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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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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商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州 510320) 

摘要：基督教作为西方文明和精神基础的重要来源之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曾经深深影响了西方人对大自然的基本态度 

和行为取向。基督教中的上帝恩威并施，确立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地位。带有原罪的人类，必须诚服并执行上帝所说 

的每句话、每件事情。然而，为了取得人类的诚服，基督教在强调了上帝对人的偏爱的同时，却显出了对大自然的随意和漠 

视，而且还是大自然成了被逐出伊甸园的人类要经历的艰难困苦的象征。而作为基督教教义的《圣经》记载了这一切，并从 

几千年前就开始影响西方人的思想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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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类一样 ，基督教 中的全能而且无所不知的上帝也避免 

不了要犯错误。《圣经》给予了人类高于自然的地位，把自然放 

到了人类 的对立面 ，使 自然失去了本来圣洁神秘的力量。这种人 

类与 自然对抗的态度，虽然促使了科技的发展 ，但是也成为环境 

恶化的根源之一。 

首先，在基督教里，上帝在造人之初就赋予人类高于自然的 

权力，人类从此对自然没有了任何道德的约束。在《创世纪》中， 

上帝利用五天时问就凭空造出了一个世界，先是天和地，然后是 

光及各种生物，而～切仅仅出于他的一句话。他说“要有光，于 

是有了光 ”oD 而人类的出现则显得格外特别。在第六天，“上帝 

根据自己的模样造 了人，先是男人，然后女人。”(《圣经 ·创世 

纪》)他根据 自己的模样 ，用双手以泥土捏出了亚当，接着捏出夏 

娃来陪伴亚当。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记述道：“上帝在亚当 

的鼻孑L里吹气，使他有了生命，人便活了，有了灵魂。”上帝造人 

所花的心思和功夫，远远胜过造其它事物所花的心思。《圣经》 

想用这些来说明上帝对人类的偏爱。而且，上帝特别赋予人们高 

于自然的地位。在《创世纪》第一章中对第六天的描述：“主上帝 

又说‘一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做个帮手做伴。’于是，主上帝用 

泥土造了各种各样的飞禽走兽，把它们带到人的跟前，让人给它 

们起名字。人开口叫了它什么，它以后就叫什么名字。”上帝还 

用他至高无上不容质疑的语言明确规定了人类的地位，“你们要 

多养儿女，让他们遍布大地，并且统治世界。管理海中的鱼，天空 

中的飞鸟，大地上一切的走兽。”在这里上帝明确规定了人高于 

自然，自然要受人管理。 

原文中“replenish”和 “subdue”在希伯莱原文中分别是“ka— 

bas”和 “rada”，其本来的意思也分别是“trample”(蹂躏)和 
“

exploit”(剥削，剥夺)(王诺，2003)。这一切使得基督徒们相 

信，人类从祖先时代，就从上帝那里拥有高于自然、主宰自然的权 

力。 

《圣经》作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一本书，几 

千年来，已经影响西方思想文化数千年。西方人已经习以为常地 

认为人类高于自然 ，所以历史上 ，对于砍伐森林 ，滥杀猎物，从大 

自然随心 欲的索取一切，这种做法渐渐走到 了不可收拾的地 

步。 

最后一只巴巴里狮子、美洲海豹都死于人类猎枪之下。还有 

更多未能提及的证据，都有力地说明人类如何频繁地掠夺、破坏 

大自然，从而使得多少种群因为人类活动而灭绝——因为对于 

西方人来说，他们拥有上帝让人类凌驾于自然之上的允诺，几千 

年来他们不认为这么做有什么不妥。即使当今一些西方人呼吁 

从自己曾经愚蠢的行为中觉醒，保护大自然，维持生态平衡，还后 

代一个更好的生态环境等种种行为，仍然体现着以人类为中心、 

自然为我所用的思想，而不是平等的对待自然，尊重自然。 

其次，在《圣经》中，上帝时常用自然灾害惩戒人类，从而把 

大 自然放到了人类 的对立面，引发了人类和大 自然 间的竞争关 

系。似乎上帝不太有耐心，很容易发怒。如果有人胆敢挑战他的 

话语权，违背了他的意志 ，只能遭到他无情的惩罚 ；而他惩罚人类 

的方式，总离不开犬自然。例如，亚当、夏娃本来被安排在伊甸 

园，过着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可因他们违背上帝的意愿偷食 

了禁果，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到了荒郊野外。而这荒野，因为上帝 

的意志，将会“遍布荆棘”。亚当和夏娃必须开始在这布满荆棘 

的土地上辛勤耕作，才得以糊口生存。大自然在伊甸园里短暂甜 

美的形象从此不再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自然灾害，一个险恶 

的未知。大自然成了将要被人类征服的对象。上帝惩罚人类的另 

外一个办法就是制造各种自然灾害。《圣经 ·出埃及》中记载， 

为了帮助以色列人逃脱埃及法老的奴役离开埃及，上帝连续对 

埃及制造了洪水、虫灾、蝇灾、冰雹等自然灾害，连尼罗河水都泛 

着红光，鱼虫全死，河水腥臭无比。(《圣经 ·出埃及》)。同样在 

《圣经 ·创世纪》中，上帝因为看到世界昏朽腐败、道德败落，就 

发动一场大洪水来“净化”世界。“我要用大洪水毁灭地上一切 

的生灵，大堤上的一切都要灭绝。”大水泛滥了40天，150天后才 

退去。除了预先得到消息的诺亚一家及诺亚遵循上帝嘱咐挑选 

的各种生物，其它一切全死于洪水。(《圣经 ·创世纪》)这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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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虚构故事，但是记载在《圣经》这样颇有影响力的书里，使得 

西方人对大自然渐渐形成了抵触情绪。 

显然，这种对大自然的抵触情绪促使西方人与大自然进行 

多方位竞争。早在洪水之前，诺亚为了逃脱洪灾，在上帝的授意 

下制造了一艘方船，即“诺亚方舟”(Noah Ark)。这是《圣经》中 

第一次有记录的人类对抗大自然的行动。诺亚方舟仅仅是这无 

休止的抗争链中的第一次。17世纪初美国清教徒就认为美洲原 

始荒野等待他们去开垦、征服。对他们而言，把美洲荒野开垦成 

第二个伊甸园，既是上帝对他们的考验，也是他们的神圣使命。 

怀着这个信念，他们和周围环境进行艰苦不懈的斗争，使得荒野 

变成了居所。其间，不知道有多少森林被砍伐，连土著人都被追 

杀，更不用说动物种群了。甚至连哥白尼日心说的发现，也是为 

了证明是上帝给宇宙制定的规则和定律。(毛丽娅，2002)这从 

一 个侧面说明，人类科技的进步，也是从与大自然竞争和对抗中 

出现的，而对西方文明来说，是上帝赋予了他们这样的权利。当 

科学和科技结合后，自然被大规模的破坏了。环境退化是这种人 

类与自然竞争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最后，为了更稳固上帝唯一的一神论，《圣经》撕碎了大自然 

本来的神圣性，使人类对大自然更加冷漠。《圣经》虽然极力塑 

造上帝神圣伟大全能的形象，可是这位上帝还是显得有些心胸 

狭窄。他不许人们崇拜其他的神，也迫使人们背离祖先对一些动 

植物图腾崇拜的习俗。在古代，很多民族相信每一山川河流、每 
一 草一木都有 自己的神灵守护，后世把这种文化归结为泛神论 

思想。当人们要砍伐树木或者拦河筑坝时，他们通常会祈求神灵 

的谅解。(何怀宏，2002)然而，《圣经》中的上帝却痛恨这样的泛 

神论思想。上帝为了让人类顺从，有章可循，就托摩西从西奈山 

的会见中带回了他的十条诫律 ，这也成了后来摩西律法的基础。 

在这十条诫律中，前两条就特别强调了上帝作为神的唯一性， 

“我是唯一的神，是我带你出了埃及，摆脱了奴役。除我以外，你 

们不许信仰其他的神。”(《圣经 ·出埃及>)因为违反了这一戒 

律，以色列人就遭受了兄弟相残的痛苦。《圣经>这么写，是为了 

证明上帝对于那些忠于他信奉他的人的喜爱及上帝全知全能、 

不可挑战的权威。凡是诚信于上帝者，死后必然会入天堂，而不 

会在泛神论的生命轮回中变成树或者草或者石之类的东西。因 

为《圣经》无法替上帝解释，花草树木飞禽走兽等等自然界这些 

生物，如果有灵魂，那么它们死后，灵魂将皈依何处。于是信仰上 

帝的人便渐渐对自然界失去了敬畏之心，因为对他们而言，有全 

能的上帝的保护就足够了，只要顺从上帝的意愿，他们死后会升 

到天堂，无需再对自然界心存敬畏。他们不再为捕杀猎物、砍伐 

森林感到内疚或罪恶。上帝才是他们唯一信仰的神，是上帝给了 

他们支配自然的权力。 

如上述分析，《圣经》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人对自 

然的态度和行动，人和自然并不是作为平等的地球居民而存在。 

人们缺乏对自然的尊重，以一种对抗的态度和大自然竞争，从大 

自然中掠夺。这和影响西方几千年的《圣经》不无关系。如今， 

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使人们反思自己的行为。我们必须放弃这 

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平等对待大自然，尊重它，爱护它，才能 

改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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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36页)一方面，要消灭造成不合理的人与自然关系的不 

合理的社会制度，只有消灭了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才能实现 

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指出：“共产主 

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 

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 

决。”[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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