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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的生态思想

毛丽娅

提 要：《圣经》认为宇宙万物和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是美丽、有序、和谐的；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世界万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人负有管理万物的责

任；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是人类犯罪的结果，“原罪”引发了最初的生态危机；耶稣基督救赎的范

围包括自然界；《圣经》以恢复人与神的正常关系为中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以此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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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是基督教教义、

神学、教规、礼仪和节庆等的依据。面对现代生

态危机对西方基督教会的挑战，促使神学家们对

生态危机、基督教传统伦理观进行深刻的反思，

也促使基督教神学家更深入地思考上帝、人和自

然的统一性。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形成了颇

具影响的神学流派——生态神学，又称绿色神

学。他们从各自的神学传统出发，对《圣经》进

行重新诠释，从生态平衡角度阐述上帝、人、自

然三者之间的关系。诚然，基督教生态思想以．

《圣经》为基础，目前学术界对此研究薄弱，本

文拟对《圣经》蕴涵的生态思想进行探讨。

一、上帝与自然

《圣经》认为宇宙万物是至高无上、全知全

能的上帝创造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旧

约》认为字宙万物被造出之前，不仅具体的物质

不存在，而且连抽象的观念也不存在。只有上帝

和他的“道”及他的“灵”。上帝通过他的“道”

来创造一切。根据《创世记》，上帝在“六天”

之内创造了天地日月繁星、山川树木、鱼虫鸟兽

以及人类。

基督教继承了犹太教传统，保留了犹太教关

于世界起源的看法。《新约》不仅强调耶和华上

帝的创造，而且认为仓Ⅱ造是由“三位一体”的上

帝来完成的。《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道与

上帝同在。万物是藉着他造的。’’。耶稣基督说：

“我与父原为一”， “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

面一。“道成肉身”是上帝在耶稣身上显示他自

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

有恩典，有真理。’’④基督教这种圣父、圣子、圣

灵“三位一体”的上帝观本身，表明了上帝从本

质上是互相联系的，也意味着上帝是在相互联系

中实现其自身。

宇宙、人、万物是上帝爱和智慧的成果。自

然是“上主智慧的化工”，以及他的美善的临在。

一切受造之物都是上帝凭着他的爱和全能从无中

创造的。《智慧篇》说：“仁慈的上主!你用你的

言语，创作了一切，以你的智慧造了人，使他统

治你所造的万物。”@“上主的化工因自己的话而

完成，他的教训是他恩宠的作为～。由于世界

上的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因此，对它们拥有所

有权的是上帝而不是人。《申命记》说；“天和天

上的天，地和地上所有的，都属耶和华你的

神。，，。“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一。上帝是

超乎世界之上的，同时又在世界之内。人类社会

和自然界都是上帝的杰作，其发展变化均是上帝

意志的体现。《圣经》认为世界在时间上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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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也有一个终结。这个开始随着上帝的创世

而开始，这个终结则随着耶稣基督的末日审判而

结束。基督徒既相信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并委

托人类照看大地，又相信上帝终有一天会重新创

造“新天新地”。

其次，上帝创造的世界是有秩序的。《圣经》

认为上帝创造了自然界，并以“一定的尺度、数

目和衡量”⑦安排着自然界的秩序。“神造万物，

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一。早期教父圣奥古斯丁

(St．Augustine)曾多次引用这句经文，并在不

同的场合解释了“度、数、衡”的秩序。这本身

表明自然界是有规律的，只不过在《圣经》里，

这些自然法则的设定者是全能的上帝，万物是受

上帝“永恒的法律”支配的。 《训道篇》认为

“事事有时节，天下任何事皆有定时：生有时，

死有时，栽种有时，拔除有时～。作为人，“应

该敬畏天主，遵守他的诫命，因为这是人人的义

务”。

第三，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和谐的。“上帝看

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起初上帝创造的是一

个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世界。上帝把人放在自然

当中，上帝“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

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至

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

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它们作食物加。自然

成了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伊甸园则是人与自然和

睦同居的象征o。《德训篇》赞美上帝说：“他的

一切化工，是多么美妙!”“一切都是成双成对

的，他所造的圆满无缺。物各有所长，互成其

美。，，。“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

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

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楼阁中浇灌山

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

给六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

能得食物，⋯⋯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

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汁浆。雀鸟在其

上搭窝。至于鹳，松树是他的房屋。高山为野山

羊的住所，岩石为沙番的藏处。你安置月亮为定

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造黑暗为夜，林中的百

兽就都爬出来。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卧在洞

里。人出去作工，劳碌直到晚上”。上帝的受造

物遍地充满，“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

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行走，有你

所造的鳄鱼游泳在其中～。不难看出，上帝所

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有陆地有海洋，有山有水，万

物生长其间，鱼虫鸟兽各得其所，人们劳碌其中

的和谐世界。宇宙万物的创造是基于上帝的仁

爱，这也难怪在《圣经》中，人们对于上帝创造

的世界之完美、和谐充满了感激以及对那创造者

智慧的赞美。

二、上帝与人

根据《圣经》，首先，人是上帝创造的，人

是受造物。在创世的第六天，上帝说：“我们要

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o于是

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出人类的始祖亚当，将生气

吹在他鼻孔里，于是，亚当有了生命。上帝在东

方的伊甸建造了一园子，供他居住。“耶和华神

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其上的果子好作

实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由于人是上帝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因此，人又有

别于其他自然受造物，上帝把造出的各种飞鸟、

走兽，带到亚当面前，亚当逐一为之起名。上帝

觉得亚当独居不好，决定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

他。当亚当沉睡时，上帝从他身上取下一条肋

骨，造成一个女人，这就是夏娃，二人结为夫

妻。上帝给了人自由，“并赐给虔敬人智慧”o，

但人一旦有了自由，就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

任。在《圣经》里，不是上帝使人类的始祖亚当

堕落，而是亚当自己选择了不听上帝的禁令，偷

吃“禁果”而犯罪堕落。上帝在亚当堕落的同时

使亚当知善恶，这表明上帝造就了自由的和有认

知能力的人，人因犯罪而与上帝疏远，唯独上帝

的恩典才能得救。

其次，上帝不但创造世界，而且还实行神圣

的拯救世界和人类的计划。基督既是神，又是

人，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提摩太前书》说：

“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

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o上帝既是创世主，

又是救赎主。在《圣经》看来，上帝既创造世界

和人类，又护佑世界和人类。在《旧约》中，上

帝的护佑主要跟以色列人的解放联系在一起；在

《新约》中，上帝对人类最大的护佑体现在上帝

派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通过在十字架上的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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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为人赎罪，从而使人与上帝复和。

第三，《圣经》以神人关系为中心，其他关

系从属于这一关系。无论是《旧约》，还是《新

约》，都是从神与人的关系出发来建立是非、善

恶的准则。不同的是，《新约》超越了《旧约》

狭隘的民族界限。耶稣对使徒们说：“你们往普

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o。上帝与人的关系

成为普世的神人关系。“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

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人基督的，都是披戴基

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

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

了～。这使基督教很快走向世界，成为世界性

宗教。

不仅如此，《圣经》中这种以神人相和为基

础的神人关系，在《旧约》里是以律法的形式固

定下来的，并由先知来宣示和解释。在《新约》

里，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所体现的

爱而另立新约，使人因信耶稣基督而恢复与他之

间的正常关系，得以称义。“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第四，“爱神”与“爱人”是统一的。“爱

神”、“爱人”是基督教统括一切的最大诫命和人

生追求的目标及价值。耶稣指出：“要尽心、尽

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

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

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o耶稣

认为：“这样行，就必得永生”o。“爱神”体现

出一种纵向的超越与升华，是人超越自我的努力

和追求；而“爱人”则代表着一种横向的关怀与

关联，是人际之间的交流和共融。“圣爱”乃上

帝通过耶稣基督而表现的一种神圣之爱、绝对之

爱和至高之爱。这种爱是给予的、无条件的、普

遍的、绝对的；这种爱，在《旧约》所展示的上

帝“创造之爱”与《新约》所呈现的耶稣基督

“受难之爱”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基督教的这种爱来自于上帝的启示和恩赐。

在新约时期，正如对上帝的认识集中于对基督的

认识一样，对上帝的爱也体现在对基督的爱上。

爱人是爱上帝的表现，人们彼此相爱，使上帝的

爱在人们中间得以完全，最终达到爱上帝与爱人

的统一。保罗对基督教爱的伦理，作了充分的阐

发，保罗认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

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

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在信、望、爱三

主德中最大的是爱。

三、人与自然

《圣经》认为，宇宙万物和人类都是上帝创

造的，上帝创造的世界是美丽、有序、和谐的。

首先，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是人类赖以

生存的基础。在《圣经》里，上帝用地上尘土创

造亚当以后，把他安置在伊甸园里，从此，人与

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血肉般的联系。也正是人与

自然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当亚当、夏娃偷吃了

“禁果”后，在上帝的宣判中，自然也就殃及了

大地，上帝对亚当说： “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

诅。”而且即使“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

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o“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

口～。这样，人与大地，与自己的生存环境之

间形成了既相互依赖又相互作用的关系。该隐杀

亚伯后，上帝对他说：“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

上。’’。人“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一。人不过

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依赖于大自然，上帝说：

“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

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由于人是

照着上帝自己的形象造的，因此能代表上帝管理

地上万物，耕种土地。亚当、夏娃被逐出乐园，

“耕种他所自出之土～。《以赛亚书》也说：上

帝创造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一。

上帝是仁慈、公义的，上帝希望人们过和平安居

乐业的生活，“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

自长，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

园，吃其中的果子”o。《罗马书》说：“神既不

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

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旧在《圣经》里，

自然万物的命运与人类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同生共存。《传道书》说：“因为世人遭遇的，兽

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

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

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

魂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从生态学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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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这段经文在某种意义上蕴涵了人与万物平等

的思想。

其次，在世界之初，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谐

的。伊甸园里绿树成荫，有绿草、流水、飞鸟、

走兽⋯⋯亚当、夏娃住在伊甸园中，与恬静的大

自然相依为伴，生活得自由自在，但他们没有智

慧，“赤身露体并不羞耻”o。而且这种和谐并不

是无条件的，它建立在人类遵从上帝旨意的前提

下。人类犯罪而受到惩罚，也影响到了受造界

万物。

人的忠诚所带来的祝福也由大地和万物分

享。但其前提依然是要遵行上帝的律例，谨守上

帝的诫命。上帝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

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土

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

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

得饱足，在你们的地上安然居住。我要赐平安在

你们的地上，你们躺卧，无人惊吓。我要叫恶兽

从你们的地上息灭，刀剑也必不经过你们的

地。，，。“我要在净光的高处开江河，在谷中开泉

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人

要在旷野种上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和野橄

榄树；我在沙漠要把松树、杉树，并黄杨树一同

栽植。’’。《何西阿书》说：“当那日，我必为我

的民，与田野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地上的昆

虫立约。又必在国中折断弓刀，止息争战，使他

们安然躺卧。”@这里既体现出自然界的和谐，也

包含着社会的和谐。应该说这是上帝的初衷，也

是上帝至善的显现。总之，在《旧约》中，神与

人、自然的和谐关系的建立和维持是以谨守遵行

上帝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服从为其前提

的，《申命记》中多处提到“遵守诫命必蒙福”。

在《新约》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对自

然的责任反映在《罗马书》中，两者都在等待着

成为神的儿女。“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

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

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

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

人与自然界其他受造物有着同样的命运：“我们

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

两者都依赖希望，《罗马书》说：“我们得救是在

乎盼望。旧“在人和造物界之间存在着一种痛苦

和希望上的团结。”o《启示录》描述终末的景象

时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

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筵

席。’’’o显然，赴上帝“盛宴”的不仅包括人，

也包括各种动物。当人被拯救时，其他受造物也

会被拯救，并成为“新的受造物”。《哥林多后

书》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如果人给了上主

应给的光荣，如果罪人成了一个新的人，那受造

物的革新也能够发生。”o

第三，世间万物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在《圣

经》里，万物是上帝智慧的化工以及他的美善的

临在。《德训篇》说：“上主的一切化工都是美好

的，到了时候，必然供应它们的需要。你不应该

说；‘这一件事，不如那一件事’，因为一切事物

在适当的时候，必有它的特长。”o宇宙万物本身

具有内在的美善和价值。人类不是受造界的主宰

者，而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人类不承认和尊

重自然的本性，就不会有真正的平安与幸福。在

基督教看来，世界的中心并不是人而是上帝，是

上帝的国与他的荣耀。神圣智慧所规定的计划是

万物的尺度，是人与整个受造界的标准。遵从上

帝的计划就等于爱上帝、爱人以及爱自然。

第四，人负有管理万物的责任。由于在所有

的受造物中，只有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上

帝赐予了人理性和智慧。《马太福音》也认为人

比飞鸟贵重得多o，因而能够代表上帝管理地上

万物。《诗篇》说：“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他

却给了世人。’’。上帝在造人以后，“耶和华神将

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上帝委

以人类管理自然万物的重任，“使他们管理海里

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

爬的一切昆虫”。

“上主用尘土造了人，又使人归于尘土；给

他限定了日数和时期，赐给他治理世上万物的权

力～。然而，人们对自然万物的管理并不是随

心所欲的，在这里，人类是受上帝之托管理万

物。人对受造界的管理是“以圣德和正义管理世

界，以正直的心，施行权力”。基于此，人无

论如何都不能成为无条件的统治者，不能按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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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去处置一切。上帝对人的自由也是有限制的，

人只是上帝的代理人和管理者，“地球并不是人

的财产，以致他能独断地开采利用⋯⋯谁统治，

谁就应为其属下负责；因此，统治也包括对受管

者的照顾～。这就意味着就自然界而言，我们

不仅仅要服从于生物学的规律，也必须遵从道德

规律。

四、“原罪”与生态危机

基督教认为每个人都有罪。在创世之初，人

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受造后住在伊甸园中，过着

无忧无虑的生活。后来受蛇的引诱，违背了上帝

的禁令，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犯下

了滔天大罪，结果被上帝逐出乐园。这一罪过株

连后世子孙，成为人类苦难的根源。这即是《罗

马书》中所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了罪

人。哟人类因始祖犯罪而无法自救，于是，上帝

圣父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替人类赎

罪。这样，《圣经》认为唯有相信和依靠救世主

耶稣基督的“救赎”，才能获得“永生”。

亚当、夏娃偷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违

背了上帝的旨意，其后果是严重的。从此人与上

帝的关系疏远，失去了上帝的祝福，地以及地上

万物也未能幸免。“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

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o。神与人、人与自

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不复存在。由于上帝是全能

的，它既可创造世界，也可毁灭这世界，“降雨

在地上，赐水于田里。’’。他可以使各处粮食缺

乏，他可决定不降雨，可降瘟疫，可倾覆城邑。

“在收割的前三月，我使雨停止，不降在你们那

里；我降雨在这城，不降雨在那城；这块地有

雨，那块地无雨”@。正是因为上帝“他打破，

又缠裹；他击伤，用手医治”。因此《圣经》说：

“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

罪的根源与人违抗上帝旨意密切相关。由于

人类触犯了上帝的诫命，偏离了上帝的原意而终

被逐出乐园，这罪不仅影响了人类，而且也影响

了自然界。人与上帝、人与自然的关系至此恶

化。从神学的意义上，正是由于人类的“原罪”

破坏了人与上帝、人与人、人与自然原初的和

谐，引发了最初的生态危机。从此以后，恢复伊

甸园的景象就成了人类追求的伟大目标。

罪从始祖违背上帝的诫命而进人世界，痛苦

灾难也随之而来。不久，亚当、夏娃有了儿子该

隐和亚伯，嫉妒和仇恨使该隐杀了亚伯，这种骨

肉相残在《圣经》里是亚当犯罪的结果，也是人

与人之间关系不和谐的开始，当然这绝对不是上

帝的本意。罪的本质是拒绝遵守上帝的旨意，拒

绝接受他建立的秩序。结果是无序、痛苦和灾难

随之而来，这是人与上帝分离的结果。在旧约时

期，先知们明确地断言：以色列子民因不断犯

罪，破坏了与上帝之间的和谐关系，不仅仅对人

是如此，所有受造界都要受苦。“如果说人不与

上帝和平相处，他也会把这种和平的否定带入他

的环境之中”。

总之，在《圣经》中，“罪”意味着人与上

帝的疏离状态；“罪”意味着人与上帝的失和。

保罗说：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

耀。’’o其结果居“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使

人失去平安自由，有了痛苦、灾祸及死亡，自然

万物与人类有着同样的命运。保罗认为自然的不

完善和痛苦是人犯罪的结果。因此，自然界从

“灭亡的束缚”中获得解救也同样与人的得救

有关。

五、上帝与人、自然“复和”

上帝与人、自然关系的“复和”是通过耶稣

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实现的，而救赎是上帝爱

的恩典，救赎的范围包括自然界。

在《圣经》里，人的“原罪”单靠人本身的

力量是不能获得救赎的。得救来自于上帝的恩

宠。《约翰福音》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

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

永生。’’。神藉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拯

救人类脱离罪恶，跟他恢复了正常关系。“我们

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

和～。基督救赎的范围包括自然界。《罗马书》

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

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

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服在虚空之下，不是

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

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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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

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

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侯得着儿子的名分，

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旧说明受造之物切盼等待

上帝之子的显启。生态神学家莫尔特曼(J．

Moltmann)认为这段经文以先知方式宣告了世

界在未来蒙求拯救的希望。这一解释在今天被扩

展为对世界从生态破坏中得到救赎的希望o。著

名神学家保罗·蒂里希(P．Tillich)也认为，

如果没有自然的救赎，就没有人类的救赎，经文

中的“受造之物”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一切生

物。《圣经》以恢复人与神的正常关系为中心，

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恢复是以此为基础的。上帝

的仁慈给予所有的人和宇宙万物，尤其是给予那

些穷苦的、被压迫的和无家可归的人。

上帝与受造物之间的和好过程是藉着耶稣基

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他也

“藉着他而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

与自己和好了”，这标志着人神之间一种新的

关系的建立。“一切都是出于神，他藉着基督使

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

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然和好，不将

人类的过犯归到自然的身上”o。这是上帝的恩

典。尽管这种和好是一种承诺和邀请，还没有成

为充分的现实，但是，如果“天上地上一切所有

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一，这承诺就会变

为现实。

不难看出，当人类失去乐园后，全部《圣经》

都围绕恢复神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展开，耶稣基

督为人赎罪，恢复了神与人、自然的正常关系。

因为整个宇宙万物的平安、和谐是上帝的旨意，

也是上帝的初衷。上帝创造万物的本意不是灾难

与痛苦，而是和谐与喜乐。耶稣传扬的福音不是

战争与仇恨，而是平安与爱心，使徒谆谆劝勉的

也是平安与公正，是人类在失乐园后为之奋斗的

目标。从生态学的角度看，追求神与人、自然万

物整体的和谐始终是《圣经》的主旋律。耶稣降

生时天使歌唱：“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与上帝，在地

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耶稣降世是要拯救

世界，他拆毁了人与上帝中间隔断的墙，使人与

上帝和好，进而实现上帝、人、自然的整体和谐。

在《圣经》里，人与神和好是人与人、人与

自然和好的基础。人若违背上帝的命令，与上帝

的旨意背道而驰，就必然陷人罪恶的深渊。反

之，人们只要遵守上帝诫命，信“福音”，不仅

能得“永生”，而且神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

系就可以永远维持。人与人和好也是人与上帝和

好的重要条件，如果人们不爱看得见的人，又怎

能爱看不见的上帝呢?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

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

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

礼物。’’。保罗、彼得等都谆谆教导人们要和睦相

处，“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

去作。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一。所

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

事”o，“仁爱和平的上帝必常与你们同在一。

六、“伊甸园”、“新天新地”与理想生态环境

“伊甸园”、“新天新地”都是《圣经》中构

设的神与人、自然和谐无间，生态环境佳美的理

想境地，是所有生命的意义和目的。根据《创世

记》，上帝让人类始祖亚当生活在伊甸园，这里

环境优美，“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

那里分为四道。’’。四条河流穿园而过，园内绿树

成荫，佳果满园，赏心悦目。有鲜嫩的蔬菜可作

食物，有潺潺的流水，青青的芳草，鲜花盛开，

小鸟飞翔，到处是和睦的景象。只因人类犯罪，

才失去了乐园。

促使上帝与人、自然“复和”，恢复乐园，

是基督救赎的目的，也是基督教对人和自然的终

极关怀。基督教认为，由于上帝的爱和恩典，通

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为人类赎罪，恢复了

人与神的正常关系，预示人类必将恢复乐园，进

入一个“一切都更新了’’。的“新天新地”。《圣

经》中“新天新地”又称“神的国”、“天国”。

经过末日审判@，信仰上帝并遵从上帝诫命的人

将永远生活在天国里享福，而不信上帝并受其惩

罚的人将被放入地狱(烧着硫磺的火湖)受苦。

“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

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

圣洁”o。

“新天新地”是神、人、自然相处和谐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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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之地。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新天新地”的

一个重要特征是在动物之间、动物与植物之间、

动植物与人类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比和谐的关系。

“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

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

伤人、不害物～。《以西结书》也说上帝“栽有

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

在枝子的荫下”。

新天新地也是一个人、社会、自然和谐的理

想境地。人们“永远欢喜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

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

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人民安居

乐业，“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

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

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

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o。“但愿使人有盼

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

心，使你们藉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o《圣

经》中的“新天新地”是人与上帝合一的理想状

态。进入“新天新地”的人已是出死人生，他们

幸福快乐，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灾难、痛苦，

人与万物各得其所，与上帝同在，共享幸福欢

乐。正如《启示录》所说：“他们不再饥、不再

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o“上帝的帐

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

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上帝要

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

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最高层次的和谐既包含自然界的和谐，也包含个

人和社会安定、人类社会的和谐。这正是基督徒

对“上帝之国”，一个公正的、和平的、和谐一

致的世界的基本期待。

总之，《圣经》所蕴涵的生态思想是丰富的。

特别是《圣经》强调神、人、自然整体和谐的思

想，以及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共生共存，

人负有管理万物的责任等思想，对于强化现代人

的生态意识不无裨益。《圣经》中的上帝观，它实

际上包含着一种自我控制的思想，这在某种程度

上可以抑制人在处理与自然关系时的随心所欲，

进而自觉地尊重自然、尊重生命，从而维护生态

平衡。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人与自

然关系的危机，因此，挖掘各种传统文化，包括

基督教《圣经》在内的生态思想资源，重新调整

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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