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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U 百

現代人已醒悟到自然生態與人的密切關係，社會、國家甚至

國際都肯定要愛護環境。本期〈神思〉就泣 1 環保神學 J 為主

題，特別從信仰的角度，看看基督徒能為環保做些甚麼。

黃錦丈神父的文章簡述生態危機的注泛、分析導致生態危機

的原因。這些原因與文化息皂相關‘並有其更清遠的靈性根源。

作者末後帶出依納爵靈修，認焉它能助人面對自己的靈性問題，

這正是解決生態危機一個有效的靈性基礎。

陳滿鴻神父一文從更宏觀的態度去看環保問題。聖經己注意

到人犯罪不但與天主疏離，也傷害7自身、他人、以及身外的受

造世界。教會基於聖經的啟示，認定環保不是純粹科技議題？更

要通過信仰去推動，使人與整個受造界修和，重建和諧關係己文

章繼而從近代教會訓導文獻綜合出環保的大原則，好能號召人重

建文化，過尊重生命及環境的生活方式。

林振綱先生的文章試圖解說一些基本科學概念，如「生態循

環」’好能避免產生不必要的誤解。作者對環保上應有的取態提

出他的建議，例如：過簡樸謙遜，少擁有物質的生活﹔有效運用

資源﹔不偏激地批判，多包容別人，好能建立環保的夥伴關係。

鄭生來神父一文先分享他童年和進修院後的一些信仰體會，

這些體會使他在大自然裡感受了吧主的美好與祂的臨現。作者繼而

在 1980 年代成立了「天主教綠識傳人」（Catholic M巳ssengers of 

Green Consciousness），希望夫主教成為一個「綠識」的教會‘配

合天主在創造內的智慧，釐定自己的立場、方向和視野，使「天

地人」合一，個人達致「身心靈」整合。作者強調「愛主愛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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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尤其是「愛大地」應成為基督徒信仰的基要部份，香港

教會的主流意識及生活方式。

伍維烈修士的丈章介紹新加坡天神之后堂，整個聖堂的建築

群都以建築語言，闡釋聖方濟的生態靈修。方濟靈修肯定天主的

絕對超越，生態系統充滿祂的痕跡，生態平衡建基於尊重天主創

造的秩序。聖方濟肯定自身與受造物平等，與受造物稱兄道第。

聖方濟的「造物讚」把四個物質基本元素風、水、火、士為自己

的四個兄弟姊妹，使自己對宇宙有手足情，使人惜物，尊重資

源，減少浪費。以上的思念都可從聖堂的建築群顯示出來。

區紀復先生一艾先解釋「簡樸生活」與「生態靈修」的意

義。作者本人的簡樸生活是在關懷生態環境中實踐的，故能把兩

者結合在一起。文章用最直接的生活例子，形容作者本人怎樣自

願選取一些簡樸生活方式，表示愛惜資源，感謝上天的恩賜，從

而悟出一套生態靈修。文章後叉附上一系列生活細節，與生態靈

修有關，供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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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WORD 

Nowadays, we have become conscious of the interconnection of 

ecology with humanity and of the obligation of society, even on an 
international level, to love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For this 

issue of SHENSI I SPIRIT, we have chosen the topic Environmental 

Theology, looking at it from a specifically faith perspective and 
suggesting what believers can do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nviron虹ient.

Fr. Simon Wong S.J. begins with a resum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risis, leading to an analysis of its causes. 

These causes are intimately linked with culture and have very deep 
and extensive spiritual roots. The author then draws upon Ignatian 

spirituality to suggest that it can help one to overcome one's 

spiritual difficulties, thus providing an effective spiritual foundation 
for overcoming the ecological crisis. 

Fr. Stephen Chan O.F.M. looks at the ecological crisis from a 

ve可 wide perspective. The Bible already teaches that, in sinning, 

man not only distanced himself from God but also damaged himself, 

others, and the surrounding created universe. On the basis of 
Scripture, the Church affirms that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is not a purely scientific concern but must also be 
promoted through faith so that humankind may be reconciled with 

the whole of creation through the re-establishment of a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The article then has recourse to recent Church 

documents, setting forth the basic principle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by appealing to all to re-establish a culture which 

respects life and promotes an environmental-friendly life-style. 

Dr. Gabriel C.K. Lam begins his article by setting forth some 

basic scientific concepts such as “ecological cycle" so as to avoid 

some unnecessary misunderstandings. His stance allows him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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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 suggestions, such as living a simple, humble, frugal lifestyle, 

using resources in an effective way, refraining from distorted 

criticism, showing greater tolerance for others, so as to establish a 

relationship of partnership with the environment. 

Fr. Anthony Cheng shares 札1ith us some of his faith experiences 

in his childhood and his time in the minor seminary, which led to his 

recognition of the presence and beauty of God in nature. As a 

consequence, in 1980 he established the Catholic Messengers of 

Green Consciousness in the hope that the Catholic Church might 

become a “green” Church and, in accordance with God’s wisdom 

manifested in creation, affirm its own stance, focus and vision vis-a

vis the harmony of heaven, humanity and nature and enable 

individuals to attain to an integrated spirituality of body and spirit. 

The writer emphasizes the love of God, humanity and nature, 

especially the love of nature, a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hristian 

faith, of the guiding consciousness of the Church in Hong Kong and 

its life-style. 

Friar William Ng O.F.M. introduces to us Singapore’s Queen of 

the Angels Church. The whole edifice of the Church uses the 

language of architecture to expound Franciscan ecological 

spirituality. Franciscan spirituality affirms God’s absolute 

transcendence but the ecosystem is full of divine traces and 

ecological equilibrium is grounded in the order of God ’s creation. St 

Francis affirmed the equality of his own being and creation, calling 

creatures his brothers. In his Canticle of the Creatures, he calls the 

four fundamental elements of creation, wind, water，白白， earth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putting himself into a relationship of 

brotherhood with the universe and bringing people to cherish 

material things, to respect our resources and to reduce waste. All 

these concepts are manifested by the church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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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u's article explains what is meant by “a simple life-style” 
and “ecological spirituality’,. The author practices simplicity of life 
by caring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so draws the 制ro together. The 
article uses the most direct examples from life to illustrate how the 
author himself chooses various simple life styles which manifest a 
respect for resources while thanking the Lord for his grace, thus 
leading to an understanding of types of ecological spirituality.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an appendix for reference by the reader 
detailing some aspects of life that are related to ecological 
spirit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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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納爵靈修與生態危機

黃錦文

一
一
一
日

前
…
踏入廿一世紀，人類的頭號危機保持不變，仍然是生態危

機。

自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生產方式產生了革命性的改變，隨

之而來的，便是生活方式的改變。資本主義鼓勵消費，藉消費推

動生產，因而推動經濟增長，隨著經濟規模不斷擴大，人類的物

質享受不斷提升。資本主義強調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張，將物質享

受等同人類的幸福的唯一指標。然而，資本主義預設了地球的資

源無限，可以支撐經濟無限的增長。問題是此一預設是否成立？

從過去兩個世紀的經驗判斷，預設並非完全成立。首先，人類只

有一個地球，物質資源肯定有限。然而，物質能夠循環，只要保

持平衡，物質可以「源源不絕」供應人類所需。例如，太陽的能

量源源不絕供應地球，植物利用太陽能，藉光合作用，將二氧化

碳轉化為碳水化合物及氧氣。前者是所有動物的基本食糧。動物

藉呼吸氧氣製造自身必須的能量，排放二氧化碳。藉著物質循

環，地球的氧氣、氮氣、二氧化碳等重要資源能保持一定的比例

I 。這樣，只要不破壞大自然的平衡能力，物質資源基本上循環

不息，能夠源源不絕供應人類所需。工業革命以前，生產方式以

人力為主，以簡單的機械生產為輔，生產方式限制下，人類的消

費亦與生產同步，因此，地球的資源消耗得以維持在低水平。低

1 葉保強，熊永遠， 《生態危機與環保策略》，初版， （香港﹒三聯書局（香港）有限

公司， 1991) '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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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消費的l育況下，自然生態能夠自律調節，大體維持平衡，工

業革命以前，生態平衡從未視為人類的重要議題。

其二，地球的能量來自太陽，表面上看來，太陽源源不絕供

應能量給地球，似乎用之不盡。工業革命以前，生產與消費方式

都限制於低水平，能源的消耗亦處於低水平，能源危機並非人類

關注的議題。工業革命徹底改變了生產方式，能源的消耗遠遠大

於工業革命以前，能源危機遂成為重要的議題。下面將討論生態

危機的現況。

l. 生態危機的現況

生態學一詞的字根是古希臘文“oikos” ，意即研究地球住客

的科學。地球本身是一龐大的生態系統，當中包含幾個重要的次

系統，最受到科學家及各國政府所重視，即森林、沼澤、城市、

泥土。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包括人類在內，賴以生存繁殖的基礎

是一個平衡的生態系統。後者叉依賴其中每一個元素。如果構成

生態平衡的任何一個元素受到負向影響，將破壞生態的平衡，危

曹整個生態系統。 2 下面將討論生態危機的現況。

1.1 人口爆炸的危機

按聯合國的統計，直至廿世紀中葉，地球總人口數量只有二

十五億。二零一一年已達六十九億。本世紀世界總人數仍將不斷

增加，但推測自世紀中葉至世紀末，人口增長將明顯放緩。按二

零一零年世界人口展望修正數據（2010 Revision of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以中度生育變數（medium fertility variant）推

2 葉保強，熊永遠，（生態危機與環保策略｝ ,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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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到二零五零年時，世界總人數將為九十三億。本世紀末，將

達到一百零一億。 3

很大程度上，地球是一個封閉的系統，除了太陽源源不絕供

給地球能量外，其他資源都有限。如果生態系統能夠維持平衡，

物質循環能保持平衡，地球將有源源不絕的資源供Ht!人類所需。

如果人口總數不斷增長，生態系統面臨的壓力將越來越沉重，生

態系統一旦失衡，地球將無法支援人類的生存所需 c 現今生態系

統已嚴重失衡，地球己病入膏宵。下面將討論生態環境受到污染

及破壞的主要情況。

1.2 森林的破壞

歷史上，森林曾覆蓋了地球三分之二的面積，大約七十六億

公頃。一九七五年，森林面積只餘二十六億公頃。 4 每年大概有

一千六百萬公頃的森林消失。按世界資源機構（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估計，現令，只有百分之二十二的原始森林（ old 

growth ）保持「完整」 J

另一驚人的事實，便是熱帶雨林的消失。歷史上，地球曾擁

有一千六百萬平方公里的熱帶雨林。今天，只剩下大約八到九百

萬平方公里。可是，每年有十萬平方公里的熱帶雨林被砍伐，另

3 United Natic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Social Affai路， Population D1v1s10n, 
Population Estimates and Projections Section 網頁，
的虹口：／／esa.un.org/woo/Analvtical-Fi1mres/htm/fig I.html, 2012 年 7 月 2 日登入。

4 葉保強，熊永遠，（生態危機與環保策略｝ ' 5 頁。
5 The 「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網頁，

( www .gl oba I change.um ich .ed u/ globa I cha nge2/ current/lectures/ deforest/ defo「est.html).

2012 年 7 月 6 日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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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萬平方公里退化（ degrade ）。拉丁美洲及亞洲已失去百分之

四十的原始森林，非洲則失去超過一半的原始森林。 6

引致森林消失的原因很多，諸如人口壓力，經濟理由，國家

內外的政治與社會因素，擴展基建等。為某些窮國，急速增長的

人口，不均的財富和權力分配，貪污腐化的政府等都會導致森林

被砍伐。例如控制大片高價值森林的印尼大家族與政府勾結，取

得專利權，藉砍伐森林謀取暴利。另一例子便是巴西。由於富裕

的精英階層控制了肥氏的農地，為數眾多的貧農無地可耕。政府

惟有開放阿馬遜森林讓貧農開墾，以減低政治上的危機。不少貧

窮的地區，由於政府保護森林不力，窮人惟有藉砍伐森林謀生。 7

森林具有調節氣候的功能，在其區域內，森林影響天氣及氣

候。 8 在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由於熱帶雨林的消失，眾多動物

因失去棲息地而瀕臨滅種。此外，熱帶雨林的消失亦引致水土流

失，土地變成沙漠。雨林亦能夠調節其所在地區的水份和熱量，

緩和當地氣候，調節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比例。雨林的消失導致大

氣中二氧化碳的增加，做成溫室效應，導致全球平均溫度上升， 9

後果極為嚴重：南極、格林蘭島（Greenland）的溶冰將使海平面上

升，淹沒全球沿海低地及低海拔島國。

1.3 臭氧層的破壞

臭氧（ ozone:03 ）是包含三個氧原子的分子。雖然可在整個

大氣層找到微量的臭氧，大概百分之九十的臭氧集中在離地球表

6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網頁， 2012 年 7 月 6 日登入。
7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網頁， 2012 年 7 月 6 日登入。
8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網頁， 2012 年 7 月 6 日登入。
9 谷寒松，廖湧祥合著，﹛基督信仰中的生態神學） , 26 頁。

I 4 I 



依納爵靈修與生態危機

面十五至五十公里的同溫層（ stratosphere ）。同溫層以下稱為對

流層（ troposphere ），是地球氣候進行演化的氣層。同溫層中大

量臭氧集中的一層稱為臭氧層（ ozone layer ）。 10

由於臭氧層能吸收紫外線（ ultra司iolet radiation ），對整個地

球的生態環境產生重大影響。對生物有重大影響的稱為紫外線 B

( ultraviolet-B:UV-B ）。如果臭氧層變得稀薄，容許大量紫外線

B 射到地球表面，將對人類、動物、植物做壞重大傷害。是以臭

氧層對生態環境有決定性的影響。

一九八五年，一隊英國科學家發現南極上空的臭氧層極其稀

薄。及後的科研結果顯示，氣氯碳化物（ CFCs ）是導致南極春季

臭氧層變得極為稀薄的主因。南極上空低同溫層臭氧損耗的範圍

稱為「臭氧洞」。氣氯碳化物是一九三零年代初，為工業及商業

需求而發展的化學物質。 12 由於氣氯碳化物的大量使用，例如用

於冰箱及空調的冷媒，坐墊用的泡綿，各種噴霧劑等，臭氧層受

到嚴重的損耗。假如情況依舊發展，估計到二零八五年左右，臭

氧層的厚度將少於目前的一半。由於臭氧層無法有效吸收有害的

紫外線，雙倍的紫外線將射到地球表面，引起嚴重的健康及生態

危機。首先，紫外線能導致人類患上皮膚癌及白內障。生態環境

方面，紫外線能抑制淺海浮游生物（phytoplankton）的活動，間接影

響整個海洋生態系統。此外，農產品將會減產，空氣污染將惡

化，全球天氣亦將出現異常變化，引致災害。 13

1日 CIESIN Thematic Guide 網頁，﹛叭／WW.c間
日登入。

11 CIESIN Thematic Guide 網頁， 2012 年 7 月 9 巳登入。
12 CIESIN Thematic Guide 網頁， 2012 年 7 月 9 日壺入。
13 谷寒松，廖湧祥合著，（基督信仰中的生態神學｝ ' 2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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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此一危機，國際社會於一九八七在加拿大蒙特霎召開

國際會議，目的在制定有關政策，減少生產損耗臭氧層的化學物

質。會議成果即為蒙特霎議定書（Montreal Protocol on Substances 

that Deplete the Ozone Layer）。議定書的後續修改方案包括－九九

零年的倫敦修定案（London Amendment），一九九二年的哥本哈根

修定案（Copenhagen Amendment），一九九七的蒙特要修定案

(Montreal Amendment），一九九九的北京修定案（Beijing

Amendment）。 14 目標在加速取締損耗臭氧層的化學物質及制定取

代方案。 15 全面禁用氣氯碳化物的日期，由原來的公元二千年提

前至一九九六年。的

1.4 全球暖化

全球暖化大概是本世紀人類要面對最重大的環境難題之一。

全球暖化即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因而漸漸暖化地球大氣層。全球

暖化並非始於今日，而是從上個世紀開始，但從上個世紀末至現

在，情況越見嚴重，已到了人類不能忽視的地步。科學研究顯

示，上一世紀地球的平均溫度上升了 0.74 至 0.18 ℃。一九九零至

二一零零年間，全球平均溫度將上升攝氏 1.1 至 6.4 度。 17 「聯合

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四份評估報告」（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說明，從二十世紀中葉開始，大氣中人為溫室

氣體（anthropogenic greenhouse gases）濃度的增加，極可能是全球

14 有關蒙特霎議定書及後續會議，參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網
頁，（htt口可以www.eoa.gov/ozone/intool/l , 2012 年 7 月 9 日登入。

15 Cl臼IN Thematic Guide 網頁， 2012 年 7 月 9 日登入。
16 谷寒松，廖湧祥合著，〈基督信仰中的生態神學﹜， 27 頁。
17 George Christodoulou, Ezine A內icles 網頁，（http://ezinearticles.com/?Definition fo「－

Global-Warming&id=538535﹜， 2012 年 7 月 10 日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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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化的主因。根據新近的研究資料題示，人類消耗化石燃料（fossil

扣el），是排放溫室氣體的主因。由於排放不斷增加，二零一零年

終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高於工業革命前百分之三十九，達到

百萬份之三百九十（390 ppm）。 3

溫室效應能夠帶來一系列負面的影響，茲列舉重要者如下：

1. 因冰川融化導致水源乾潤，不少地區將缺水 o 19 

2. 因南極及格林蘭島的融冰引致海平百上升 c 再者，溫度上升

亦會引致海水澎脹，使海平E升高，淹沒島國及沿海地區。

例如南太平洋島國軍五盧（Tuvalu），印踅洋的馬爾代夫

(Maldives）群島，孟加拉，及全球治海的地市。 20

3. 溫度上升將摧毀動植物的棲息地，例如珊瑚礁，阿爾卑斯山

的草原等，引致不少生物瀕臨滅種。

4. 森林、城市、農場將要面對更多有害動植物的滋擾，及更多

經由蚊子傳播的疾病。

5. 更高的海面溫度將加強颱風（ hurricanes ）的威力。 2﹞

1. 5 酸雨

18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門， 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口n Climate 

Change 網頁，

(www.docs.google.com/file/d/OBlgF口61oo3akeGxneEJCeiQxdzg/edit?oli=ll , 21 頁，

2012 年 7 月 10 日登入 c

19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網頁 (w山w.nrdc.o「g/globolwarming/flOl.aso) , 

2012 年 7 月 10 日登入。

2日葉保強，熊永遠‘﹛生態危機與環俱策略 J , 7-8 頁 3
21 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 網頁， 2012 益 7 月 10 日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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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氣落下，包含「乾燥降物」（dry deposition)22 及「潮濕

降物」（wet deposition)23 的混合物，其中硫酸（sulfuric acid）及硝酸

(nitric acid）的含量高於正常水平，即為酸雨。酸雨的形成，包括

自然及人為因素。自然因素包括火山活動及植物的噶敗。人為因

素主要因燃燒化石燃料過程中，大規模排放二氧化硫（S02）及氮氧

化物（NOx）所做成。例如美國三分之二的二氧化硫及四分之一的氮

氧化物都來自要靠燃燒化石燃料的發電廠。當上述的氣體在大氣

中與水、氧氣、及其他化學物產生化學作用時，便會形成多種酸

性化學物，經過大量雨水的稀釋，再形成溫和的硫酸及硝酸。酸

雨能夠對湖泊、溪流、森林中的動植物生態系統做成極大的傷

害。 24 酸雨亦做成土壤酸化，擾亂樹葉的新陳代謝，做成樹木枯

死。酸雨同時侵蝕各種建築物。再者，由於地下水受到酸化，直

接影響人類健康。 25 下面將討論導致生態危機的原因。

2. 導致生態危機的原因

上面的討論，清楚指出做成生態危機的直接原因，是人類生

產及生活方式的革命性改變。

科技的突飛猛進，促成了工業革命。從人力為主，機械為輔

的生產方式全面邁向以機械為主的生產方式。生產力的大幅提

22 「乾燥降物」是指在氣候乾燥的地區，大氣中的酸性化學物質與塵和煙混合後落到
地上，黏著地面、建築物、車輛、樹木等。雨水將表面的帶酸性煙塵粒走，形

成酸性的液態混合物。 U.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網頁，

(http://www.eoa.iwv/acidrain/index.html) , 2012 年 7 月 10 日登入。

23 「潮濕降物」指雨、霧、雪等。如果酸性的化學物被風吹到氣候潮濕的地區，大氣
中的溫和硝酸及硫酸將以雨、雪、霧、靄的形式降下地面。 U .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網頁， 2012 年 7 月 10 日登入。
24 

U.S. Environmental P 「ot巴ction Agency 網頁， 2012 年 7 月 10 日登入。

25 谷寒松，廖湧祥合著，﹛基督信仰中的生態神學﹜， 2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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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刺激了無窮無盡的消費慾望，以無止境的方式消耗地球的資

源，破壞了物質循環的平衡，做成生態危機。

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ideology），將物質享受等同人生幸福，

為追求無止境的「幸福」’惟有生產更多的財貨與勞務，滿足人

類無止境的物質慾望。資本主義成功的指標，是經濟規模無止境

的擴大。然而地球只有一個，有限的資源，絕無可能滿足人類無

止境的慾望。現今人類的生活方式，是不斷透支未來的資源，滿

足現時的享受。以類比的方式表達，現今人類已無法靠銀行利息

滿足生活所需，惟有靠提取本金過活。問題是本金亦所剩無多，

人類的需求卻不斷增加。如此下去，人類距大限日期不遠了！

全球總人口不斷增長，導致需求不斷增長，對資源的無止

境需索，破壞了物質循環的平衡，對生態系統做成前所未有的壓

力。此外，不平衡的政經發展，亦是做成生態危機的重要因素。

一般來說，貧窮國家的人口密度與增長率都還高於富裕國家。由

於窮國無論在教育、科技、政府、財政、基建等各方面，都普遍

落後於富圓，做成生產力偏低，無法與富國競爭。此外，富可敵

國的跨國公司控制了國內經濟，加上債務纏身，頗大比例的國家

收入都用於償還債務的利息，導致經濟發展失衡、落後，人民生

活極為困苦。由於科技與資金都欠奉，為了養活龐大的人口，惟

有摟取自然資源，例如藉砍伐原始森林出口木材及開懇耕地，開

懇各種礦藏等，向富裕國家交換自身無法生產的必須品。再者，

由於政經實力處於劣勢，對外貿易受到富國的種種限制，加上受

到跨團公司的控制和剝削，窮國人民幾無翻身的機會。 26

26 谷寒松，廖湧祥合著，（基督信仰中的生態神學〉，輔大神學叢書之卅七，初版，
（台北：光啟， 1994) ' 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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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政經結構使窮國走上大規模摟取自然資源的不歸路，

引起的環境問題遠超本國範圈，譬如大規模砍伐森林，使地球吸

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受損，己做成溫室效應，導致海平面上升。以

破壞環境的方式開採礦藏，做成環境污染等，都會危及整體人類

的生存。此情此景，不單未見改善，更每下愈況，整個生態環境

因而受到毀滅性的破壞。

行文至此，只討論了做成生態危機的直接因素，其實背後

尚有深刻的文化因素有待探討。下面將討論做成生態危機的文化

根由。

3. 生態危機的文化根由

面對空前的生態危機，不禁要追問其原由。要回答此一問

題，須檢視西方基督教文化某些特質。

3 .1 原子式的個體主義（Atomistic Individualism) 

加爾丈(John Calvin: IO July 1509 一 27 May 1564）認為必須戴

著「聖經的眼鏡」’才能正確閱讀人類和大自然。然而，當其閱

讀聖經時，卻毫不自覺受到當時主流哲學，即唯名論（Nominalism)

及唯意志論（voluntarism）的影響。誠然，此兩種思潮強而有力地幫

助當時的「宗教改革者」反抗主張自然律（Natural Law）的羅馬天

主教，否定其權威。 27 自然律（或稱自然道德律 Natural Moral Law) 

27 Carol Johnston 薯，周恬弘諱，（經濟學、生態公義與上帝的教義），〈生態公義
對大地反撲的信仰反省〉，臺灣生態神學中心，初版，（臺北：臺灣地球日出版社，
1996) , 28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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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基於永恆律（Eternal Law)2日。按永恆律的傳統，存於宇宙中的每

一個實體，都因其在「生命巨鍊」（great chain of being）中所處的

位置，與其他實體產生關係。受造界中，人類和宇宙萬物各有其

正確位置。沙宇宙秩序既由造物主所制定，人類無從改變。

「宗教改革者」為反抗羅馬天主教的權威，將唯名論及唯意

志論推向極端，即高舉個人，強調個體的自主權及其自由抉擇。

如此，強調萬物皆有其位置的自然秩序概念漸漸瓦解。其正面果

實為民主運動的發展，負面的果實則為隨意的「原子式個人主

義」（Atomistic individualism）的興起。深受「原子式個人主義」思

潮的影響，新教（Protes tan ti sm）所闡釋的上帝是一位自我封閉的原

子式個體，與世界毫無關係。宇宙中每一實體（包括人類、）皆是原子

式的個體。基於原子式的個體觀念，上菁、人頸、宇直萬的軍是

獨立的個體，彼此間只有外在的關係（r巳lation as external）之這種思

潮形成了機械式的宇宙觀，即主張宇宙萬物（包括人類）皆由可以互

換的部分所組成，為滿足人類的慾望，可按人的意願拆開及移動

各部份，任意重組。當然，這種觀點與聖經中所描述對人類滿溢

關1寞之情的天主大相逕庭。 30

基於上述的思維，現代經濟學視一切實體間的關係為外在。

如此，無論是資本主義或馬克斯主義學說，都以人為一切中心，

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關係純屬外在。人類的生活獨立於大自然，二

者並無內在關﹛系。再者，人類的幸福與物質享受成正比。為滿足

人類無止境的需要，經濟規模需不斷擴張，完全不考慮地球的生

產力及處理廢物的能力是否有限，無視地球為一個封閉體系的事

28 永恆律主張夫玉不單售1造7宇宙，同時制定了大自然規律，使整個宇宙按大自然規
律運行。

29 Carol Johnst凹， ＼岸三濟學、生態公義與上帝的教義），﹛生態、公義｝ , 285 頁。
3日 Carol Johnst口n , （經濟學、生態公義與上帝的教義），〈生態公義｝ , 286-287 頁。

111 I 



神思第 94 期

實。 JI 結果當然是自然生態備受躁繭，大量生物因喪失生存環境

而滅種。由於破壞自然生態的程度遠超其所能承受的範圍，大自

然正以毀滅性的行動反撲，現今全球天氣反常，溫室效應導致全

球海平面上升便是明顯的例子。

3.2 聖經的錯誤詮釋

按創世紀的敘述，天主在創世的第六天造7人類。「天主

於是照自己的背像造了人，就是按天主的肖像造7人，造了一男

一女。天主祝福他們說：『你們要生育繁殖’充滿大地，治理大

地，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各種在地上爬行的生物』」。

（思高：創 1 :27-28）人類既受託為「管家」’便「有權管理萬

物」’將此觀念向前推，很容易得出近似的結論：人類有權宰制

萬物﹔再進一步，很容易以人的利益為中心，主宰萬物，為滿足

人類無止境的渴望，可以隨意使用甚或濫用大自然的資源，完全

不用考慮地球的承受能力。此一思維，在西方基督宗教教文化

中，尤為明顯。

經濟發達國家中，私人汽車的廣泛使用，便是以人的利益為

中心，濫用大自然資源的具體例子。不少富裕國家，大部份人民

都以私人汽車代步，政府亦樂於讓人民自行解決交通問題，如此

惡性循環，導致不少富裕國家的公共交通無法應付人民的基本需

要，做成人人開車的文化，汽車遂成為「生活必需品」’造成不

少大城市的嚴重的空氣污染，尤有甚者，汽車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加劇了溫室效應，直接導致海平面上升。所謂「生活必需品」’

31 Carol Johnston , （經濟學、生態公義與上帝的教義），（生態公義｝ , 287 2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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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是文化的產物而不一定是實際需要。不少富裕的國家其實完

全擁有相關的技術和財政能力，發展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統。譬如

香港、新加坡等富裕經濟體，由於公共交通系統發展完善，能滿

足大部份人民的需要，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口比例極高，使用私人

汽車的比例遠低於其他富裕經濟體。論者可能認為香港及新加坡

屬於地狹人祠的城市，具有先天的條件發展公共交通系統，而其

他國家則不然。其實並非如此，不少發達國家，例如日本、台

灣、南韓、英國、法國、瑞士等國亦在發展公共交通系統方面有

出色的表現。此外，不少歐美大城市，例如倫敦與紐約，人口密

度非常高，公共交通系統亦極為發達，使用公共交通的人口比例

相對其他歐美城市為高。可見私人汽車是否「生活必需品」’完

全視乎當地政府是否以人民的需要為施政的優先考慮。只要當地

政府下定決心，發展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統滿足人民的需要，久而

久之，人民便會改變習慣，以公共交通代替私人汽車，減低使用

私人汽車的比例。在幅員廣大，人口密度低的國家，市際之間的

交通，要全面以公共交通代替私人汽車，將面對不少實際的困

難。一般而言，發達國家中，居住城市的人口比例都相當高，只

要在主要城市發展優良的公共交通系統，其實己能有效減低資源

的濫用。

3.3 科技主義的抬頭

與此相關的是近代以降科技文明對大自然的態度。歐洲自文

藝復興以來，人文主義思潮大盛，文化上以人為中心，人類對自

身文化抱持十分樂觀態度。及後的啟蒙運動，理性主義抬頭，人

的理性蓋過了中古時代的宗教情懷。與此同時，歐洲科技文明的

發展，一日千里，人類越來越深信可憑自身聰明主宰自然。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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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了機械式的宇宙論，西方人更傾向將宇宙視為一部碩大的機

械，只要掌握其操作原理，人類可按自身喜好隨意更改機械的結

構，讓其依照人類有利的方式運作。正是這種機械式的宇宙觀，

加上科技至上的態度，孕育了「人定勝天」的觀念，導致隨意剝

削自然的種種惡劣作為。結果便是自然生態受到無情的催殘、毀

滅性的破壞！

4. 生態危機的靈性根由

上面計論了生態危難的文化根由，其實更深的根源涉及人的

靈性，尤其人的自我觀，及建基於其上的價值體系。神學家卡

爾﹒拉內（Karl Rahn er: 1904-1984）對此一議題有特殊的貢獻。下面

將討論其人學的基礎觀念。

4.1 卡爾﹒拉內的人學

拉內的人學包含一基礎觀念，即存有與認知的一致性 32 (the 

unity of being and knowing）。拉內發揮多瑪斯的哲學觀念，認為一

切存有物都朝向意識界發展，趨向於「自返」（reditio in se）的能

力，即一切存有物皆藉著認知和愛才能返回自己，臨在於自己

(self-presence）。存有物的存有程度與其自返的能力成正比。換句

話說，事物的自返能力越強，其存有程度越高。例如，天f吏的存

32 黃克鏢，（卡、拉內論基督的意識），﹛神學年列｝ 07 期，（1983），聖神修院神哲
學院圖書館網頁，﹛htt口：／／www.hsscol.o陪hk/LIBRARY/LIB 05.htm丘， 2012 年 7 月 13
日查入。有關拉內原文討論，參 K. Rahner, Hearers of the Word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69), pp. 37-44; K Rahner, Spirit in the World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68), 
pp. 67 -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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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程度高於人，因前者是直觀的，無須藉物質的中介進行認知，

而後者則須以物質（感觀世界）為中介進行認知。叮

當然，拉內注意到物質與精神之間的基本分別，但認為兩者

之間並無絕對不能跨越的鴻溝，反而有基本的連貫。物質雖然不

具意識，卻具有意識的潛能，不斷向著意識界發展，從潛能走向

實現。造物主引導整個物質世界不斷向著意識界發展，而具意識

的存有物則朝向「自返」能力的方向發展。當代天主教訓導權，

己能接受這種神導的進化觀。﹞4

人的出現，標誌受造界首次返回自己，進入自我的意識，臨

在於自已。如此，人得稱為「萬物之靈」，因其存有的程度高於

其他宇宙萬物。總括而言，存有與認知一致的理論，在指出一切

精神主體都具有返回自己的能力，能夠藉認知照亮自己的主體，

因而確立自己的主體性，認識到自己的身份與特性。譬如，人能

夠認識到自己是人，天使則認識到自己為天使。 35

按拉內的理論，人越能認識自己的身份與特性，便越成全，

越有能力活出人的本質。所以人的自我認識，是其一切認知、行

動與抉擇的基礎。自我認識越深的人，越有能力進行正確的認

知，並在此基礎上作正確的抉擇，流露為正確的行動，活出為人

的本質。拉內稱此一過程為「自我超越」（selιtranscendence）。自

我超越可藉兩方面的活動表達出來，即「知識上的自我超越」

33 黃克鏢，（卡、拉內論基督的意識），﹛神學年列｝ 07 期，（1983），聖神修院神哲
學院圖書館網頁。

”黃克鏘，（卡、拉內論基督的意識），﹛神學年列｝ 07 期，（1983），聖神修院神哲
學院圖書館網頁。有關拉內原文討論，參 K Rahner’"Christology within an 

Evolutionary View of the World ”, Theologicol !nvestigations, vol. 5，仰， 161-168.

35 黃克餘，（卡、拉內論基督的意識），（神學年到﹜ 07 期，（1983），聖神修院神哲
學院圖書館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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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ιtranscendence in knowledge）及「自由上的自我超越」（selι

transcendence in freedom）。 36

「知識上的自我超越」’指人藉認識真理，透悟存在的意義

及人生的意義。真理的根源是天主，人藉認識真理而認識天主的

奧秘和旨意，不斷在知識上超越自己，走向天主。 3;

「自由上的自我超越」指人藉行善避惡而走向天主。天主是

一切存有和美善的根源，人藉每一個行善避惡的自由抉擇和行動

超越自己，走向天主。此

「自我超越」預設了「自我」’然而，「自我」能夠以「真

我」或「假我」的形式出現。下面將討論二者的內涵。

4.2 真我與假我

所謂假我，即人藉外在的成就或所擁有的一切所建構的

「我」。外在成就或所擁有的一切能夠以任何形式出現，包括有

形或無形的事物，諸如職位、學歷、社會地位、外貌、名譽、權

力、金錢、人際關係等。人藉外在的擁有定義自己的價值和內

涵，所建構的「我」便是「假我」。由於外在的擁有能夠失去，

建基於其上的「我」亦能成為虛無。「假我」的意義就在於此。”

反之，「真我」便是人原來的「我」’是天主所創造的

「我」，而非藉外在成就所建構的「我」。縱然失去一切外在成

36 黃錦文，（匿名基督徒的事丸噴梵三（教會傳教工作法令﹜的研究），﹛拉內的基
督論及神學人觀﹜（台北．光啟， 2004) , 229-230 頁。

37 黃錦文，（匿名基督徒的救贖），﹛拉內的基督論及神學人觀〉’ 216-228 頁。
38 黃錦文，（匿名基督徒的救贖），﹛拉內的基督論及神學人觀｝ , 216-228 頁。
3日黃錦文，（第一講 真我與假我），〈基督論講座﹒主耶穌的自我超越﹜光碟，
（香港思維出版社，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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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擁有，「真我」仍然完整無缺，因為「真我」原本就其實地

存在，是夫主愛的禮物。既是天主所肯定的，世界不能否定。既

是天主所愛的、便具有無限的價值，外在的成就和擁有，不能增

加或減少「真我」的價值，因為一切有限的價值都不能增加或減

少無限的價值。「真我」亦不受時空所限制，本身便具有永恆的

幅度，因為天主的愛恆久不變。 40

4.3 自我超越

人只需全心委II慣，以信、望、愛接受天主所賜的禮物，努力

活出「真我」’便是在自我超越的路上行走。人藉認識真理，日

復一日加深認識宇宙人生的意義，隨著思恩的心讚美夫主的無窮

奧秘，便是不斷在知識上超越自己。人木斷藉自由抉擇行善避

惡，愛主愛人，便是不斷在自由上超越自己。 41

自我超越預設了「真我」，而「假我」只是建構成的假像，

根本就不存在，既無「真我」’當然無法超越，但「假我」能藉

不斷擴建，形成龐大的假像，滿足主體心理與情緒上的需要，自

欺欺人。下面會繼續討論「假我」如何成為環境問題的靈性根

源。

5. 「集體假我」的建構

「假我」能夠以個體的形式出現，亦可以集體的方式出現。

個體式的「假我」可藉外在的成就和擁有不斷擴大，整個社群、

或民族、甚至整個人類，亦能夠藉外在的擁有不斷擴建「假

4日黃錦文，（真我與假我），（主耶穌的自我超越〉光碟。
41 黃錦文，（真我與假我），〈主耶穌的自我超越〉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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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個體既藉增加個人擁有而擴大自我，集體亦以相同的方式

操作。如果個人可藉更高的政經地位，或擁有更豐富的物質生活

而擴大「個體假我」’一個社群亦可藉更高的社經成就擴大「集

體假我」 0 個人的經濟能力越高，能享用的物質越多，其經驗到

的自我價值越高，所建構的「假我」越宏偉，整個社群亦如是。

富裕的社群通常較諸貧困的社群感到更高的自我價值。為提升自

我的價值，個體產生「向更高社經階層上移」的動力，成為資本

主義能夠發展的原因之一。由於大部份人都渴望提升其社經地

位，企圖擁有遠超基本需要的物質享受，結果就是濫用大自然資

源，大規模破壞生態環境。這樣的情況無論在發達經濟體或發展

中經濟體皆如是。以富裕的歐美社會為例，絕大多數家庭都擁有

乾衣機，為了「方便」，無論是晴是雨，都使用乾衣機，因為曬

暸衣物被視為「低下階層的行為」。其實，只要放下「低下階層

行為」的標鎖，多花一點兒功夫，天氣條件許可時曬暸衣物，便

能節省大量的電力消耗。另一例子便是私人交通公具的濫用。在

先進國家，不少人駕駛私人汽車穿州過省，千里奔馳，為的是圖

個「方便」。其實，不少先進國公共交通十分發達，基本上可滿

足人民的需要，只要稱為放下對「方便」的要求，便能有效節省

能源。濫用能源的結果，便是極大量二氧化碳排放於大氣中，造

成溫室效應，直接引致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

同一情況在發展中國家亦如是。以中國大陸為例，幾十年

前，大部份人民都以自行車代步，而公交系統一直是人民的主要

交通工具。近年因經濟環境不斷改善，有能力購買汽車的人越來

越多，私人汽車不單是代步工具，而是個人的身份象徵’高社經

地位的標鎖，能間接提升人的自我價值。結果是幾乎人人都渴望

擁有私人汽車。雖然現時擁有私人汽車的人數，只佔全民極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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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但趨勢正快速增加，現今中國已是全球主要的汽車消費市

場之一。只要作一簡單計算，便可看到問題如何嚴重：如果全中

國百分之五的人口，即六千萬人擁有私人汽車，將會導致難以想

像的資源濫耗。類似的情況，亦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出現。長遠而

言，將導致何等的環境災難！

上述的例子，顯示出「假我」’能夠以集體的方式出現。當

「假我」以集體的方式不斷澎漲，自然資源受到不合理的透支，

生態平衡備受破壞，地球漸漸失去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濫用資源方面，發達經濟體比發展中經濟體要負上更多的倫

理責任，例如，絕大多數發達經濟體的人均能源消耗量都遠高於

發展中的經濟體。 無論在發達國家或發展中國家，不少人為提升

個人價值而追求「高品質生活」，不合理、不合比例地濫用大自

然資源，是導致今日環境問題的主因。可是，發達國家人均資源

消耗遠高於發展中國家，所以應付更多的責任，協助窮國人民得

到基本的生活需要。可情不少發達國家一方面堅持其「高品質生

活」，同時要求發展中國家限制其資源消耗，是明顯地使用雙重

標準’骨子里其實是「集體假我」在作祟，只管「提升」自我價

值，對他人的基本需要則視而不見。 42

42 2001 年至 2日12 年主要發達國家及主要發展中國家能源消耗量比較圖表（人均能量
消耗以一桶石油之等同值計算）

國家（每年人均能量消耗〕
美國 57.2 桶 英國 26.6 桶 德國 30.2 桶 法國 31 桶

日本 30.2 桶 俄羅斯 36.8 桶 義大利 23.2 桶 巴西 9.3 桶

中國 10.2 桶 印度 2.9 桶 印尼 3.6 桶 巴基斯坦 2.5 桶

2001 to 2100 World Population Balance, Minneapol侶， MN, U.S.A.網站，

(www.world口ooulationbalance.orn/oooulation energy) , 2012 年 7 月 2 日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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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納爵靈修

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羅耀拉（ St. Ignatius of Loyola: 149卜

1556 ）在其自傳中坦承其青年時醉心於世俗的虛榮，希望藉軍功

揚名於世，進而得到上位者的青睞。為成名立萬，投效軍隊，與

圍攻邦布羅納小城的法軍作戰，為炮火所傷。由於作戰英勇，得

到法軍的尊重，送其目羅耀拉老家。養病期間，本想閱讀騎士小

說消磨時間，藉而產生虛榮想像以滿足世俗的渴望，可惜家中只

有耶穌行實與聖人傳記。但天主藉此二書的內容啟發聖人，助其

歸依，遂決心悔過。傷癒後先往豪賽辣辦總告解，再往茫萊撒潛

心祈禱，以接近一年的時間默想及做補贖’並將期間的靈修經驗

作記錄，彙編成小冊子，成為日後靈修指導經典〈神操〉’旨在

助人辨別天主的聖意，悔改歸依，深化信仰生活。的

上文論到生態危機的靈性根由，現在試從依納爵靈修的角度

尋找解套的方法。本文將以神操第一週44 的「原則與基礎」為指

導，討論依納爵靈修如何為生態危機提供靈性的指導。下面為

「原則與基礎」的譯文：

6.1 原則與基礎

「人受造的目的，是為讚美，崇敬、事奉我們的主天主，因

此而拯救自己的靈魂。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為人而造的，為幫助他

追求他所以受造的目的。

結論是對於取用世物，常該看自己受造的目的，它們能幫助

多少，便取用多少﹔能夠妨礙多少，便放棄多少。

的聖依納爵，侯景文譯，（神操通俗譯本﹜，再版，（台北光啟， 1996) , 7-8 頁。
44 整個「神操」退省包括三十天的默觀祈禱，共分為四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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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對一切受造物，在不被楚止而能自由選擇的事

上，必須保持平心和不偏不倚的態度：就是在我們這方面，並不

重視健康甚於疾病，不重視財富甚於貧窮，不重視尊榮甚於屈

辱，也不重視長壽甚於短命，其他一切，莫不如是。總而言之﹔

我們所願意所選擇的，只是那更能引我們達到受造的目的的事

物。」 45

「原則與基礎」以開宗明義的方式，閻明人受造的目的是為

崇敬、光榮、事奉天主，並為救自己的靈魂。需留意依納爵所處

的時代的神學觀，即人生至高目標為救靈。當代天主教神學強調

整個人的得救，包括靈魂及肉體，而救恩亦合現世及永恆的幅

度。其實，兩種說法並非矛盾，只是當代天主教神學較諸十六世

紀的神學展現了更恢宏的視野而已。

接著，聖依納爵說明宇宙萬物皆為人所受造，目標為助人達

成受造的目的。表面看來，似乎表達了一種「人類中心主義」’

即人是宇宙的中心，其他一切都為滿足其需要而受造。有關此一

議題，須注意兩方面的觀點。其一，聖人表達7十六世紀流行的

神學觀，即人為萬物之靈，宇宙萬物皆為人所受造。其二，宇宙

萬物乃為助人完成受造的目標，即讚美、事奉天主，及救自己的

靈魂，而非為滿足人類的無限欲望，更非為滿足人類自我中心的

需要而受造。換句話說，依納爵並非提倡「人類中心主義」。此

一觀點，在第二段文字有更清晰的解說：取用世物的原則，是為

助人達成受造目的，因此，能幫助的便取用，做成妨礙的便應捨

棄。此處明確表達了取捨的原則，亦間接否定了「人類中心主

義」’即萬物乃為滿足人類無窮欲望的說法。離開人類受造目的

-lS 聖依納爵，侯景文譯，（神操通俗譯本｝ ' 23-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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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濫用宇宙萬物，肯定不是依納爵的原意。從另一角度看，純為

滿足人類欲望而取用世物，本質上已違反人類受造目的，可見依

納爵的「原則與基礎」’基本上反對「人類中心主義」。

第三段文字強調人在自由選擇的前題下46 ，必須對宇宙萬物

保持「平心」（ indifferent ），即不偏不倚的態度。人木應「先驗

地」（ a priori ）偏向某些事物，例如健康、長壽、尊榮、富貴

等。當然，極少數人會「先驗地」偏向疾病、題壽、屈辱、貧

窮。依納爵必然洞悉人性此一偏向，才會強調「不重視健康甚於

疾病，不重視財富甚於貧窮，不重視尊榮甚於屈辱，也不重視長

壽甚於短命」。反之，假設有人「先驗地」偏向疾病、短壽、屈

辱、貧窮，依納爵也必然反對。雖然依納爵本人選擇了過貧窮、

貞潔、服從的福音勸諭生活，但並非「先驗地」偏向貧窮、貞

潔、服從，疾病、短壽、屈辱、而是為達成人受造的目的而作此

終身抉擇。反過來說，假設福音勸諭的生活方式違反了人受造的

目的，依納爵也會毫不猶豫加以捨棄。依納爵在第三段文字舉例

說明選取世物的原則，就是凡能助人達成受造目標的事物便應選

取，凡妨礙人達成受造目標的事物便應放棄。

「原則與基礎」以毫不含混的方式解說取用宇宙萬物的原

則，此一原則對解決令天的生態危機是否合適的原則？再者，有

否提供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法？下面將詳細探討解答兩個問題的方

案。

6.2 「原則與基礎」是否解決生態危機的合適原則？

46 所謂「自由選擇」，即所選對象合乎倫理的要求，違反倫理要求的對象，人無權作
自由選擇，如果選擇了，便屬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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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上面所討論的，今日生態危機根源於文化因素，而文化

因素的根源在人的靈性，即人類藉建構「集體假我」提升自我價

值。當人不認識「真我」，無法肯定自己的價值時，惟有藉種種

外在的擁有，諸如成就、權力、金錢、地位、名聲、享受等建構

「假我」’並不斷擴大此「假我」以提升自我的價值，從而增加

滿足感。人類藉增加外在的擁有而擴展「集體假我」’視一切額

外的物質享受為「基本需要」，因而無止境地濫用地球的資源。

無論富裕或貧窮的國家，都不合理、不合比例地享用地球資源。

就此來說，富裕國家所享用的人均資源遠比貧窮國家為高，困而

應對生態危機負上更多責任。可︱昔為數不少的富裕團家拒絕承認

此一事實，反以採取雙重標準，要求貧窮國家阪制資源的消耗，

而自己卻堅決維持高消耗的生活方式。窮國人民面對的是生存的

問題，為大多數赤貧的人來說，填飽肚皮是唯一的要務，保護環

境是能力以外的事情。富國人民應深切反省自身的生活方式，看

看所追求的究竟是基本需要或額外享受，運用同理心理解窮圓人

民的困境，而非一味指責別人。其實，只會指責他人而不懂自我

反省，亦是建構「假我」的一種形態。因為在指責別人時，將焦

點放在他人身上，藉自我欺騙的方式逃避自己的問題，以操作心

理槓杆的方式，將自己置於槓杆較高的一邊，建構一個完美的假

我。

依納爵神操的「原則與基礎」正是治療上述靈性頑疾的良

方。如果人類享用宇宙萬物，都為助其達成人生目標，即崇敬、

事奉天主，並為救自己的靈魂，而非為擴大「集體假我」，使用

世物時都抱不偏不倚的態度，凡能助其達成人生目標的便取用，

妨礙的便捨棄，如此，所有不合比例、不必要的浪費都可避免。

由於人類基本需要以外的享受都為擴大「集體假我」’與追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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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目標無關，就此來說，「原則與基礎」能夠凸顯人類如何不合

理地享用世物，從而指導人享用世物時怎樣作正確選擇，幫助人

類以簡樸的方式，只為滿足基本需要而生活。結果，無論富圈或

窮國的人民，都能戒除不必要的浪費，使地球的資源能更合理地

再分配，為全人類所享用。「原則與基礎」的確是解決今日生態

危機的基礎原則。下面將討論如何應用此一原則，尋找解決生態

危機的具體方法。

6.2 「原則與基礎」與解決生態危機的具體方法

按照上面的討論，生態危機有其文化根源，而文化因素的根

源在靈性，所以，必須針對生態危機的靈性根源，對症下藥，才

能藥到病除。任何具體的解決方法必須配合人類的充分合作，才

能見效。須知生態危機是因擾整體人類的頭號問題，至今似乎未

有任何具體有效的解決方案。其實並非沒有具體解決方案，重點

是全人類是否願意充分配合，身體力行，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徒

有許多方案，卻無法解決生態危機，甚至任由其惡化，原因只有

一個，就是人類不願意改變既有生活方式，拒絕放棄當下的物資

享受，反而變本加厲，藉擁有更多的物資享受擴大「假我」’以

虛假的方式提升自我的價值。就此而言，依納爵靈修並非提供另

一具體方案以解決生態危機，而是指出所有方案未能奏效的原

因，就是人未能解決自身的靈性問題。

要使所有解決生態危機的方案見效，必須探究相關的靈性根

由，依納爵靈修的「原則與基礎」正是治療人類靈性頑疾的藥

物。人類只須按「原則與基礎」的精神，深切反省自身的究竟，

找到真我，從而確立自己的價值，則無須向外尋求更多的擁有，

以建構假我。使用宇宙萬物時，選擇能幫助自己達成受造目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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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與受造目標無關，甚至妨礙達成受造目標的事物，一律捨

棄，只為滿足基本需要，過簡樸的生活，如此，自然能減少不必

要的消費，減少製造污染自然生態的物質。總括來說，「原則與

基礎」是使所有解決生態危機的方案能發揮效用的靈性指導，而

非提供另一方案。換句話說，是使所有具體方案見效的靈性基

礎。

全文總結

生態危機是人類目前所有危機中的首要危機，人類的生存正

面臨巨大挑戰。造成生態危機的原因甚多，但都與文化息息相

關，而文化問題下面有其更深的重性根源。依納爵靈修並非為解

決生態危機提供另一具體方案，而是能使所有方案見效的靈性基

礎。其實，人類所有的危機都有其靈性的根源，依納爵靈修正是

幫助人類面對自身靈性問題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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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滿鴻

一直至〈八十周年〉通諭之前，教會社會訓導文件都沒有明

言環保議題。環保一詞其實隱含了保護的對象是弱勢者、受害

者。這詞的出現，使我們意識到人類環境遭受躁晴的程度，已引

起廣泛關注，並且不論在教會內或教會外，都成為一個議題。

的確，一個議題有了獨立的名稱，它的範團、問題、分析及

對策才得在公民社會被討論，最後化為政策及行動，好能舒緩或

糾正情況。

在環保未成為一個專門及獨立的議題前，人類歷來都有破壞

或維護大自然環境的行為，只不過在後工業時代，由於部分地區

的污染已達到駭人的程度，而迫使人去發掘問題所在。

末在環保觀念之前，至少在教會，已有「人與受造世界」關

係的討論，這討論比環保更宏觀。聖保祿己注意到由於人犯了

罪？人不但與天主疏離，也傷害自身、他人、以及身外的受造世

界。

「凡受造之物都熱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顯揚，因為受造之物

被屈伏在敗壞的狀態之下，並不是出於自顧，而是出於使它屈伏

的那位的決意﹔但受造之物仍懷有希望，脫離敗壞的控制，得享

天主子女的光榮自由。因為我們知道，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

都一同歎息，同受產痛﹔不但是萬物，就是連我們這己蒙受聖神

初果的，也在自己心中嘆息，等待著義子期望的實現，即我們肉

身的救贖。」（羅 8:19-23)

故此，環保的可能性是人與整個受造界修和，重建和諧關

係。環保議題不可能純粹是人類的科技議題，它必然由信仰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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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也藉信仰進一步認識人類破壞性行為的真相，以及從信仰汲

取啟發去保護環境。是故，教會的社會訓導是必須的。

在這方面，反面的個案觸目驚心，就是近代無神政權下台

時，被揭露的種種嚴重傷害大自然的行為。比方九十年代初，當

東歐前共產黨國家相斷脫離蘇聯操控後，廣泛領土被廢料毒化，

以及生產方式浪費、置空氣及水源於不顧等問題相繼公諸於世。

此證無神政權不但對人粗暴，對大自然同樣粗暴。當然，其他國

家同樣問題也嚴重。

聖經資料

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一開始就在聖經中有暗示。首先，天主褔

澤大地，祂所劃造的一切都是「好」（創 1 :4,10,12，時，21,25)

的，而人則非常好（創 1 :31 ）。由於人乃按天主的肯像受造，故

人唯有同樣恩惠萬物眾生，才相似天主。事實主，天主願意人與

祂一起，共同延續著萬物的造化，祂吩咐人「耕種，看守樂團」

（創 2:19 ），「治理大地、管理海中的魚、天空的飛鳥、牲畜、

各種野獸、在地上爬行的各種限蟲 ε 」（創 l :26) 

耕種和看守是人類履行掌管萬物的方式。「耕種」反映出人

與土地的緊密關係’ cultivation 一詞來自 cult ，有照顧及與土地不

可分的意思。人由土地獲得生活及文化所需，但這也是他流汗照

管的成果。土地是天主、受造界加上人為一起合作的象徵’人以

感恩之心享用出產。

同樣，「看守」字義上也反映出一種關係，正如牧人看守羊

群，他愛和保護羊群，人對整個受造物亦如牧人，盡愛及保護之

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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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善惡樹不但提醒人天主的誠命，亦表示人掌管大地不是隨

意的，而是在天主設定的規範之內。人對大地的行為，不由人自

己去辨別對錯，而是依靠天主的吩咐。人的罪就是自以為能知善

惡，不必聽天主（創 3:5 ）。結果，人的眼睛確實開了，但不如同

天主一樣知善惡，而是看到身體的羞恥，反而逃避天主（創

3:10 ）。此為與天主、他人、自己和大地的疏離。天主說：「地

要給你生出荊棘和農藥，你要吃田間的蔬菜﹔你必須汗流滿面，

才有飯吃，直到你歸於土中，因為你是由土來的﹔你既是灰土，

你還要歸於灰土。」（創 3: 18-19) 

人的墮落就是環保整個問題悲劇性一面的開始。人與大地不

再和諧，但大地仍是天主的賞賜，而天主在人犯罪之後並沒有收

回祂給予人管理大地的使命，而大地始終是人的歸宿：「你是由

土來的﹔你既是灰士，你還要歸於灰土。」（創 3:19)

正如人需藉基督的救恩，以皈依的生活重建與天主與人的和

諧關係﹔同樣，人與萬物恢復和諧，亦是藉著基督的救恩和皈依

的生活，「因為天主樂意叫整個的圓滿居在他內，並藉著他使萬

有，無論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與自己重歸於好，因著他十字

架的血立定了和平。」（哥 1: 19-20) 

故此，人與天主、他人及萬物的關係是分不開的。就環保而

言，它是人皈依生活的一部分。皈依要求生命的轉向以及行為的

改變，包括以新的心態、新的觀念和新的行動對待土地及萬物。

大地使我們受到痛苦（比方：自然災害），並要求我們流汗，但

這不是我們以暴力控制它的藉口。大地有時反對人，是罪惡存在

人間的表示，提醒人皈依的需要。任何以「予取予攜」的態度，

以及榨盡大自然資料的行為，沒有珍惜及愛護之心，到頭來受苦

的還是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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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也提供一些保護土地的具體方式。比方：人應耕種六

年，「但到第七年，地應完全休息」（肋 25 :3-4 ﹔出 23 ：間，

11 ），叉等五十年，稱喜年，亦需休耕（參閱肋 25:8-9 ）。

今天人類學者覺察到，過著原始生活的部落少數族群，他們

在環境中多是取其所需，並且重視森林資源的再生，與大自然保

持平衡的關係。而在教會歷史中，不乏泛愛萬物、生活簡樸、克

己精神以及減少享用等教導，主動地過貧窮的生活是受表揚的聖

德之一。除了天主教會之外，不少大宗教及文化，包括過著原始

生活的人，都力求保護大地的完好，只不過各以不同的方式表

達。今日，環保觀念的主要內容，有了跨宗教及跨文化的認識，

以下介紹天主教近代社會文獻的教導。

〈八十周年〉通諭（教宗保祿六世， 1971 年）

在這份通諭中，首次在分段標題出現了「環境」

( environment ）一詞：「．．．．．．人們突然意識到惡意剝削大自然，

就會有冒破壞它之險，到頭來自己成為受害者。（那時），不但

物質環境將受永久性的威脅，比方：污染、廢物、新的疾病、以

及有鉅大破壞性的能力，．．．．．．使未來的環境難以忍受．．．．．．」（ 21 

號）。〈八十周年〉通諭亦指出環境只是各種改變的一部分：

「科技的發展不斷改變人的周遭環境，改變人的知識、工作、消

費以及關係模式．．．．。」

無論無神唯物論，抑或不受任何約束的自由主義，都以人的

利益以及人的權力作為最終的標準（ 26 號）。此一言道出，環境

受到破壞是癥狀，根本的問題是人心，人只追求利益與權力：因

與果的關係立見。故環保最根源的途徑是回到「人心歸向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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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靈修話題，亦即：與天主和好是人與萬物恢復和諧關係的先決

條件。

世界主教會議文件（ Convenientes ex 

Universe ' 1971 年）

這文件以全球的視野論正義，提到經濟上全球的彼此相依。

空氣、水源以及脆弱的生物環境（ biosphere ）是地球上所有生命

都需要的，但不會取之不盡，該當把它們視為全人類共同擁有的

遺產般去保全和保護。

短垃幾句話，道出危機之迫切，以及全人類合作保護環境的

重要性，而「生物環境」觀念是首次在訓導文件中出現的。

〈人類救主〉通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1971

年）

在第 15 段指出人對大自然的態度：「天主願意人去與大自然

相處，所持的態度是有理性和尊貴的照管者，而非像剝削者和毀

滅者。」

〈人類救主〉通諭亦講到「環境的破壞除了與急速工業化有

關之外，武裝衝突也是原因，尤其是核武化，形同自我毀滅。」

(8 段）

從上下丈看，人是在發展的行動中塑造自己，究竟人在科技

及經濟發展中，成為一個怎樣的人？這是一個「人性」走向美善

或醜惡的問題。人如何對大自然，多少提供了一些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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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事務關懷〉通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1987 年）

發展不能離開倫理幅度，倫理準則也包括對大自然的一切。

具體而言，是「．．．．．．第一，人在使用萬物時，不論是有生命之物

或無靈之物，都不該只出於隨意或經濟需要，以致破壞了它們。

反之，人需考fl、到每一事物的本性，以及其在整個有序世界中的

位置，以及各物如何彼此依存．．．．．．第二，．．．．．．有些自然資源是有

限的，不會再生，（不該）以絕對主權般的態度使用，好像用之

不竭．．．．．．第三，發展要考慮生活品質．．．．．．包括自然環境（的清

新），否則對人的健康有不良影響 c ......真正的發展與使用六自

然元素、資源再生以及妄用世物時對人的不良影響等都有關，而

這些都是發展的倫理考慮。」（參閱 34 段）

〈百年〉通諭（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1991 年）

〈百年〉通諭第 37 段把環境問題與消費主義

(consumerism ）相題並論。消費主義背後是「人學」的錯誤，人

以為自己有能力藉工作去改造世界，但忘了萬物原是天主的恩

賜，而萬物各有天主所制定的本性，人隨意主宰萬物，如同不受

限制，好像天主為它們制定的意義不存在．．．．．．人取代了天主的位

置，因而萬物與他作對，因他已成暴君．．．．．．。

教宗謂，這是丈化的偏差，以及偏差的處事方式。

第 38 段說到社會環境（ human ecology, social ecology ），大

意謂：破壞大自然以及危害其他生物的生存，對自然環境構成影

響不在話下，因為每一種生物都以其獨特的方式為整個受造世界

的平衡作出貢獻，而人的環境與大自然環境是息息相關的，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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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環境的質素關乎人性發展。由於被破壞的大自然環境反映著不

正常的人際環境（這樣的環境含有結構性的罪），故人必需致力

創造優良的自然及人際環境。

〈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教宗本篤十六世，

2009 年）

環境在第四章提及，放在民族發展及權利義務的上下文，撮

要如下：大自然出於天主愛與真理的計劃。作為恩賜，它「教

導」我們，天主如何愛我們，邀請我們從中去發現天主為萬物制

定的秩序，並從大自然的運行中領略人行為的準則。由於大自然

內置了它的法則，故我們需按其終向和意義來使用，這是人尊重

天主法律並運用理性的成果。

人如何使用萬物也構成人類文化的一部分，就是人對自然環

境的理解和塑造過程。若果人負責任地連用，則文化便有一個方

向，符合倫理的規範。

教宗叉譴責了固積非再生能源的國家和企業，這些資源多數

取自窮國，而叉剝削了窮國的發展，因此，普世的團結關懷是重

要的。

科技的正當用途，可幫助人們降低自然資源的需求，同時有

助開發新的資源，但教宗也注意到全球公義地分配的必需性。

這一切努力，都是人盡大地治理者的責任和義務，為能建設

一個合適地供養人類及後代的世界，並以合乎倫理及有效的途徑

鞏固人與環境的關係，這關係反映造物主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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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對自然環境的態度，以及對自己的態度是息息相關的。對

環境友善，要求人反省並改變素來的生活方式一一－尤其是離開消

費主義和享樂主義。新的生活方式必須建基於對真善美的追求，

並且為與他人共融和共同成長而決定消費（即今日所謂消費者的

抉擇），並且以這新的精神決定投資的方向。最終來說，環境生

態指向建設「人性生態」。「人性生態」受到尊重，大自然環境

亦會受尊重。因此，建設大自然環境不僅是技術上的課題，也是

對人性生態的觀念。這觀念包括對一切生命（尤其是人類生命）

的尊重﹔而偏偏在今日時代，各種跡象都顯示人對自己生命的踐

踏（如墮胎、安樂死、犧牲人類胚胎的研究等等）。若人連人類

的生命都不尊重，叉怎會尊重大自然的一切？環境不是一個獨立

的受關注問題，它必然與人的全面發展有關（參閱 48-52 段）。

從以往的訓導文件，我們知道所謂人的全面發展，指人透過

工作，連致物質生活、身體、精神及屬靈生命的完美。用比較流

行的用語，指人格及人性的全面且正面的發展。因此，為環保來

說，最終是人所走的路的問題，唯有真理及愛，使人走上真正發

展的路，惠及萬物。

女士三A
ii＇口自問

論篇幅，單一份文件或講話而言，以（在真理中實踐愛德〉

最詳盡﹔但以對人類環境的關心和講話，則以若望保祿二世的形

象最為突出。

教宗本篤十六世的〈在真理中實踐愛德〉在內容上，其實沒

有超越歷位前任。他解釋得最完整，是因為他的通諭屬於訓導文

件的「發展」系列，秉承著〈民族發展〉通諭和〈社會事務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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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本篤十六世盡引前人資料，但表述框架明顯是出於他作為

非常理惶的大神學家的功夫。他的框架最適宜論說環境這議題：

以「真理」思辨給予環保一個扎實的神學基礎，並以「愛德」作

為行動的總綱。教宗心目中的行動是全人類合作的，行動不但包

括一般的科技及計畫1 ，還包括經濟、倫理規範、法律及政治的配

合，而行動明顯非純粹對外，對內（即對人自身）的行動更為重

要，就是生活方式的改變和建立尊重生命的文化。面對環境這重

大的責任，人不是無能為力的，即使個人都可以做點事，比方：

消費者抉擇。

直至目前為止，教會仍未有一份專論環境問題的通諭，只在

各通諭中順帶提及，即使在〈在真理中實踐愛德〉所佔篇幅也不

多，但已足夠給予環境議題一個全面性的視界。我個人認為這視

界遠遠超過一般專書。筆者接觸過不少相關的書籍、文章及錄

像，比方：全球暖化、污染、幅射、食物安全、飲用水、大自然

物種、土壤保存、沙漠化、化學物料滲透等等。這些資訊對現象

剖釋確實透徹。教會為瞭解現實，也需細閱這些資訊，但教會計i

導的貢獻明顯在一個更高的層次﹔從各文件的內容來看，教會並

不需要為環境議題構思新的原則，因為一切原則早已在社會訓導

的幾項大原則內一一天主給人的使命﹔人與物質世界的關係（共

享原則，以及共享中的團結友愛精神及公義）：真正發展的要求

和倫理要求等。最後，環境是人類自身的問題：號召人重建文化

以及過尊重生命與無靈世界的生活方式。

為教會來說，環境保護必需放在整個社會訓導的上下文才有

意義，這才顯出這議題的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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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振綱

1 . 引言

近日環保趨成潮流，無論工程項目或商業營運，都要面對更

多的環保法例，政客及壓力團體也常以此作口號增取支持度。能

源及其它資源的耗用，和其所附帶對環境的污染問題，公教信徒

是不能置身事外，教宗也頒佈了破壞環境為新七宗罪之一。

宇宙萬物，都是上主的化土，保護環境，當然是基督徒的本

份。然而，要怎樣才算環保呢？我們常聽到，為環保的緣故，我

們要用循環再造紙而不用普通紙，棄用膠袋及石油產品，不開冷

氣省電及參與綠色團體運動等等，就是環保嗎？

環保的原則是清晰的，但於生活細節應有的環保態度，絕不

能人云亦云，必須有信仰及科學基礎。本文試圖解說一些基本科

學概念、更正一點誤解，並在環保應有的取態提出建議。除在環

保方面，這些建議為公教信徒在正義和平方面如何作先知，也應

有參考作用。

2. 有關環保的基本概念

2.1 生態循環

按聖經記載，在創世之初，天主說：「有光！就有了光。」

（創 l :3 ）。這光或許代表7科學家創世論中的宇宙大爆炸，並成

為其後一切生命生活能量之源。動植物從陽光吸收能量，得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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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藉陽光的光合作用，也衍生出各類的能源，如石化燃油煤炭

等，人類隨之採用以改善其生活的質素，如交通運輸、生火煮食

等等。不過，此舉亦同時引發各種環境污染問題，對人類的長遠

褔社帶來不良的影響。

很多人以為，若沒有人為的干預，或換句話說，人類不為改

善生活質素而耗用地球資源的話，生態系統便會完全地循環不

息。於是，大的生物便會以細小生物作為食糧，而細小生物依次

地以微生物作為食物，從而獲取成長所需的生活能量。所有生

物，無論大小，死後便會成為微生物的食糧或農作物的肥料，而

微生物和農作物亦會再成為其它生物成長的能量來源。故此一般

認為，生態系統會以「生態循環」的概念，無止境地、可持續地

自然循環不息。按「生態循環」的概念，大地是不會產生所謂廢

物，因為任何廢物或屍體，也會完全化為其他生物生長必需的能

量來源。以這樣的理解，無論在各種人為的生化工商業的過程

中，有人便要求一個能達致零廢的設計。

可是，「生態循環」概念下能達致零廢的假設，是一廂情

願’且無證實的科學根據。科學上可以肯定的，是熱力學上一個

稱為「慵」（ entropy ）的概念。簡而言之，「堉」就是不能倒逆

還原的原則。譬如水會從高處流向低處，若要把水從低處運回原

來的高處，必需動用額外的能量。同樣，熱力會自然從高溫傳到

低溫處，電流也會從高電壓點流向低壓點。縱使我們每天會做重

覆的早晚活動，但是我們確實一天比一天年長。所以，生態系統

永不會是循環性的，而是螺旋性的。這似是天主自創世之初，已

植入了宇宙內的科學原則，亦為人類不斷觀察所得證實。我們看

到所有生物的設計是有進食則有排洩’即無論生理成長、各樣物

理或化學過程消化能源的效益都不能百分之百的。若相信天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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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絕少會干預萬物的自由發展的話，人類追求零廢的期望將

是無法得到實現．。但為此夢想而努力，確會使我們活得更精彩。

2.2 物質守值

天主在第六天造了人，並賜給人管理一切生物的權柄（創

1 :26 ）。這標誌著人類干預「生態循環」的開始。為能做到超乎

其它生物可想像到的工作，人類不停地耗用地球的資源，從而排

放廢物到「自然」環境。「自然」在這是指沒有人類干預的境

況。

人為過程中的廢物排放，所造成的環境影響是可以透過處理

而減至最低。故此，經常會有壓力團體指控工商業營運者，為了

節省成本的自私理由，對其所排放的污染物，沒有作充分處理，

設法減至零污染的水平。

消滅污染的方法，主要以化學劑注入污染的排放，以物理化

學作用清除排放中的污染物，基本上是一個物質轉移的過程。

天主創造其中的自然科學定律 一 「物質守恆」物理定

律，就是「物質不可被劃造或被毀滅」 l 。於是譬如發電廠排出的

廢氣，通過了石灰溶液洗練，可盡把排氣中的二氧化硫吸收，轉

變成污水排走，即把空氣污染的問題，部分轉移成水質污染，製

造出環境學上所謂的二次污染。若不處理原來的空氣污染問題，

會做成不能接受的空氣質素影響，因此只要多增的二次水質污染

還是可以接受的，便須於水體質素方面作少許犧牲。所以若要把

釋出的污染物降至零污染的水平，不單是資金困難的問題，也是

I 這定律適用於一切處於靜止狀態或在遠低於光速之 F移動的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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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上不可行的，且因需要更多的化學劑和能量，以及其所引致

的二次污染問題，亦不會是更環保的。

要指出，上述提及的所謂可接受之污染水平，只能純粹從人

類的角度看，並不等如同樣適用於其它生物系統。如超聲波為人

類、不是噪音，為某些生物則是。

無可否認，確有不少工商業的營運者，對其產生的污染問

題，並不太負責任。但不管我們有多負責，由於生命的螺旋性，

人為的過程是無可避免會產生各類污染環境的廢物。亦根據物質

守恆定律，無論我們如何處理這些廢物，都會產生污染，只是形

式不同罷了。

當我們享受使用某些資源帶來的好處時，就要承擔其相關之

污染後果。耶穌說：「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夫父是成

全的一樣」（瑪 5:48 ）。一方面，我們欣賞天主創造的奇偉，另

一方面，其實天主並沒有創造任何完美的東西，好讓我們人類去

學習如何完美成全。（Gabriel C.K. Lam "The Nature ’s Laws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on Sustainability.” 
Green Productivity, Hong Kong Productivity Council, No. 2, 1992.) 

2.3 資源耗用

因此，資源的耗用無可避免定會污染環境的。若假設地球的

資源固定，而耗用每個單位的資源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能夠被量

化，便可利用數學上的拉格朗日乘數（ Lagrangian Multipliers) , 

帶出最適宜的耗用方法，就是每年耗用相同污染量的資源，直至

地球的終結。可是，那日子和那時刻都不是我們所能知道（瑪

24:36 ），故此，我們只可選擇每天盡量少耗用資源。話雖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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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表示我們應當完全停止耗用資源。因此，現漸廣為人知「哥哥

燈一小時」的運動，對我來說，並沒有發放正確的訊息。我們應

當思考如何減少每盞燈的資源耗用量，包括運用有效的管理及更

佳的科技，而非在於關燈停用。

除了注意資源耗用量外，我們亦要考慮所耗用物料的素質，

因為不同種類的物料，會對環境造成不同的影響。現有相當多人

相信，使用塑膠及發泡膠容器，會比使用紙類或玻璃容器對環境

的破壞更大。單從棄置固體廢物的角度來看，這是真確的﹔不

過，若從一個較全面的角度來看，這點在科學上並未得到確立，

因那並沒考慮到在製造紙類或玻璃容器時，所涉及的更多能量耗

損、二氧化碳的排放及其製造過程可能帶來的污染等等。在此，

我要強調，任何本著善意的人造物料，都不應該被標籤為「毒害

環境的」。物料的好壞是無絕對的，我們需不斷學習、汲取掌握

各種物料好與壞的經驗。作為有限的人類，起初以為是芳子的，

或許將來會發現其實是麥子（瑪 13 :29 ）。所以，在選擇物料時，

我們必須避免抱有絕對的心態。

3. 建議取態

天主確賜予人管理一切生物的權柄，因此，我們必須作一個

負責任的管家。人類各種耗用地球資源的行為，如遠行、搬運重

物、建築房屋、大規模種植等需要，會無可避免地對環境造成永

不可逆轉的影響。使用機器以相等於「九隻蛋」的物料耗用來製

造「一隻蛋」的產品，為有些壓力團體而言是荒謬的，但若要餵

養龐大的人口，使用機器便是一種「必須不良的選擇」。不然的

話，每個人便要有足夠的土地和技能，去種植自己所需的食物，

社會亦要從專業分工回到至「周身刀」的情況，難再談得上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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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消閒、關愛的培養。為此，筆者提供以下一些建議給公教

徒：

(a）簡樸謙遜，多生活，少擁有

任何物質的擁有和耗用，無可避免會對環境造成一些傷害。

故此，基於公教徒的非物質價值觀，不奢華，不揮霍，度簡樸謙

遜的生活是保護環境最為基礎的。對擁有的渴求可能出於安全感

的缺乏或貪婪的驅使，是人性化的本質之一，藉信德可望得改

善。基督說：「我來，卻是為叫他們獲得生命，且獲得更豐富的

生命」（若 I 0: I 0 ）。我們必須擺脫對物質擁有的渴求，才能完全

享受生活。說到底，生活所需的其實很少，但生命則要豐富。

(b）盡量有效運用資源，及不斷祈求天主寬恕自己的不足

儘管資源的耗用會無可避免地對環境有負面的影響，但因著

良好意願及愛的緣故，公教徒不應猶豫去運用資源。我們所應做

的，就是在選擇和運用物料時，花多點心思及謹慎，運用良好的

家居管理措施免造成浪費，及選用較先進的科技增加其運用效

益。例如，發光二極管（ LED）能以傳統錦絲燈之十分之一的耗

電量達相同照明。我們叉或可建造較矮小但可容納人數相同的聖

堂，以減少建築物料及日後運作的耗電量。我們或亦可重新檢視

教會的傳統，研究感恩祭中所用乳香的可能替代品，以減低室內

空氣污染影響信友及乳香燃燒。不過以人類的有限智慧，隨著知

識的演進，及更為宏觀的考慮，今天認為是最合適的，他臼或會

變成不再適合。我們人類是會不斷的犯錯，須要不斷祈求天主的

赦免。

(c）不要判斷，包容及善用主賜的才能宣揚環保

正因如此，對於應否每年繼續享受聖誕燈飾，並無絕對答

案。無可否認，聖誕燈飾耗電很多，因此對環境造成各種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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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教信仰與科學下的環保及先生日態度

不過，它們亦為無數家庭帶來喜悅和歡樂，更不斷提醒人們有關

基督降生的歡樂。事實上，除了如一加一等於二這類簡單的問題

外，並沒有對錯，只有不同意見。所謂善惡的抉擇，多不過是長

遠及目前效益的平衡與考量，就如抱病，決定要服食幾多有副作

用的藥一樣，因人因時而有不同意見。身為教友，我們必須避免

判斷別人，因為基督曾經教導我們：「你們不要判斷人，免得你

們受判斷」（瑪 7: 1 ）。對那些不太負責任的污染製造者，我們要

以建設性的態度議價，勸勉他們採用較佳的科技，對其排放更負

責任。要避免使用苛刻責備的言詞，因為極端抗爭是難以化解分

歧。基督經常提醒我們，要機警如同蛇，純樸如同鴿子 0思

10:16 ）。

k士三五
11、口口口

身為教友，被召叫成為先知，並管理天主的創造，深感榮

幸。基於公教信仰及科學自然定律，我們當必愣棄物慾’不奢

華，不揮霍，謙遜簡樸地生活，但亦勿吝晉運用天主創造的物

質，去傳揚祂的愛，也不該偏激輕易地標簽某一種物料，某機構

為不環保。要環保，我們必須夥伴各階層，互相支持勉勵，一方

面力求科技進步，使人享受萬物之餘，能盡量減少對環境造成的

不良影響，並物盡其用。任何物質的耗用，要達至零污染是不科

學的，什麼是適當可接受的污染，因人因時而異，所以我們推廣

闊愛環境的訊息時，切忌主觀激進，並避免使用苛刻責備的字

眼，免得引起對抗，無助建立環保夥伴關係。

聖經記載，基督曾拿著石頭，詢問當時的人，誰沒有罪就去

向罪人投石，那麼，難道我們教友就是第一個拿起石頭投向「罪

人」嗎（若 8:7) ？再者天主的國並不屬於這個世界，所以，我們

I 41 I 



神思第 94 期

不能以鬥爭去建設它的（若 18:36 ）。其實，只有當我們意識到自

己也是罪人時，我們才能成為真正的先知。這樣，就算我們只得

一個塔冷遇，亦能勇敢地去嘗試賺取多一個（瑪 25:14-30 ），因

為我們知道，就算做錯了，只要能坦然承認，天主必定會寬恕我

們的，讓我們繼續再嘗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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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綠識傳人

愛主愛人愛大地
鄭生來

謝謝「神思」邀請我，與大家分享有關「天主教綠識傳人」

(Catholic Messengers of Green Consciousness ）。我首先希望與大

家分享的是我童年的一些信仰體會。

章年的信仰體會

我父親是在我七歲前過世，而我是七歲後才開始對天主有明

確的意識。是我參加了輔祭會，每天早上輔彌撤，開始與天主有

深厚的關係和意識，願意跟隨耶穌基督，向她學習，學習祂的謙

卑和愛心，對祂所講的服務精神，有特別的感觸，尤其要關心貧

窮者這方面。當我在初中時，有一次很明確體會天主處處都在，

不是第一次意識天主處處都在，而是當時體會很深還清晰而明

確。當時我只是望著一塊很普通的草地，但感受夫主的臨在，再

望望天，更感受天主處處都在，亦加深意會天主的「女子」存在著

這片草地裡。我很喜歡大自然的美與寧靜，能夠在大自然裡更深

入體會天主和祂美好的臨現和活力。

當老師和修生期間：重視個人、個人成長和人際
關係

當我當老師時以及後來進入修院期間，我所強調的是人以至

人的個人成長、個人信仰的成長，亦會特別留意心理學在這方面

的提示。人的個人成長，亦會包括人際關係的學習和成長。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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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家庭方面，亦重視個人以及在人際關係中，學習「關係」的真

義及自我的成長、在團體內合作，與團體一起共同愛主愛人，實

踐福音和傳褔音。

約略記得是在 1968 年，我曾到比利時參加了一個「社會學與

宗教」（ Sociology and Religion ）的三週暑期課程，筒中經驗了一

個重要的突破，給我帶來一個更廣更深的幅度。課程亦可稱為

「宗教社會學」（ Religious Sociology 或 Sociology of Religion ）。

社會分析和社會制度（ Social Analysis and 

Social Structures) 

宗教社會學希望探討和分析宗教在社會裡所扮演的角式，在

社會以及社會問題方面，可否起到有效的作用，或正在扮演著怎

樣的角式，起到怎樣的作用。

到了社會的層次，需要認識社會結構的不同社會制度、這些

制度彼此間的關係及運作方式，而在其中會產生什麼後果和效

果。這層次已超出個人成長、人際關係和社會福利的範疇，無論

個人成長、人際關係和社會福利做得怎樣好，都不能徹底理解、

分析和處理這層次的問題。我們可以以施捨的服務，關心貧窮

者﹔我們可以關心社會內的貧窮問題的現象，但不能以這方式深

入理解社會貧窮的「原因」（cause）或「起因」，因此，亦往往造

成未能有效地解決社會貧窮問題。

社會分析，是看當時的社會的經濟、社會、政治、意識形態

和宗教制度的實況和彼此間的互動關係而作分析，更能點出有關

問題的所在，方便找到更有效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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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本主義社會方面，經濟制度扮演最關鍵的角色。資本家

擁有和提供資本和生產工具，僱用工人協助生產，目的為賺取利

潤，再累積資本。這經濟系統會形成社會階級的級別，資產階級

的人會成為社會的上層階級，公司管理層會成為社會中層的中產

階級，而工人會成為低下層的階級。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的權力

分配，很多時是不平均的，資本家和上層階級的影響力較大。資

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會傾向於合理化現有的經濟和社會體制，合

理化利潤為主要目的，而消費主義為增加利潤的重要和必須的方

法。宗教可從以上的分析，作出他們認為是最適當的回應。如果

宗教主要的角色，是放在給信徒心理上的補償作用，這些宗教可

協助穩定社會，而這社會內的主要得益者會歡迎宗教這方面的貢

獻。但以上的社會分析，可給我們看到社會貧窮和不正義的根

源，而可協助宗教考慮作出更合適的回應，俾能面對和解決貧窮

和不正義的問題。如果經濟制度形成工人只如商品一樣，不理會

他們的尊嚴，宗教可提出，這些制度和制度的運作，要「以人為

本」，要尊重工人的尊嚴，不能以工人為商品或機器，更可以要

求這社會制度要變得更公道更正義，利潤要更公道地分配。如果

宗教只停留在給貧窮者作出施捨和社會福利工作，就不能徹底面

對和解決貧窮以及不正義的問題。

社會分析就能協助教會，作出更適當更有效的回應。解放神

學在這方面作出很大的貢獻。

解放神學

我參加了這宗教社會學三週的研討，給我帶來很重要的突

破，就是讓我認識到超出個人成長和人際關係的範疇，而能作出

社會制度性的分析，更能找到貧窮和其他社會問題的根源，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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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作出適當的回應。但事實上，當時的講者所用的語言是法文，

所以我沒有全面掌握全部的內容。幸好我在 1970 年代，有機會參

加和籌辦同類型的社會分析的會議。

拉丁美洲當時亦正在興起解放神學，強調社會正義。我在這

方面的探討，獲益良多。解放神學亦是以社會分析，深入認識他

們社會和社會問題的情況和根源，再作信仰反思，找尋作最適當

的回應。他們當地的貧窮和不正義問題嚴重，而他們與草根階層

共同作反思，找出回應的最好方法。他們強調基督徒基層團體的

建立和共負責任，共同以聖經和信仰作反思共同行動再反思。他

們當然強調人的尊嚴，以人為本，社會正義，教會要站在貧窮者

的一方，與他們認同，優先選擇關心他們（option for the poor）。他

們以以色列民在舊約出谷紀從奴役中得到解放，作為核心反思的

參考。他們希望低下層的人，可以從各種奴役中得到釋放。這當

然是包括從罪惡和各種異化和割離（ali巳nation）得到解放。

解放神學到社會上層為統治者，低下層為受統治者。但他們

也強調覺醒、意識的提升，受束縛者也要從自己的思想習慣釋放

出來。在爭取正義的過程中，有作反思的參加者的意識自然地也

會被提升。 Paulo Freire 尤其在培育方面，特別強調這個意識的培

育和提升（conscientization）。有一點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他提出

上層的統治者，也需要得到釋放，他們甚至可能亦是社會制度的

受害者（victim），而他們還未意識到他們自己的處境和做法有嚴重

的問題。所以社會正義行動，不只是要攻擊統治者，不只是要推

翻他們，更不是要消滅任何人，而是希望不正義的人最終也可達

到覺醒而有所改變。最終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正義和平的社會

和世界，而人人，上上下下，都有份共同參與，共同延續建設一

個更正義更和平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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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取正義的工人領袖，當他們當上老板的時候，他們因賺錢

的困難，反過來也可能會對他們的工人不公，成為新的剝削者。

反對獨裁者的人，也可變成獨裁者。所以在整個過程中，不斷的

反思和多方面多層次的覺醒，是重要的。在社會行動中，亦要不

斷在學習和覺醒，清晰短期目標、中期目標和最終目標，而最終

的目標，是大家上上下下共同的覺醒，共同建設更美好的環境，

可能達不到，但有這最終目標，可防止我們不知不覺地變成新的

剝削者和新的獨裁者。以上尋求的最終目標，是更配合基督徒的

精神。

在以上的不斷覺醒的過程中，解放神學發現，在關心和協助

貧窮者爭取正義的過程中，他們會受貧窮者的！惡化，使他們更體

會和明白福音的真締和意義﹔他們從他們所關心的貧窮者，與他

們一起行動、反思和覺醒的過程中，發現他們由這些貧窮者接收

了福音的訊息而有所改進？更深入皈依福音（evangelized by the 

poor）。這是解放神學其中一個很凸冉的發現和心得。

以上是我在 1970 年代所得到的心得﹔而我仍很欣賞解放神

位主。
+ 

回收物件

我在 1970 年代亦開始作零碎的回收活動，但還未很系統化認

識生態危機及其嚴重性 s

相信是在 1973 年，我在堂區推行回收舊衣服，希望可以運去

亞洲的窮困國家。不知怎的有位外籍船長從那裡得知這個期望﹔

他給我電話，說他的船將到越南，而會以空船而去，所以可幫助

我們免費運輸大量的舊衣服！

1471 



神思第 94 期

我們於是在堂區大力推行回收舊衣服，有不少是很新的。怎

料，船長叉有電話來，說對不起，不能幫我們運送衣服，因為接

到生意要運貨。我嘗試說服他同時運送我們的衣服。他說不能。

我重複問了他好幾次為什麼不能，而他最後給我知道，原來他要

運軍械，而不許同時間運任何其他東西！最後，只好在香港分發

這些衣服。

「天主教綠識傳人」的成立

到了 1980 年代，我開始更全面探討生態環境問題。在 1980

年代末，我準備成立一個天主教綠色組識，問一些青年應用什麼

名字。有一位提出用「綠色傳人」。大家都覺得好。我再想想，

怎樣可以在名字有綠色意識和實踐的含意。最後我們決定改

「色」字為「識」字，就是意識的「識」。在解放神學來說，意

識的形成，是經由生活行為、習慣和所採取的行動所形成。我們

就是這樣定名為「天主教綠識傳人」’英文為 Catholic Messengers 

of Green Consciousness 。

我們設計了一個書簽，表達我們的祝褔與願望，就是：

「祝願香港天主教會，關愛珍惜天主的創造，活出綠色生命

力」。

我們是希望香港天主教會發展成為一個綠識的教會，愛護珍

情天主的創造的教會，全力配合天主在創造內的智慧。

我們亦挑選了新約聖經中羅馬人書 1 :20 來指出，我們深信天

主潛伏著在祂的創造之內，而我們從欣賞和珍情大地，可以體會

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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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天主創世以來，

祂那看不見的美善，

即祂永遠的大龍和祂為神的本性，

都可憑祂所造的萬物，辨認洞察出來，

以致人無可推詩。」（羅 1 :20) 

這是與一些聖人所體會的一樣，就是大地像一本書，啟示天

主給我們﹔從閱讀大自然這本書，我們可達到認識天主，更能與

天主接觸，互動交往和共同創造。

立場﹒方向﹒視野

我們亦以書簽介紹了天主教綠識傳人的立場、方向和視野。

我們第一個信念是很基本的，人心靈深處是「好」的，是天

主放進去的好，是我們一生要學習，讓這「好」浮現出來，得以

發揮。：

「我們深信，人人心靈深處本性是善良的，

宇宙大地，滿盈看好的能量。」

創世紀第一章最強調的，不是人管理大地，而是天主欣賞祂

的創造，每次回望祂的創造，都覺得「好」。這章節重複使用這

個「好」字的次數有七次之多，表示這章節最強調的就是這個。

所以天主教綠識傳人同樣會重視和加以強調，天主對祂的創造的

欣賞和珍惜：

「神欣賞自己的創造，愛惜一切受造物！」（見創世紀

1: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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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天主欣賞和珍惜祂的創造，我們怎能不效法祂’與祂一

起欣賞、珍惜和愛護祂的創造？我們亦重視和讚賞大地的滋養和

奧秘，感恩於天主和大地母親，願意在天主內與宇宙一起演進，

發揮能量：

「天主教（綠識傳人〉’願意同樣欣賞和愛護大自然，

珍惜大地母親的滋養，敬重宇宙的奧秘，

以成恩及贊賞的心情，珍惜生命，

配合宇宙的演進，發揮人內在的潛質。」

我們重視人的整全性，全面重視人的身體、情緒和靈性方

面，不主張對身體有所忽視，更不會把身體與心靈，或物質與精

神，分割開來：

「我們強調，人的整全性，

在於〈身心靈〉的整合，

重視健康生活、健康飲食、運動、

情結平衡和冥想靜心。」

我們視健康飲食，為信仰的重要部分，更看到人與大地和人

與人之問的分割，會影響人產生內在的割離、矛盾和空虛：

「我們看到，現代人基本的矛盾和空虛，

在於內在的割離，

以及與人和大地的分割，

與自己的本質和大地母親，疏離陌生，

失去平衡，自我的價值也變得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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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自己、他人和大地疏離，會使他們失去平衡和巨友之三

值，所以我們希望作出貢獻，在各方面重建關係，在宏觀五吉、

邁向「天地人」合一，在個人方面達至「身心靈」整合：

「我們希望著實，與「自己」、與「他人」、

與「夭』、與「地」重建關餘，

宏觀的「天地人」合一，

從削弱大地承擔耗損的能力，

轉向保護大自然的不斷循環生生不息的可持續性能

力。」

來達到這宏觀的天地人合一，我們需要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

和生產方式的習慣，不再「削弱大地承擔耗損的能力」，而強調

可持續性的發展（sustainability），大地自有的不斷循環生生不息的

能力。

我們承繼祖先的產業而感恩，更要留給後代美好的環境。事

實上，大地的滋養和治療，是為世世代代的人，所以我們可說，

我們現在所享用的世物，是從後代子孫借用的，要好好保管和提

升，不要留給後代一個惡劣而不能好好生存的環境：

「我們願意留給下一代美好的環境，

也讓他們〈身心靈〉有伸展的空間，

與生態環境，有多樣性的接觸、溝通和認識，

建立更深的關餘，共同成長。」

由出生開始，人需要與環境有多方面的接觸和互動，才告整

全地和健康地成長。這包括腦部的發展成長。所以我們強詞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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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尤其兒童，有伸展的空間，要「讓他們〈身心靈〉有伸展的

空間」。

對於香港教會的將來，我們希望綠色環保的意識和實踐，會

盡快成為教會的主流方向、思想和措施：

「我們願意香港天主教會在五年內，

把綠色環保的意識和實踐，

成為教會內的主流方向、思想和措施，

與其他綠色環保、宗教團體人士

共同學習和成長，

高度關愛和重視生態環境，

成為〈綠識的傳人〉」。

愛主愛人愛大地：「愛大地」是「信仰的基要部

分」

到了這 21 世紀的生態危機，我們不能不強調「愛大地」。教

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他的 1990 年的和平文告中，更強調：「今

天，生態危機的情況已到了必須成為每一個人的責任。」（生態

危機：一個共同的責任制5)

教宗繼續提示我們，當我們的視野和胸襟變得更廣闊的時

候，我們會更容易明白和接收到生態危機正給我們的重要訊息：

「當生態危機被放置在尋求社會和平這較廣闊的層面當中，

我們會較易明白與留心地球和大氣層正告訴我們的訊息的重要

性：就是宇宙間有一個秩序必須尊重，而人，被賦予自由選擇的

1521 



天王教綠識傳人一愛主愛人愛大地

能力，亦有重大的責任，為未來世代的福祉而保存這個秩序。我

希望重申生態危機是一個道德課題。」

教宗在以上提出兩點。一、我們必須尊重宇宙間的秩序。想

信教宗其中要提的，是要尊重和配合大自然不斷循環生生不息的

可持續性的秩序和規律。二、教宗肯定指出，「生態危機是一個

道德課題」。如果我們破壞環境，或疏忽關心環境，這是我們在

修和聖事中要告的一項罪，無論是過或失。

教宗繼續指出，關心環境，是每個人的義務和責任：

「即使沒有特定宗教信仰的男人和女人，只憑他們對公益的

責任的敏覺，也明白到他們對一個健康環境的恢復，所需貢獻的

義務﹔更何況那些信仰天主是造物主的男女，因而堅信世界是有

一個明確界定的一致性和秩序，更感到受召去提出這個問題﹔特

別是基督徒明白，他們在創造之內的責任，以及面向大自然和造

物主的義務，正是他們信仰的基要部份（ essential part of faith ）。

因此，他們覺到在基督宗教之間與各宗教之間一個龐大的合作範

疇，正向他們展開。」（生態危機：一個共同的責任制5)

換句話說，教宗提醒我們，愛大地是基督徒「信仰的基要部

份」（ essential part of 臼ith ）。所以在這生態危機的時代中，我們

應加以在各方面愛護大地，而達至愛主愛人愛大地這三方面，務

求全面達到「天地人」動態式的深層合一。

「愛主愛人愛大地」成為香港教會的主流意識和
生活方式

到現在為止 1 香港教會大體上都是以「愛主愛人」為牧民計

劃和檢討的主要準則和參考點，「愛大地」還是留在邊緣。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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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綠識傳人去年的 201 l 年，開始了一個「愛主愛人愛大地」的承

諾計劃，邀請教會成員積極參與。

承諾的內容如下：

「我願意與在場的同行者從今天起，學習積極活出「愛

主愛人愛大地」的基督徒生活方式。」

到現在為止，已有 1,149 人作7這個承諾。這是一個五年的

計劃。我們希望到 2016 年，會有上以萬計的教會成員作了這個承

諾，協助使「愛主愛人愛大地」成為香港教會的主流意識和生活

方式。

我們極力呼籲讀者積極參與、支持和鼓勵。如果人類生活方

式不改變， 2016 年大有可能成為生態危的災難性臨界點（ tipping

point ）。

歷史和團體的觀念：「不再只局限於人」為主

在 1970 年代的一般神學，包括解放神學，他們所談的歷史，

是人類歷史，所談的團體，都是局限於人類團體為主。

生態神學很快就轉到亞西西聖方濟的這種宇宙性親情，以一

切受造物為兄弟姊妹，大地為母親。在他的太陽歌，物質如太

陽、月亮、風、水和火都是哥哥姐姐：

我的天主，願你因一切受造，

尤其因尊貴的太陽哥哥而受3贊美，

他給我們來白畫和光明，

他是美麗的，光輝燦爛的，

至上的主宰，他正象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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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主，

願你因月亮和星辰姐姐而受讚美，

因為你創造了她們在天上，

又光亮、又可愛、又美麗。

我的天主，願你因風哥哥，

因空氣、雲霧、晴天和一切氣候而受言贊美，

因為你藉著他們維持你諸受造的生命。

我的天主，願你因水姐姐而受讚美，

因為她是極有用的、謙下的、寶貴和純潔的。

我的天主，願你因火哥哥而受讚美，

因為你藉著他光照黑夜，

他是美麗的、愉快的、剛強和猛烈的。

整個大地正滋養著我們，也有治療我們的能力，聖方濟稱大

地為母親：

我的天主，願你因我們的大地母親而受言贊美，

因為她養活和治理我們，

產生各種的果實，和彩色美麗的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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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以上的太陽歌，聖方濟有天主欣賞抽的創造的心境，他

的胸襟和情懷使他成為生態主保，是最適合不過，而教宗若望保

祿三世在 1979 年，宣佈他「為推動環保人士的天上主保」。教宗

更指出：

聖方濟「給予基督徒一個真誠而深深尊重受造界完整性的榜

樣。作為貧窮者的朋友和受到上主創造的生物所愛戴，聖方濟邀

請所有的受造物如動物、植物、自然力量，甚至太陽哥哥和月亮

姐姐，給予上主讚美和榮耀。這個亞西西窮人，給予我們震撼的

見證，當我們能與上主和好，我們更能奉獻自己去建設與所有受

造物的和平，這是與全人類之間的和平，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我希望聖方濟的感召，幫助我們能與全能的天主所創造的

一切美好事物，永遠保持活現的『手足情誼」﹔同時也讓他提醒

我們，在那存在於人類大家處中更高和更偉大的手足情誼的光照

下，我們有重大的職責要去尊重和細心看顧這些受造物。」（生

態危機：一個共同的責任制的

十三世紀的聖方濟，早就把團體觀念擴闊到包含其他受造

物，不只局限於人類。所以堂區和學校可擴闊視野，接受有關的

樹木、動物、蝴蝶等，為堂區或學校團體的成員，學習聖方濟能

與天主一起欣賞祂的創造，看到大地各方面的內在「好」’以及

其多樣性的溝通互愛，以及互動配合的奧妙。

團體觀念不只局限於人，而包括一切受造物，大地為一家。

生態神學的歷史觀，也不只局限於人類。人類歷史是以萬年計，

但宇宙歷史是以億年計，估計宇宙是 137 億年前開始的。所以生

態神學是全面地探討有闊天主，更全面、更長遠、更深層探討有

關「天地人」。在靈性方面，更探討宇宙和人類將來更進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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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和演進，人類與字，富的共同提升，而人類在靈性上和意識上

(consciousness ）更進一步的進化和提升。我們留待結尾再談。

我們先談健康素食與信仰和生態環境的關係。

「健康素食」與信仰和生態環境的關係

天主教綠識傳人去年 201 1 年協助成立「香港天主教素食會」

推行素食。我們不是以聖經章節肯定素食，而是從最近三十年的

科學研究結果，發現健康素食是最健康最能夠愛護環境的飲食方

法。然而，我們嘗試探討聖經怎樣談有關素食，實在令我們得到

意想不到的發現。

以往多次研讀創世紀第一章，但往往沒有留意第 29 節！

「天主又說：「看，全地面上結種子的各種蔬菜，在呆

內含有種子的各種果樹，我都給你們作食物」」（創

1 :29) 

原來這章節說成天主安排了我們食素！不但如此，天主也安

排動物吃青草！

「「至於地上的各種野獸，天空中的各種飛鳥，在地上

爬行有生魂的各種動物，我把一切青草給牠們作食

物。」事就這樣成了。』（創 1 :30) 

是否真的這樣？我們不能否認這兩節提出了素食為主，但我

們要看看這兩節的背後意義和指向。以整體聖經而言，我們不能

絕對化這兩節。然而，這兩節與依撒意亞先知的理想國有關連，

就是大地的和睦與和諧，和平共存，老虎與山羊共宿等：

「對狼將與羔羊共處，虎豹將與小山羊同宿﹔

牛績和幼獅一同飼養，一個幼童即可帶嘿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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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牛和母熊將一起牧放，牠們的幼雛將一同伏臥﹔

獅子將與牛一樣吃草。

吃奶的嬰兒將遊戲於唆蛇的洞口，

斷奶的幼童將伸手探入毒蛇的窩穴。」（依 11 :6-8) 

像創世紀 1:30 一樣，獅子都是吃草。是依撒意亞一個表達方

式，來形容所期待有關默西亞要帶來的理想國：

「在我的整個聖山上，再沒有誰作惡，也沒有誰害人，

因為大地充滿了對上主的認識，有如海洋滿溢海水。」

（依 11 :9) 

以上聖經所帶出的啟發，會否提示我們，可以以某方面的素

食導引及邁向天主的理想國？

略過創 1 :30 ，是值得我們以創 l :29 作反思和探討。雖然我們

不能絕對化創 1：妙，我們亦不能否定這章節的存在，而應持續在

這方面經常作點反思。

首先要反思的，是與以上的依撒意亞的理想國有關，我們怎

樣對待動物，有否殘忍對待？大地之間的互動關係有否彼此尊重

的要素包括在內？有否在互動中，共同建設一個更美好的環境，

有否共同得到提升？我們現在的經濟運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否

需要進行一些轉化和改變？

另一方面，我們共同進行悔改時、在大災難的期間或在死亡

的慨嘆中，是否值得考慮進行禁食或齋戒？對身體和心靈都有好

處，更能提升生命和珍惜生命，減少或節制飲食和生活方式的放

縱。教會值得多花時間在這方面的考慮和摸索，給眾教友一些忠

告與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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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們基本上不會用這些章節來作徹底推行和強調素

食。我們會先以這三十年有關健康飲食的科學研究成果作出發

點﹔這會是更適合和更有說服力。

現在一般都承認，過量的動物性蛋白質，會增加體內的膽固

醇、誘發癌症、誘發骨質流失、誘發心臟病和腎臟疾病。所以如

果我們要吃肉類，最好是少量。植物性蛋白質與動物性蛋白質的

功能恰恰相反，會對身體有多方面的好處，會降低膽固醇、預防

癌症和心臟病，以及強化骨質。

一位美國名醫 Dr Joel Fuhrman ，以食物治療，醫好很多人。

他其中特別介紹和提倡這三十年所發現的植物化學物質

( phytochemicals ），而只存在植物裡。這些植物化學物質進入身

體後，會從開始一直保護著體內的細胞，遇到正常細胞，會保護

這些細胞，讓這些細胞保持健康。如果有細胞開始轉壞，這些值

物化學物質會盡力防止這細胞繼續轉壞。如果有些壞了的細胞變

成癌前細胞，這些植物化學物質會保護這些癌前細胞，防止變成

癌細胞。如果有些變成癌細胞，怎辦？這些植物化學物會協助抑

制止這些癌細胞擴散。這些植物化學物質，是像天主對我們一

樣，從頭到尾看守著我們。但我們在進食時，要經常吃有這些植

物化學物質的植物，才可以足夠保護我們的細胞。所以要多吃

素。

在 SARS 期間，有位政府醫生每天在廣播中，呼籲大家多吃

蔬果。她沒有一次提過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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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前感恩？

我們在飲食方面，亦要作信仰的反思。我們最少要做飯前祈

禱，感謝天主，為這些食物的滋養和治療感恩。但我們少留意我

們感恩的真實性，或甚少考慮我們怎樣作感恩，是空洞的或充實

的？如果我所吃的，是對身體不好，增加體內的膽固醇、誘發癌

症、誘發骨質流失、誘發心臟和腎臟疾病，我們能真的感恩嗎？

但我們一般都沒有考慮，只作出感恩，甚至很投入作感恩，但我

們真的能為不健康的食物而感恩嗎？我們可能會避談，逃避作考

慮。但天主會怎樣看這種感恩？我們可以很開心、虔誠，共同唱

得很美麗：

「成謝主，~謝主，

戚謝主在早上，~謝主在中午，

成謝主，~謝主，

成謝主在黃昏時！」

但如果大部分的食物是不健康的，是否感謝天主給我們不健

康的食物？或是我們作了不真實的祈禱？相信基本上不是偽裝的

祈禱，但這豈不是有矛盾嗎？肯定有矛盾，但可能沒有再深思？

如果慕道班導師教了慕道者這樣不經反思而作飯前的祈禱和感

恩，這是負責任嗎？慕道者學了作空洞的祈禱和感恩，或是不對

稱而充滿矛盾的感恩祈禱？

如果我們知道我們正在吃的是對我們的身體有好處，再加上

以心靈和五官進食和祈禱，這是最好不過。先望望正要吃的那片

食物，再嘆一下等等，放進口慢慢咀嚼，吃出食物的美味，嘸下

去時加說句多謝。這是最好不過的飯前經！這多謝亦可以是多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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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感謝天主、食物本身、農夫、烹調者、買食物回來的父

母、（庸人等等。

這感恩的體會，可與感恩祭相連起來。但如果我們吃的是不

健康的漢堡包，我們是感謝不健康的食物嗎？或是感謝銷售這些

食物的食店？而這些食店是否道德經銷，不理會顧客的健康？垃

圾食物己導致很多疾病、這些病症愈來愈年輕化、更甚的是已進

入全球過於肥胖和癡肥的大量增加的危機。估計全球肥胖的人

數，已超過十億人，而他們其中有三億人是癡肥的！而數字正不

斷上升！每年有最少二百八十萬成年人，因肥胖或癡肥而死亡。

難道我們的感恩可以與這些現象配合？

我們肯定無法好好地帶這感恩進入彌撒聖祭。基督的聖體聖

血，是要滋養及治療參加者、教會和人類的身心靈。怎能與對不

健康的食物的感恩祈禱相配合？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基督

聖體聖血的滋養、治療和救恩，應是可刺激和加深我們對大地食

物的滋養與治療的感恩和體會。但基督的體血怎能與不健康的食

物相配呢？對健康食物的進食和感恩，是可協助我們更具體、更

深入、更確切體會基督體血的滋養、治療和救恩。

但不健康的食物和對其感恩，不是對立和矛盾嗎？

John Robbins 指出，有研究發現，吃全素、吃半素半肉類的

和吃肉類為主的人之間的比較，最有爆炸力和耐力的人都是屬於

素食的一組人，其次是吃半素半肉的一組人，再其次是吃肉類為

主的。

多方面的研究，肯定了應以素食為主。對人體來說，蔬果是

最健康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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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教會需要在神學上、信仰上和靈修上作檢討和反思。這

亦可帶來某方面的突破。

健康飲食與健康的環境：「不健康飲食習慣，嚴

重地破壞環境 J

不健康地吃過量的肉類，亦嚴重地破壞環境。

聯合國在 2006 年的一份報告 Livestock Long Shadow -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options （畜牧業的巨大陰影：環境問題與

選擇）指出，家畜每年所排出的溫室氣體是全球所排放的 18%,

比全球全部的交通工具（包括飛機）總排放量的 16%還多。

世界銀行資深研究員 Robert Goodland 與 Jeff Anhang 在 2009

年的研究報告 Livestock and Climate Change （畜牧業與氣候變

遷）指出，聯合國上述的報告有些漏洞，也再加上一些必須考慮

的要素，包括數以億計的家畜的呼吸所排出的溫室氣體，而在各

方面作計算，得出的溫室氣體排放總數量是 51% ! 

中國社會科學院在 201 1 年也有邀請 Goodland 到北享分享他

的研究，他發表的文章為 Environmental Risk and Opportunity for 

China and the World （中國和世界環境的危與機／風險與機會）。

Goodland 提倡全球減吃肉類 25% 。他指出，這是唯一最快最有效

方法推遲氣候變化的臨界點所會帶來的大災禍。但他認為，全球

要減吃 25%的肉類，是很難的事，除非讓大家可吃到有點肉味的

素加工品！

推行吃素，或推行要吃肉類的人每天限自己只吃二兩肉，是

刻不容緩的事，對自己的健康好，以及有效而最快開始解決生態

危機和氣候變化問題已是迫在眉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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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素健康，對環境友善，亦是最容易面對和解決世界的飢餓

問題。

素食與世界飢餓

除即時改善全球食物分配不均之外，改吃素是面對世界飢餓

問題的最有效方法。養一個吃肉的人，實際上可以養活 20 個吃素

的人！

危及人類健康和生命最嚴重的，就是全球的飢餓，每年死於

飢餓的人，比任何其他疾病為多，多的多！全球處於飢餓的人有

最少 9 億 2 千 5 百萬人，即全球每七個人有一個處於飢餓。不是

因為全球的食物不足，而是因為食物分配不均。

每年因飢餓而死亡的人數有 800 萬人（每天 2 萬 4 千人〉

其中有 580 萬（每天 1 萬 6 千）是兒童 ε

全球食物分配更平均，可即時解決飢餓問題 c 吃得健康，少

肉多菜，尤其在食物不足的地區，會有更多剩餘食物，讓更多人

可分享到。所以吃得健康，也可在貧窮和飢餓方面，同時提供很

大的貢獻。

因此，成立香港天主教素食會，是很重要和有意義的事情，

與個人和民族健康、環境的健康和全球飢餓與貧窮有著具體的關

係和貢獻。教會可否鼓勵和推行這種精神和生活方式？

創造香港天主教素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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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有個構思，想嘗試開設一問細小的天主教素食館，全用

有機的完整食物（ whole foods ），不用加工品，而以天主教的信

仰和精神進行，創造香港天主教素食文化！您們估計會否可行？

天主教母乳育嬰會：「給兒女最好的食物」因而

愛主愛人愛大地

天主教綠識傳人在去年 2011 年，亦協助「香港天主教母乳育

嬰會」的成立。

究竟「母乳育嬰」與信仰和神學有何關係？在一般信徒來

說，絕大部份從未想過媽媽餵哺人奶與信仰有任何關係，認為這

只是普通人做的普通事。但再深思時，發現這不只是普通事情，

也是普通事情的偉大事，與嬰兒一生的身心靈成長有著關鍵和基

本的關係。基督降生成人的方式，以及祂以祂的體血救贖我們，

更可帶出「母乳育嬰」的神聖任務和貢獻。

我們會以香港天主教母乳育嬰會三個主保，深度探討信仰、

神學和牧民的意義，更以嬰兒和環境的需要點出問題和需要。

天主教母乳育嬰會的第一個主保’是「懷胎的聖母J 。天主

聖子願意與一般人一樣，在母親腹部內所形成的胎兒而進入人

生，讓聖母以她的體血養活著祂。天主聖子，按天父的旨意和聖

神的德能，這樣做，己聖化了一切的母親，以她們自己的身體和

血氣，養活她們的胎兒。

香港天主教母乳育嬰會第二個主保，是聖母「母乳育嬰之

母」。聖母不僅是以她的體血養活胎兒耶穌，而在誕下嬰兒耶穌

後，更繼續以她的身體滋養著耶穌，即以身體的乳汁滋養耶穌。

為救續我們，耶穌最後亦是交出自己的體血死在十字架上，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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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聖體聖事滋養和治療我們的身心靈。我們可以把耶穌以祂的

體血救贖我們，聖母以她的體血養活和滋養耶穌，放在一起作信

仰的反思，意會天主從始至終都要強調生命得到肯定、滋養和治

療、使生命得以成長和變得更豐盛。基督自己說，她來是為賜生

命，更豐盛的生命（若 10:10 ）。把聖母的懷胎和餵哺母乳與耶穌

愛的犧牲和救恩連在一起，天主這個救贖過程，理所當然亦同時

肯定和聖化了一切母親在懷胎和母乳育嬰的愛和奉獻。

從另一個角度看，我們可以從人的生活裡，拿什麼具體和普

遍的例子，給我們較容易和直接意會基督體血的愛、犧牲、滋養

和治療？相信再沒有比母親懷怡和餵哺母乳更深更廣潤！

母乳是嬰兒最完美的食物

現在己絕對肯定，母乳是嬰兒最適合和最健康的完美食物，

在最初的六個月不需要進食任何其他食物或流質。六個月後需要

加添點固體食物給嬰兒，但繼續餵哺母乳直至兩歲或更長。最初

幾口的初乳更視為最珍貴，不能錯失。為嬰兒，無任何食物可與

母乳比得上，是嬰兒最完美的食物，是由母親以她的身體和生命

所提供的。

母親的身體懂得自行調節，配合嬰見身體的每天每週的成長

和變化，是天主劃造和人體進化的奧妙，更顯露天主的無限智

慧。但過程中，亦需要嬰兒互動的配合和努力。嬰兒努力的吸

頃，給母親的身體適當的訊息，來啟動母乳的製造，而母親的身

體會回應，製造和提供所需的奶。嬰兒努力的吸頃，亦會強化他

的頭骨和肌肉，從奶瓶吸曝是做不到的，因為需要用的力度較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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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餵哺過程中，母親必需抱著嬰兒餵奶。這樣，嬰兒可以

與母親有密切的接觸，同時體會母親的溫暖與愛，增加安全感和

信心。嬰兒。－3 歲與人和環境的互動體會，會建立起他基本的性

格，所以母乳育嬰的這兩年的互動和母愛的體會是非常重要。

我們希望可以在香港教會內，建立起一個天主教母乳育嬰文

化﹔在每個堂區有母乳育嬰的支緩組﹔如果嬰兒有所需要，堂區

團體會接受母親在禮儀中餵哺母乳，每間天主教醫院成為「愛嬰

醫院」（ baby-friendly hospital ）全力支持和方便母乳的餵哺。

天主教永續樂田園

我們與一位很凸出的農失和幾位教友，今年 2012 年成立7

「天主教永續樂田園」（ Catholic Sustainable Garden of Joy ）。在

香港的都市化社會裡，樂田園可給我們機會更全面地體會大自然

和其不斷循環生生不息的可持續性（ sustainabililty ）。

我們希望可以給香港教友機會與泥土有直接的接觸，更希望

是較肥決可耕作的泥土。

人屬土、回歸於土、找回真我、與土和天主結合

成大我
創世紀 2:7 形容天主以灰土和祂的一口生氣，形成人：「上

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孔內吹了一口生氣，人就

成了一個有靈的生物。」

在 The Yahwist ’s Landscape 一書， Theodore Hiebert 指出，這

章節所提的「土」是肥決可用來耕作的土壤（ arable so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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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可以說「人是屬土」，而要留意是屬「肥決可耕作

的土」，不是屬貧膚充滿毒素的士。所以當我們直接與樂田園的

肥決可耕作的土接觸時，我們是回到我們所屬的土，而有很大機

會協助我們，找回自己的真我。

如果我們同時可以在土地體會天主的靈氣和臨現，我們更能

以身心靈體會地和天主，我們的根涼，因而更能找回整全的真

我﹔或更深層地體會自己與天主和大地結合成更深層更整全的大

我。

勞動靈修：祈禱與勞動（ ora et labora) 

到樂回園可與泥土有直接的接觸，是包括翻士、播種、收

割，接觸爬蟲、鳥、蝴蝶、花草樹木、新鮮空氣、太陽、體會生

物多樣性，意會生物的數量不可估計，只一捏在手掌內的泥土已

有 60 億細菌很有系統互動地運行－共高協詞，讓植物可以生長！

樂田園鼓勵參與者在勞動中，學習田園的主保聖本篤的勞動靈

修，亦祈禱亦勞動，在勞動中祈禱，在勞動中體會與大地和夫主

一起建泣，一起共同演進，共同彼此提升。

石油的用盡與龐大企業農場的癱瘓

龐大的企業農場己設計成完全依賴石油，沒有石油不成，因

為各方面都需要使用巨大的機器，為翻士、播種、收割、施肥、

施放殺蟲劑等＝製造化肥、殺蟲劑等等亦是依賴石油。但在 1970

年代，已出現月2育「石油頂峰」的危機，就是石油出產到達頂峰

後，會一直下降，直至不足。石油的不足，會導致那些龐大企業

農場癱瘓，食物缺乏等等的後果不堪設想。石油的危機訊號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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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但絕對依賴石油的農業運作方式，還未開始轉型，到時會太

遲。

細規模的食物林

農業將來的出路，不能再以現有的龐大企業農場的方式經

營，但要更多以不依賴石油的細規模家庭式或社區式經營。最近

出現了一類名為「食物林」（food forest garden）的模式，以七層不

同高矮的果樹、灌木類、攀爬類、根類和地面的植物等，全部為

食物，密度高，野草少，所需的勞動量少，不需要重型機器，收

成亦豐富。

天主教樂田園今年會種一百棵果樹，開始建立一個這樣的食

物林，需要最少四年才能成為成熟的食物林。這食物林可給大家

清楚知道和明白，我們不一定要依賴石油，而農業的轉型是有出

路的。我們同時會鼓勵到來參與的人，我們整個生活方式亦需要

轉型，改變成為更健康，對生態環境更為友善的生活方式。

宇宙基督的十四苦路：

進化論和宇宙論，給我們知道宇宙是在 137 億年前開始，而

正在不斷進化中。死而復活升天的宇宙的基督，是這宇宙的原始

與終結。這宇宙正在基督內演進，邁向天國的成全。我們計劃在

樂田園設計一個宇宙基督的十四苦路，從 137 億年前的大爆炸開

始，到天國的期望和成全，希望可以從整個演進，在最凸出的突

破和提升，如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現、植物、動物的出現、人

類的出現等等，探索天主的奧秘的顯露、創造質素上的提升、基

督帶來的救恩、聖神的催使、人類與大地的進化和提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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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正在成立一個小組，以一年時間探討內容和可行性。

「生態年代」與「心靈意識層」（noosphere)

在現有嚴重的生態危機中，我們已開始進入一個「生態年

代」’一個必需考慮整個生態系的運作和演進，而人在內裡要扮

演一個積極的角色，共同得以提升。德日進也提過一個「心靈意

識層」（noosphere）。有不同的人已開始提出 21 世紀是人類在心靈

和意識上（ consciousness ）正開始達到一個突破和提升。為基督徒

來說，這是達至更接近天主更能相似天主的突破和提升。是值得

留意和學習這方面的發展和提升。我們更不能停滯在自私的自我

之內，也不能不理會大地，不能不理會人，而更要學習愛主愛人

愛大地，更邁向天地人合一的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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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水－火－士：從新加坡天神之后堂的

建築意念看方濟傳統的笠態靈修

伍維烈

會祖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 1979 年，以宗座牧函 Inter sanctos 宣佈

亞西西聖方濟為「促進生態保護者的天上主保 J I 。十年後，他於

世界和平日文告中，他重申：

聖方濟提供基督徒對受造界的完整性之其實和深切敬重的範

例。身為貧窮者之友，獲天主的受造物所愛，聖方濟邀請受造界

的一切一 動物、植物、自然界力量，甚至太陽弟兄哥哥和月亮

姊妹一一頌揚和讚美上主。亞西西的小窮人（ Poverello ）給我們

震撼的見證’當我們與天主和好時，我們更能獻身於建立與所有

受造界之間的和平﹔而這與受造界的和平與所有人民之間的和平

是不能分離的。

我希望聖方濟的靈感將幫助我們，與全能天主所創造的一切

良善及美麗事物保持「手足l霄」的活潑意識，顧他提醒我們，存

在於人類大家庭內更大和更高的手足情光照下，我們有敬重和細

心看顧它們的嚴重職責。 2

從教宗寫的短垣數行字中，他強調了方濟之作為生態學者主

保，乃是建基於從他言行中所展示：方濟如何敬重受造界、他曾

l ﹛聖座公報~ ( 1979 ) ' 15 09 頁。

2 若望保祿二世，（世界末日平日文告） ( 1990) ' 16 段（筆者修譯）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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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受造界的讚美、他致力於人與受造界及天主和平、以及在已

亨、想中所流露的手足情（ frat巳rnity ）。

堂區

新加坡天神之后堂區建於 1970 年，一直是在小兄弟會【方濟

會】管理之下。隨著城市人口變遷及堂區發展，堂區於 2001 年籌

也重建，最後於 2004 年獻主節獻堂。 3此聖堂落成後，獲獎不

少，包括新加坡設計局及城市重建委員會的 2004 年設計年獎，以

及在 2004 年威尼斯雙年展中展出。得獎之原因，當然是設計師團

隊的努力，能夠以賞心悅目的建築語言，回慮案主及使用者的各

百弓告百五
吃具有百玄丈

其中一位負責重建的小弟兄一－John Wong 神父一←他於入

會前有多年從事建築設計的經驗，故他在天神之后堂區的重建過

程中特別用心’務求把會祖聖方濟的生態靈修理念，呈現於教堂

建築群的設計之中。 4堂區簡介的小冊子，作了以下的宣稱：

教堂建築群顯明地是方濟型（ Franciscan) c 建築物及空間的

配合、不論是內外部或細節及大局設計，都呼應了天地人三者的

既動人叉永恆的關係。聖方濟活在這關係之中，對這關係有深切

的醒覺。方濟的言行，表達他體悟一切受造物普遍的神聖性及完

整性，以及他在這包容性手足關係中的地位。 5

1 見堂區導覽小冊子 On Franciscan Ground· A Visitors' Guide. Church of St Mary of the 
Angels (Singapore) N.d 

毛主拉文古巴份內容取材白與 John Wong 神父的商談。

5 小冊子， 2 頁（筆者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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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堂區焦點是聖堂內中央的祭台及領洗池，簡潔地吸引

了坐在圍繞四周的會眾（圖 1 ）﹔在之上懸掛於半空的是愉越耶

穌，看上去同時像聖死叉像復活，使人想起方濟的聖達勉苦像，

也是超現實的同時開眼，也沒有痛苦表情，但同時流血成河，故

名為輸越耶穌。祭台及領洗池，一白一黑，大小相若’和諧地作

為焦點，有如太極兩儀一樣。這焦點之上的耶穌，使人聯想到是

宇宙基督（ Cosmic Christ ），拯救萬有，使大地得到救贖，因為

「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歎息，同受產痛（羅 8:22 ）」，而褔音是

為「一切受造物（谷 16:15 ）」。

T 

圖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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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不但這個聖堂焦點，而是整個堂區的建築群，都以建

築語言，都在闡釋方濟生態靈修。本文就嘗試與這空間美學對

話。

痕跡

在教堂建築群正門入口處，有一個動感的方濟及佳蘭態像：

方濟舉起雙手，右手比左手更高，觸摸著飛行中的鳥兒，頭部向

右上微微抬起，而佳蘭則向前俯身，要採摘奇蹟地在雪地中出現

的玫瑰花。不請這個故事來源，可能還以為是方濟捕鳥。其實若

干故事都是以方濟與鳥為主題。較可靠的薛拉諾的方濟傳記6 ，記

載了一個感人的小故事。

一日，方濟到了接近貝瓦那的一個地方，在該處聚集了很多

各式飛鳥，如鴿子、烏鴉及若干所謂穴鳥者。幾時天主的僕人見

到了牠們，由於他對低級的受造物抱有極度的熱忱與溫良，便將

同伴留于路旁，而喜歡地走向鳥群。及至他相當接近鳥群時，一

見牠們正在企盼他的來臨，便一如常規向牠們致候。令方濟頗感

驚異者，是牠們並不如平常一樣群起而飛走。於是，方濟洋溢著

喜樂，謙虛請求牠們恭聽天主聖言。在他講了許多話後，叉加上

下列幾句：「我的飛鳥弟兄，你們應當讚美你們的造物主，並時

時熱愛他，因為是他給予你們羽毛做衣服，恩賜你們翅子為飛

翔，以及你們所需要的一切。天主使你們在受造物中高貴異常，

使你們居住在清潔的空氣中。你們雖不耕種也不收割，他仍保護

並照顧你們，全不用你們操心。」

6在方濟研究中，薛拉諾著的方濟第一傳記，歷史最悠久，較少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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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鳥聽了這些話，就如同方濟本人及與他在一起的弟兄們所

說的，開始一依其生性，以奇妙的方式表示高興。牠們伸長頸

于，展開翅膀，並張口望著他。方濟則在牠們中間走來走去，他

的衣服觸及牠們的頭部和身體。最後，他以十字聖號降福牠們，

讓牠們各自飛回自己的地方去，方濟與同伴們一路上喜不自勝，

並感謝天主，因為一切受造物都虔誠頌揚並恭敬天主。 7

大門的這個態像代表了所有眾多類似的故事，都是方濟與大

自然的行動。方濟靈修肯定天主的絕對超越，而滿是祂痕跡的生

態系統，就反映了創造萬有的天主。大地母親滿有生命力，孕育

生命，承載生命，但不是女神，方濟的生態靈修亦不是大自然崇

拜，而是崇拜在自然中流露愛情痕跡的那一位。

方濟對所謂的「低級的受造物」稱兄道弟、甚至講道，以及

祝福，是方濟不但能夠在萬物中，看到天主的化工，而且更進一

步的去作互動：方濟對飛鳥加弟兄姊妹之稱謂，肯定自身與受造

物的平等﹔他的短短講道詞中，讚美天主對鳥類的照顧之餘，亦

強調整個生態系統是天主的化工，而生態平衡是要建基尊重天主

創造的秩序以及在各階級的萬物。所以態像所表達的飛行中的鳥

兒，不是逃難的飛鳥，而是肯定了其在天主計劃中位置之後，帶

著祝福而飛行的。

生死

在教堂的空地，設置了一個世界和平花園，亦巧妙地成了地

下骨灰鑫的上蓋（圖 2 ）。這個和平花園的盡頭是天神之后小

7 薛拉諾，（方濟第一傳記） 58 節，（方濟與佳蘭第二集）台北．至潔（ 2001) , 8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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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 使聖母同時面向著生者死者。地下骨灰益及地面的和平花

園，是一個整體 。 地下骨灰龜有若平的天窗，是以不同款式及語

言寫成「和平」字句的彩繪玻璃，透過這些玻璃，上蓋花園的陽

光及樹影，可以照射到骨灰龜內。地下骨灰寵分成若干小房間，

每一個房間都有一個小水池，透過彩繪玻璃反映著天窗外陽光，

也有流水聲音，以致地下的骨灰龜不但不會陰森荒涼，反而充滿

生氣。

圖 2

如此，堂區的骨灰寵及和平花園的融匯在一起 ， 代表方濟傳

統是跨生死、超陰陽的靈修。這樣的生死觀 ， 活現於方濟所著的

（造物讚）（或稱 （ 太陽歌））的一段 ：

我主，願你藉著我們的肉體死亡姊妹而受讚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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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任何活著的人都無法逃脫的。

死於大罪的人是有禍的。

承行你至聖旨意而死的人是有福的，因為第二次死亡將不會

損害他們。 8

環保生活，不只是物質使用或資源回收，而是關乎整體的各

物互惠及生死循環。把死亡視為姊妹的胸襟，表示方濟不但肯定

天主創造萬有，而且相信任何肉體或物質生命的生死存亡，都是

在管治萬有的天主之掌握中。就是這份信念，使骨灰盒以上的花

園所紀念的世界和平，得以實現。

廣場

世界和平花園及教堂中間，是一個鋪石的廣場，名叫 The

Piazza （與英語的 Place 、西班牙語的 Plaza ’源出一轍）。用意大

利語言的稱謂，除了故意要加上方濟的家鄉風味，還可以令人想

起方濟運動在十三四世紀，小弟兄們走遍大街小巷，到城鎮的市

集中央去宣講福音。難怪新加坡天神之后堂，也設置一個戶外的

講道台，也在廣場的當中，設置一個水池，雖然屬現代設計，但

水池是南歇風格的廣場不可或缺的。

方濟生平中有好幾件重要大事，都是在廣場發生，其中有兩

件與生態環保拉上關係。方濟在皈依天主，放棄世俗時，在主教

府的前地，把衣服脫光，與父親決裂。他向父親說道：「直至今

天，曾稱你為父，此後，我可以毫無保留地說：『我們的天父』

8 聖方濟，（造物讚＞ 12-13 節，（聖方濟故事－語錄書契﹜香港．方濟會（ 2006) , 17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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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就是我全部財富，我全心依靠祂。」 9方濟在廣場上所發表

的這句皈依說話，套在生態環保的意義上，更具尊重生態平衡的

意咪。

當人承認天主為天父，就是願意天主旨意承行於地（天主經

內「奉行在人間」原文是 terra ，大地。）而大地上所以呈現的天

主旨意，也許包含了彼此互惠關係中的手足情。當人把天主看作

人心的全部財富時，天主所創造萬有的富饒豐盛，就不會容易被

創富過程中的貪婪所剝削，從而導致生態失衡。況且，方濟光著

身子，揭示了人蒙受創造時的那份單純自然模樣。要達致萬物的

和諧，方濟在廣場的這一幕，不可說沒有其象徵意義。

修和

男外一件較令人津津樂道的故事，是方濟的馴狼記，同樣也

是在廣場上發生的。故事論及方濟如何使古比歐城的人民，與一

隻凶猛的對狼修和。故事的結尾如下：

狼弟兄便如同一隻溫順的羔羊服從了聖方濟。﹝．．．﹞。很快地

這個新奇的事就為全城的人們悉知，城裡所有的人，無論是男的

或是女的，大人或是小孩，年老的或是年輕的，也都群集到廣場

來，為了要看看這只野狼和聖方濟。﹝．．．﹞聖方濟就繼續說道：

「我可愛的弟兄們，你們要聽著，如今站在你們面前的狼弟兄，

已經向我許下，並且也許諾要忠實地和你們講和修好，不再傷害

任何人及家畜，而你們要給它許下供給它每日所需要的食物，在

這個和平條約的保證期間，他會嚴格予以遵守不渝的。」當時全

9 聖艾德，（方濟大傳） 2 章 4節，（方濟與佳蘭第二集）台北至潔（ 200日， 4-l-l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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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人們都異口同聲地許下要持續地飼養野狼弟兄。聖方濟就當著

所有人面前，向野狼說道：「狼弟兄，你已答應他們遵守和睦修

好的約定，你就不能再傷害人，不能再傷害畜類及任何事物。是

不是？」野狼立時就跪下，搖著身體，點著頭，垂著耳，擺著尾

巴，以它能作到的動作，表示願意遵守所作過的和睦修好的約

定。 10

如果凶猛的野狼代表野生大自然，在廣場上方濟使居民與狼

的修和，就代表了為人與大自然和睦共存、和平相處等所作的努

力。不過，有些人認為野！生的狼變得「溫順的羔羊」’以及「持

續地飼養野狼」違反了大自然本來的規律 c 不過，可以這樣理

解：古比歐城之會出現大野狼，不是沒有理由，雖然故事中沒有

交待。用今日生態環保的角度去看，野狼出沒在森林，捕食小動

物﹔在城鎮中出現，必定事有路蹺。可能城裡的人，在森林裡濫

捕小動物，（吏野狼缺乏獵物，才滋擾人類。所以，野狼的正常生

態被搞亂，人要承擔後果，包括了飼養野狼。總括來說，修和行

動的確是方濟環保神學的特色 c

手足

The Piazza 上的圓形水池中央，設置了一個圓形的小平台，

主要是為聖周六晚祝聖新火用。當火臨現在水中央，配合佑大的

空問（空氣）以及石鋪地，就呈現了方濟創作的（造物讚）中的

四個弟兄姊妹：風（流動的空氣）弟兄、水姊妹、火弟兄及地

10 （聖方濟的小花） 21 章，﹛方濟與佳蘭第四集〉台北，至潔（ 2001) , 61-6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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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姊妹。 11方濟的（造物讚〉亦曾經在主教府的廣場上由小弟

兄們頌唱：

及至人們會聚於主教府的迴廊襄時，兩位弟兄便站起身來，

其中之一發言說：「方濟雖然病重在身，仍編寫了頌主歌，目的

是要一切受造物都讚美天主，並使所有人對其近人有所桿益﹔他

請求你們虔誠地傾聽。」語畢便開始昧唱。市長立時站了起來，

合著手，就如同在聆聽福音一樣，極其收斂心神，並注意聽著﹔

不久，他的眼淚奪眶而出？因罵他對方濟極其信賴和鍾愛。 12

方濟的（造物讚〉是一萬優美的禱文，並非邀請萬物讚美天

主，而直接向天王，眾望天主，透過作為弟兄姊妹的水、風、

士、火等受讚美 c 為什麼熱愛自然的方濟，沒有提及任何牛馬雞

羊、也沒有花草樹木等「弟兄姊妹」？原來這四位風水火士之作

為弟兄姊妹，其實是按古代西方哲學中，組成宇宙間萬有物質的

四個基本元素：空氣、水、火及土。這四樣為何是手足？因為創

世的天主是父，所以一切基本元素同是受造物，同是弟兄姊妹。

所以當這四樣成了弟兄姊妹，亦表示宇宙萬物皆弟兄姊妹。配合

夜間禮儀所宣讀（創世紀〉天主六天創造的敘述，更凸顯了基督

的輸越救贖， t丞救了一切受造物，是新的自U造。

稱呼宇宙穹蒼眾生一 不管是否惹人喜愛或討厭的一一為弟

兄姊妹，需要確認天主為萬有之根源，故是「父」，從而便可培

養內心的手足情。這份手足情的呈現，必然是合乎生態原則：因

為手足情由情開始，使人惜物，多4份感恩及尊重﹔若然使用資

1 聖方濟，〈造物讚） 6-9 言行， f聖方濟故事語錄書契〉香港，方濟會「 2006) ' 17 卜
173 頁。

12 （柏路佳傳記） 44 段，《方濟與f圭蘭第三集）台北：至潔（ 200 I ) • 117 頁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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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是在所難免，則必然是合理使用，減少浪費。這就是方濟靈修

一一扎根於創世信仰的手足情一一而引發的環保態度及行動。

十架

到廣場的人，都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十字架形狀，巨型的例如

結合在聖體小堂及鐘樓外牆的立體十字架（圖 3 ），到極小型以

及不容易發覺的十字形門柄。方濟在遺囑說，他這樣朝拜的：

「我們在這裡，並向著普世的聖堂，朝拜你主耶穌，也讚頌你，

因為你以十字聖架，救贖了普世。」 13任何的十字形狀都提醒了方

濟，凡是有十字架的地方，都是主耶穌救恩的可見記號。他不說

「在聖堂內」，而是「向著聖堂」（ ad ecclesiam ），因為有十字

架。

論及十字架及生態的關係，則要回憶方濟在聖達勉堂的禱

文，「至高、光榮的天主，求你照亮我內心的黑暗，並賜給我真

確的信德，堅固的望德，完善的愛德，知覺和真知灼見。主，致

使我能承行你聖善而真確的命令。」 14如果說生態平衡萬物和諧是

天主的創世旨意，那麼如何達致這個目的，按照這篇方濟傳統的

辨別禱文，就是要「知覺和真知灼見」’那的確是生態生活的關

鍵：因為在日益複雜的環境，要如何活得合符生態原則，並不簡

單，必須經過合適的分辨，來作生活中的選擇。

13 聖方濟，（遺囑）（筆者修譯），（聖方濟故事：語錄書契﹜香港：方濟會（ 2006) , 

340 頁。

14 聖方濟，（苦像前禱文），﹛聖方濟故事 語錄書契〉香港﹒方濟會（ 2006) , 15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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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水 火 土：從新加坡天神之后堂的建築意念看方濟傳統的生態靈修

圓 3

報憂

不少人到訪這建築群時，都會受到這個的簡約氣氛所吸引，

顏色方面，是不同色調的褐色 、 米色 、 及黑色配搭 ， 按小冊子簡

介 ，可見的物料都說是 「不昂貴 、 不豪華但悅目賞心」。簡約的

風格所表達的簡樸精神，顯示方濟的貧窮價值。當然 ， 沒有人不

會認為貧窮在方濟傳統中是何等重要 ， 但八百年來方濟運動就正

因為貧窮起了不少事端，會造成多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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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天神之后堂的簡介小冊子裡，有一個不太恰當的比

喻：小冊子把這座 2 1 世紀的建築’類比為亞西西方濟大殿 。 也許

編者要比較兩者是如何肅穆但典雅（ austere but graceful ），但亞

西西的大殿的確曾經是方濟會小弟兄們，在歷史上起爭端的焦

點：方濟會士入住這宏偉的大殿合乎方濟的貧窮理想嗎？

除此之外 ， 聖體小堂外牆用了許多緝瑪璿石，使室內在日間

有自然光，晚上整座小堂變得精瑩通透，漂亮非常（圖 4 ） 。 聖

體小堂，是基督臨在的地方，用寶貴的建材，配合其神聖性，本

來是理所當然，可是方濟會的簡樸精神，卻因此變得模糊 。 的

確，神聖、寶貴、肅穆、典雅如何同時是簡樸？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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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水 火 士：從新加坡天神之后堂的建築意念看方濟傳統的生態蠶修

具體的貧窮，也要合乎生態原則的實踐 c 在教堂內，透過佑

大的玻璃幕牆，室外的自然景觀，與室內的禮儀，融匯一起，視

覺上十分怡情，但因此要使用更多空氣調節，就顯得不環保了。

此外，教堂內有不少的俄羅斯白橡木物料，按建築師的理念，那

是為強調物件的重要﹔白橡木座位是看來很醒目及自然，配合整

個聖堂的生態主題，也提供參加禮儀者舒適的座位，有利於投入

禮儀。可是，按 Rainfor巳st R巳lief 機構的資料，白橡木是在「應避

免採用」之列，因為那是來自瀕危北方森林（ Endangered Boreal 

Forests ）。 15故此，看上去自然感覺的室內設計，並一定就合乎生

態環保原則。實在，方濟的貧窮理想，要在具體生活中呈現不是

容易。

結論

聖事是有形的標記，能夠賦予無形的恩寵，建築師致力於把

設計的無形理念，以有形的建築語言在空間中表達。如果細心解

讀這堂區建築群的設計，便會不難發覺其空間語言，原來正在闡

釋方濟的生態靈修：慶祝天主在創造界中的痕跡、擁抱生死、明

認創世者為父、苦心努力天地人之間的修和、稱兄道弟的手足

I育、以及以十架作中心。

圖片 Photos: Eustaquio Santimano, Cris Mosinoh 

蒙允准訐使用 c Used with permission. 

15 http://www.rainforestre\1eforg1documents/Guidelin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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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樸生活一一生態靈修

區紀復

「簡樸生活」為我不只是一種知識觀念，或理想，更是我確

確實實的生活經驗，甚至是我的生命經驗，就是簡單樸素的生

活。

「生態靈修」即是我慢慢走出來的一條靈性修煉的道路，是

在大自然中，在關1襲人類生存狀態環境的過程中體驗到的靈修方

法。

這「簡樸生活」艾怎麼會與「生態靈修」互相結合在一起

呢？因為我的簡樸生活是在大自然中，在關懷生態環境中實踐

的，所以是一種大自然生態環境中簡樸’有別於在鄉村或都市中

的簡樸。這樣，兩種經驗就能結合在一起了。

「生態靈修」我沒有用「環保神學」來代替或形容。環保是

環境保護，現在已成為流行語詞，有時就容易掉入只是一個口

號，表面化，甚至工作化。神學叉好像太深奧了，聽來嚴肅、高

深，只有那些學者、專家、教授或神聖者才有資格談論和碰觸似

的，需要很多引經據典，而走進宗教的理論尖塔裹，與一般大眾

遠離。也有人稱「宇宙靈修」’這叉好像太高太遠，一般人更摸

不到。

其實一個學工程的人，一個關心社會的人，一個過自然生活

的人，只要有心有興趣，翻翻聖經，不必「研究」’就能找到一

些與自然環境生態有關的章句，由其中可以領悟到宇宙萬物中有

一位創造的主宰神存在，祂所啟示的道理叉遍佈大自然中。在海

邊、山上、石頭、森林、樹木、花草、蟲魚鳥獸．．．祂都存有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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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祂與人的來往互動泰然自若，心安坦蕩，只要人有心有眼有

靈就能看見，感f吾得到。交流體驗，而能影響到人的思想、

態度、行為等，這就是靈修的結果。

「靈修」很容易也會被人誤認為太過神聖而不敢接近，所以

我很快解釋，這是每個人都需要的，在自然生態中的靈性修煉方

法，也就是很多人都容易懂得的「自然修行」。

「簡樸生活」有人認為是以前貧窮落後農村的生活方式，但

是我過的簡樸生活是經過反思省察而心甘情願選擇的，每天每一

生活細節項目都經過分辨取捨而決定的方式。這些反思、省察、

分辨、取捨當然是受到我的一套信念、信仰、信心的影響，這信

念、信仰、信心叉受到大環境的影響而形成。因為是心甘情願的

選擇，就不是辛苦、無奈、落後、無能的結果。我反省的根據是

從現代大自然生態環境的問題引起的，因為現代工商業的所謂

「先進」而造成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污染，而影響，甚至危害到

人類及萬物的生活與生存。叉因為在我的職埸中，塑膠工業就是

製造這些污染破壞的禍首，而心生罪惡感。反思之後就決然遠離

罪惡，離職而回歸自然，在大自然中於是再見到宇宙神聖的美麗

與明淨。所以我才相反所謂「進步」的潮流，而走向逆流「簡

樸」的方向。

這種「簡樸生活」外表看來的確與以前農村貧窮落後的生活

有點相似，沒有多大分別，但是經過自願的選擇就有不同的意義

與內涵。比如，不用自來水而到溪裹或山泉挑水來用，像就以前

鄉村生活的樣子，這是我經過反思之後的決定。我認為現代經過

巨大工程才接管引到家門前來的方便潔淨水，是非常難得的，要

珍惜。可是人一天所用的水中只有十分之一是用來吃喝的珍貴，

其餘大部份即用於洗練、洗澡、沖廁所，實在是非常的浪費，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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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一些說，這是在造業，罪過，所以我決定不忍心用清潔的自來

水沖髒臭的屎尿，而寧願走一段路去擔挑回來，當然因為我們還

有這樣的能力和環境條件。只要是自願的，這就是一種很好的

「修行」方式，在擔挑的過程中用心平衡走路就成了一種「功

夫」，因樂而為之，更是一種「樂修」了。每天，甚至如此長

期實行，而且聯想到上天的恩賜，心懷感激，就是「靈修」了。

珍情用水還有進一步的修行與靈修，就是在鹽寮淨土倡導的

「水修行」。將一個塑膠瓶﹝二下各穿一個小孔，裝了水，

立直來起。水就會由下孔細細地流出，慢慢洗手時就可體會到：

讚嘆水珠閃亮流出，放鬆心情，耐心洗手，靜心淨思，珍惜用水

，感恩天賜，欣賞樂趣，與水共融，對水尊敬，靠水謙卑，保護

水源，見渴贈水，關懷缺水，體驗停水，推廣水修行。這的確是

一種很完美的簡樸節儉的生態靈修。還有，我不用電爐，煤氣

爐，而每天燒仕煮食，這也像幾十年前鄉村的生活方式。電能與

天然氣都是非再生能源，人類使用就要節約。當然，我一個人不

能節省多少，因為大家都如此浪費。另外燒柴會製造二氧化碳，

在都市當然不可。但在大自然中，尤其是偏遠海邊的環境，有很

多花草樹木，它們都需要二氧化碳，而放出新鮮的氧氣給我們，

就達到自然生態的平衡。在海邊與樹叢間，有漂流木有枯枝落葉

，柴火是用不完的。以上是考慮到自然生態的問題。

關於修行或靈修，燒仕煮食就有意思了。生火燒柴是很需要

技巧的，如何節省火能不浪費，要有很好的準備功夫，乾草、碎

紙、樹葉、細枝、粗枝順序疊放，鍋鐘放上，一點火就能燃燒起

來，一點都不浪費，較粗的柴枝燒著了，火勢就能穩定，要延長

火勢就靠薪傅，要火勢暢旺就將柴枝集中，搧風可以助火猛烈，

但要小心，柴枝分散火勢變弱，飯菜煮好了需要主底抽薪才會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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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c 這生火煮飯不單要有技巧，控制火勢要有功夫，用心觀火，

細心反省與人生道理連想就是修行了。如果用仕前有序清潔，用

後乾淨整齊，就還考慮到週圍的環境了。這就是「位前修行」。

水與火都是上天自然的造物，有時會不相容，有時隔開會互

助。如果都以正向，協調方式相待就可提升靈修的層次。水是止

渴溫柔的，火能發熱發光，都是上天的所賜，都有犧牲奉獻的精

神，因此我們都要感恩珍惜，好好善用，好好相待。

「簡樸生活」現在還有很多修行，修道的人在實踐，有人稱

之為「神貧」或「清貧－生活，都是自願宣誓實行的。「神貧」

是願意追求神聖而貧窮 7 神聖太隨世俗，貧窮地刻苦，「清貧」

有點清淨甘心的貧乏，自顧地把物慾放下 c 這些都會得到心靈富

足的果實，但一般人比較不容易進入這境界，而且這神貧、清貧

不一定與自然生態靈修有連結。可是只要由心靈反省，靈性覺悟

之後而主動使生活從簡，因簡而得槳，因樂而成聖，它是自在平

易的，隨心所欲，心甘情願，不必受苦的。

「簡樸生活」是任何人都可以實行的，沒有多少艱難，也沒

有一定的標準方式，在大自然、在鄉村、在城市可以自由自在地

過。因周圍生活環境會有些不同的樣貌，也會因身份、地位、工

作環境的差異而有不同的層次。其中日同的原則就是自己要經反

省、思辨而作出取捨、抉擇，在日常生活中要什麼？不要什麼？

要如何過活？尤其是對物質的追求、擁有、需要，願意簡單一

點、樸素一點、降低」點、放棄一點、減少一點就好，沒有多大

深奧的理論，也沒有多難的取捨。但是這反思與取捨要確實靠自

己，而不是只聽別人的意見、說話，更不要受媒體商業廣告各種

的誘惑。其實這與貧富也無直接關係，純粹是自願選擇的一種生

活方式，「有錢時要節儉用心，無錢時要創意用腦」’就可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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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最後當然是：追求、需要、擁有愈少就會穫得愈多自由、快

樂、平安。

「生態問題」的產生是因為近代人類的生活工業化後，製造

出大量的工業產品，大量工業產品需要促銷就借助誘人的商業方

法，商業促銷是以慾望引誘的廣告來推行，這誘惑常是超過人類

基本生活的需求，因此就造成大量的浪費。這些工業產品大量、

便宜、方便，就易使人貪心’貪多貪快，用完即棄，隨手亂丟，

或貪新棄舊，不珍情，而成為現代比例越來越多的都市人的不良

生活習慣，也成為鄉村人學習模仿的榜樣，美其名日現代、進

步、新潮、其實是奢侈、浪費、有害人的身心，更害自然生態，

這就是消費主義的不良後果。

現代的工業產品，包括食物，大多是化學合成或經化學過程

處理的。加上農業也工業化，也大量使用有毒化學農蔚、肥料

等，對大自然生態環境，甚至對人類身體都有書處，因污染、破

壞而造成生態環境的問題，甚至越來越嚴重而成為危機，全球生

態危機。所謂：空氣污染、水土污染、森林消失、臭氧層破洞、

沙漠化、沙塵暴、動植物滅絕、溫室效應、全球暖化、氣候突

變、海洋上升、低地消滅、淨水缺乏、糧食不足，加上人口暴

增，問題一層層的出現，嚴重性一波波的加強，而成為全世界及

人類共同的危機和災難。大自然在抗議，大地在反撲！

要減少或消除這些現象及災難，和減輕危機，首先就要降低

工業、農業的產量，減少使用化學蔚品及方法，減少為了供應大

量肉食工業而飼養的動物。現代的畜牧需要消耗非常大量的農產

食物和化學莉物，使人的糧食不足，食物不健康，還製造大量的

嚷氣污染。人口的控制也是有其必要的。如果世界要往這些方面

努力，就是「簡樸生活」的方向了。以個人來看，就要節制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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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望，甚至盡量素食，減少消費，購物，擁有，富者助貧，欣賞

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娛樂，知福感恩，惜褔蒙恩，祈求免災．．．

這慢慢就接近進入生態靈修了。

「生態靈修」首先要反省人與自然生態的關係﹔人是宇宙萬

物，所有受造物中最後一個出現的，這根據聖經和科學研究是一

致的。人不是自然生態的主人，而應是共生共存和諧的伙伴。人

要靠大自然才能生活生存，大自然沒有人類的影響，反而不會受

污染破壞，人在自然生態中生存，就要對大自然尊重、愛護。人

可能有較多一點智慧，但只能用於管理上，而不應該用在破壞

上。所以「江山為主人為容，人要謙遜，尊重自然」。

各民族、各文化、各宗教都有很多與自然生態共存的智慧、

觀念和修行方式，可隨喜隨興隨緣去學習。

在鹽寮淨土，在自願用心的「簡樸生活」中就有很多細節項

目是與「生態靈修」有關的，下面列出供大家參考與分享。. 人生退省：停頓、放下、清境、避煩、靜默、反思、分辨、
抉擇、定志、計畫、行動、堅持、祈禱。重點特別放在天地

人合一的生態上。.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汲泉而飲，採野而食，名利於我何有
哉！. 無姻則清，無酒則醒，無賭則勝，無毒則寧，無肉則強，無
欲則剛，人何所求！. 擁有愈少愈自由，放棄愈多愈富有，慾望愈低愈解脫，信心
愈高愈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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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惜與修：惜食惜衣既要！昔物惜緣更惜福，修身修行還要修心
修性且修靈。. 吃喝拉撒睡都是鍛鍊’行住坐岱勞皆可靈修。. 素食：利己利他利環境。. 斷食：可以淨心修靈，產生無服力量。. 彎腰撿菜： 1昔物惜福，謙卑，為人除業。. 仕前修行：順序起火，扇風助燃，同心火旺，薪傳延續，柴
散火弱，抽薪安息。用心觀火可反省，細心用仕是修行。. 環保第一課：愛護生態環境，由吃飯餐桌開始。. 雨水酸兮沖廁，泉水清兮濯縷。. 水修行：讚嘆、放鬆、耐心、靜心、珍惜、感恩、欣賞、共
融、尊敬、謙卑、保護、分享、關懷、體驗、推廣 c. 物盡其用：情物惜褔﹔發揮自lj意，化腐朽為神奇。人丟我

撿，人棄我用，地上無廢物，世上無廢人。. 膠袋修行﹒物盡其用，還要用心處理修行。. 道在垃圾：它不是垃圾，是資源，物適其用，道在其中。. 日日是好日，天天皆晴天：常常開心笑，時時樂歡顏﹔事事
正面想，人人積極行﹔世世有幸福，代代享太平。. 能放下，就自由。. 從善所欲，來去自如。. 愈少愈自由，樂修在鹽寮。

1901 



簡樸生活 生態靈修

這簡樸生活就是身心靈平衡的一種整合方法。單純在大自然

中的「生態靈修」也有不少的方式，而且還可以用詩詞對聯來表

達這些意境，這樣在生態中的靈修就更為美而樂了。. 黎明即醒，坐禪定神，靜坐修行，天人合一。. 迎日操：旭日東昇’迎日體操，誠心謙遜，讚美興高，感恩、
放下，以愛相報。. 立石修行：岩上立石，信心定志，平衡耐力，重點堅持。
大石尖可立，堅毅白不疑，人生只短暫，天地永不移。. 淨灘溯溪：赤足淨灘，撿右漂木：涉水登山，溯溪探谷。. 人為污染，盡量清除﹔自然現象，讓它自由自在。. 和好操﹒由，心出發，自己內外和好，與近人和好，與自然和
好，與上天和好。. 靜觀萬物心自得，仰望天際靈性通。. 淨土﹔爭身淨心淨靈，淨思淨念淨情淨慾。. 在大自然中體驗造物的偉大，在萬物中體驗宇宙的和諧，在
共同生活中體驗人與人之間的互愛互助共融，達到天地人合

一的境界。. 心淨本性現，水清月影明﹔彎腰傲氣降，素樸慾望停。. 身是塵間樹，心似百花臺，正念惟一轉，花樣美塵埃。. 右中見世界，花草現夫堂，滴水惜無限，大海悟永恆。. 大海波浪壯，無需交響曲，靜聽無賴音，敲擊自多餘 0. 登高迎日出，岳石送夕陽，徒步行山徑，沐浴海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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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日出，充滿希望﹔夏天沐浴，洗練身心﹔秋高氣爽，適
宜登山﹔冬天賞雪，遠眺群宰。. 木石非人各有性，人非木石應多情。. 明月正當頭，人生難遇求，寒夜海風襲，仰面可參透。. 天主像雨，濕潤每個人的心靈，天主像雨，演奏出美妙的樂
章。. 大海無垠，天主無限，只好相信，溶入天主的愛中，才能體
會天主的偉大。. 天地人合一，萬物歸主，宇宙大愛。
這生態靈修綜合起來包括：自然頓悟，自然樂修，正向靈

修，然觀祈禱，生態熟想等，就是天地人合一的道路。最後簡樸

生活與生態靈修連在一起更是一條樂修的途徑。

請參閱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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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永續發展的生活態度 簡樸、節約、情福，〈教友生活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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