了讨论。第一

章涉及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即造物主与他的受造物之间的关系。它强调了世界“从无中创

造”的事实，以及上帝三位一体中三个位格在这一创造工作中的共同参与。正如新神学家

圣西美盎自己所指出的那样，“因为有一位创造万物的耶稣基督，与没有开端的父神以及

与他们同样没有开端的圣灵一同创造。”16 第二章探讨了人作为一个介于上帝和无生命受

造物之间的受造物的地位，因为正是人收到了“耕种”和“保护”世界的命令。通过人的

生理结构和他按照上帝的形象被创造的事实，我们进一步探讨了人在世界中的位置。第三

章讨论了对受造物的滥用和违反自然的使用，这是世界陷入堕落状态的标志。其中指出，

堕落在于使物质和世界具有自主性，崇拜受造物“而不是造物主”，并讨论了世界被滥用

的方式。第四章介绍了在新神学家圣西美盎作品中提出并由教会实践的世界的圣餐使用。

这种使用与对世界的滥用、消费和非个人的个体福祉精神截然相反，体现了一种相反的伦

理观和修行-圣餐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里，我们还提到了受造物中的“内在原

则”（logot），这是十一世纪神秘主义作家神学的出发点。最后，第五章讨论了世界的

变像、在基督里的修复和更新。它探讨了神圣化和基督的存在如何赋予受造物和世界通过

使世界融入被神化的基督身体（即教会）和将物质提升到通过神秘圣餐参与生命的可能

性。 

 

读过圣西蒙的作品后，当一个人没有经历过神圣的光照时，试图谈论或写下需要对神

圣的知识和感知的事情时，会感到尴尬和不足。这被圣父视为一种闲谈，因为 “  闲话”

不仅是无用的话，而且同样是“在我们实践它并从经验中获得知识之前”所说的或写的。
17 这是作者在撰写本研究报告之前面临的最大障碍，因为他和他那一代生活在金钱王国带

给我们的消费主义、富裕社会中，这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动荡，并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因

为当我们谈到金钱王国时，我们首先指的是金钱缺乏目的，绝对的财富，煽动肆无忌惮的

生产的神。这甚至适用于宗教物品的生产，这些物品最终成为消费品，为某种美而制造的

产品。“金钱王国”也指源于人类贪婪和贪婪的态度，以及人类被其无限的物质“需求”

所困的悲惨方式。  

 

     如果我们最终克服了我们的犹豫，这要归功于我们对东正教宇宙论中所包含的承诺

的深深信念。这种通过禁欲实践发现的宇宙观，展示了所有物质事物中的内在神圣原则，

强调了宇宙的个人维度，并揭示了人类的独特性。这种宇宙观或许能在我们所有人试图在

更大或更小程度上寻求庇护的消费主义大厦中打开一些裂缝，而我们忽视了每日对"非常

好”的世界的侵犯和亵渎，这个世界是上帝的爱赐予我们的礼物。（全文完） 
 

15 “再者，如果我过度约束我的身体，我会使我的思绪变得混乱和迟钝，再次陷入同样的（无精打采）的

情绪。有时候，由于空气温度的某种原因，和南风的压抑厚重，那些进行苦行斗争的人也会出现同样的情

况。” 第 1 章第 73 节，希腊教父文集第 51 卷，第 82 页。 

16 圣西美盎第 44 首赞美诗, 《希腊教父文集》第 196 卷, 第 1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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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道德讲道》第一卷第 12 篇，选自《希腊教父文集》第 122 卷，第 306 页；亚历山大·戈利辛

（Alexander Golitzin）翻译新神学家圣西美盎的《论神秘生活》第一卷（克雷斯特伍德出版社，1995

年），第 79 页：“你们自己没有达到对神性启示和沉思的认知、知识和经验，你们如何能够毫不畏惧地谈

论或写作关于这些事情的内容？因为如果我们必须对每一个空谈之言负责，那么当我们的言辞触及这些事

情时，我们将如何不被视为空谈者而经受审判和定罪。因为空谈不仅仅是一些人可能认为的毫无建设性的

谈话。它还适用于不受实践和从经验中获得的知识支持的言辞。 
 

 

 

教会与大地关顾 

  
参加加拿大各地创造关怀日活动，清洁教会内外环境 

  

 
     

               
    

Tearfund 和 A Rocha Canada 提议在 5 月 27 日，聚集在加拿大各地的人们和基督

徒，参加创造关怀日活动。本人所在的教会相应这议题，在这天，一群基督徒，也包括从

阿富汗来的难民身份的非基督朋友，一起参加了清洁教会内外环境的活动，地方包括教会

内的道路，草地，还有教会外沿街的人行道。参加者有高寿 90 的姊妹，也有少年朋友，

大家分成几组，工作了 2 个多小时，使得周围环境变得又清洁又漂亮。大家一边干一边交

流，也为自己能有机会关爱大地，而发自内心地开心。 
 

（编者 文） 

 

生态诗意 
 



15 
 

总第五十七期            August 1,2023 

 

 

生意盎然的大地 

 

    
     清晨大地       resting rabbit by the fence          peaceful long weekend &       lost in the wheat 
          beautiful Canada Day! 

 
（图文提供者：胡培勇） 

 

 

夏日巴黎·生命绚烂 
 

 

           
     巧遇瞬间            夏至日，塞纳河旁       端午节，从唐人街回     中午，蜗牛背着那重重的 

                           核桃树上满树的核桃    家看到挂满枝头的枇杷    壳一步一步爬墙晒太阳 

        
（图文提供者：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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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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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