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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環境主日參考講章(二) 

作者：李盈賢牧師（台南中會歸仁教會） 

主題：好環境使人興旺 

經節：創世紀八章 15-22節 

 

一、前言 

    有一片原本蔭綠草皮因著失去水份而漸漸枯黃，不懂花卉摘植的我試著日日澆水，

日子一週一週的過去，突然在一場大雨之後，單薄的草地茂密了起來，呈現出綠意盎

然的姿態，當我看到這樣的場景，確實給了很大的鼓勵，也漸漸的對這樣的事情感到

興趣。 

綠能或是再生能源一直到是台灣討論的議題，為的是要避免台灣生態環境陷入「又

枯又荒」的險惡處境，隨著季節的轉變每個議題都不同：梅雨季節不下雨討論「水資

源」、選舉到了討論「核能與環境」、冬天到了討論「霾害與空污」…等等，這還不包

括 環評的因素與政治問題。 

台灣環境議題就像草地，柔弱需要被照顧，更需要健康的討論，當環境惡劣失衡

的時候，枯荒的不是台灣環境本身，戕害最深的還是自己的人民。每年六月是教會與

社會對於台灣環境紀念主日，然而環境健康並非只有台灣，畢竟自然界是沒有國界的，

或許一次或二次的主日並不能改變明天環境正義的問題，但就像澆水一樣，一次又一

次不放棄的禱告如同澆水，當上帝再次將滋養大地的雨水落下的時候，萬物與人心都

將會更新，並且獲得應有的盼望與祝福。 

因此，我們不能小看每年一次的環境主日，基督徒的禱告力量可以是由內而外，

從自我的反思及至外界的影響，環境主日對基督徒而言：第一、提倡對世界環境議題

的重視，看重屬於自己國家的環境各種問題。第二、環境主日教導的年齡往下延伸，

讓下一代及早認知台灣與世界所遇到的環境困境。 

    提倡環境主日最大目的仍是在於獲得更多人的禱告，盼望我們台灣環境議題可以

得到正向解決的能力，讓上帝的愛與恩典在台灣永不停息，今天我們遇到許多環境危

機仍然可以安住，這代表危機尚未成為真正的反撲，而四面環海的台灣擁有許多自然

資源，是個蒙福的國家，但停止傷害環境資源已到了不得不的地步，禱告更是為了翻

轉人心不再傷害，並給予環境資源喘息的空間，讓下一代的台灣人可以繼續安然居住。 

 

二、本文 

1、環境健康是養育的基本 

    近年來台灣社會對於環境議題已經逐漸抬頭，在十年前美國前副總統高爾不斷向

世界喊話關於全球暖化的效應問題，2006 年更是推出《不願面對的真相》（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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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onvenient Truth）論述工業化與全球暖化的關係，及至影響人類生存的嚴重性，

在影片剛出來的時候，大多數的人幾乎把影片內容看作為「科幻片」那麼新鮮，對照

這幾年的氣候異常、極端氣候以赤道降雨帶北移等問題，幾乎影響著多數國家的境內

問題。 

    沒有健康與正確的環境討論態度，等於輕忽環境永續傷害的嚴重性，別忘記我們

還有下一代，把台灣環境弄壞了就不是任何政治理念或是經濟力量可以挽回的，唯一

能停止對環境的傷害，最快的方式就是人類什麼都不要用！但這是困難的，因為生存

是人類所需要的。 

    因此，把環境問題的各樣知識更深的普遍化，才能真正推動環境健康的主要任務，

我們與下一代必需真確認識如何善用環境與環境中的各種知識，才能培養自己面對環

境受傷的事實，也才能擺脫政治力的解釋、商業力的解釋、選舉語言的偽裝，環境不

能等候別人解決問題，若心存方便之心，永遠等候，那環境惡化是必然的。 

    環境健康了才能談下一代的天空，環境若是失衡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下一步失序

的將是國家、社會與最小單位的家庭。如今水與電已經是台灣社會中最重要的資源，

無論是工業用水、農業用水或是家庭用水對於台灣而言皆不缺乏，而取水的便利性更

是簡而易之。而電力系統從台灣進入數位社會之後，停電幾乎是動搖社會的大事，不

能斷電的台灣是否擁有不斷電的環境能力，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自主性去認識的知識與

議題。 

    健康討論環境問題，不能等停水、停電的時候討論，因為那時候的討論除了攻擊、

卸責、模糊問題之外，所有的討論都不能讓你繼續有水喝、有電可用。我們要討論的

是如何使用水資源、能源資源，缺乏正確使用與正確瞭解能源的來與去，如何能夠正

視環境裡的有限資源以及過度耗竭的各種問題。 

 

2、永不停息的愛 

    今天的經文中，上帝應許 22節說：「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夜，

就永不停息了。」強調出人需要如此的安全環境得以生存，而這樣的環境條件因著上

帝的愛緣故賜下，使人類可以在各種惡劣自然環境中或是戰爭中，仍然可以渡過許多

危機，都是因為上帝維護了一個不失序的自然環境，應許地能生長、空氣有水、冬夏

分明、日夜不斷，這樣的恩典正是所有人們無論在生理上或是生存上都是需要的。 

    我記得從小到大第一次在 2017 年 12 月第一次在台南過了不用穿冬衣的聖誕節，

不用穿冬衣度過 12 月對個人而言印象難忘，限於知識的緣故我們很難理解到這到底有

多嚴重，而我們忘記多數的國家包括台灣正在嚴重侵蝕上帝所給予的愛，讓永不停息

的恩典逐漸成了不再感謝的理所當然，除了耗用再耗用外並沒有用相等的愛回應上帝

的恩賜，使得環境陷入異常的時候多數人仍然不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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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賜愛，而我們有責任圍繞在上帝愛的周遭，而不是拆毀了上帝所賜的祝福，

土地的愛與情、水的滋潤以及空氣的美好，這些原本都是好的，由於經濟因素導致工

業污染，流向土地飄向空中，連水與海洋都遭受污染之害，海中的魚、水中的蝦、空

中的飛鳥，在全球食物鏈中我們人體健康更是直接受害，這樣的傷害使人們看不見上

帝起初的愛，只看見醫療單上的各種藥物、治療方案以及病痛的苦楚。而人們自力救

濟的方式就是，自行種植沒有農藥的蔬菜，自備空氣濾清器獲得健康空氣，連水都必

須透過濾水器才能免除水管污染問題以及各種水污染的傷害，這些自保動作更讓人忽

略上帝原本的祝福，也讓人在貧富差距中更顯出自掃門前雪的重要性。 

     

三、結論 

    環境受害之後，真正蒙害的除了環境，更包括我們人類自身，不再相信上帝愛的

能力與存在，不再仰賴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也懷疑獲得每一份食物中的含毒量是檢出

還是未檢出。我們沒有時間取笑人們的愚昧，真實的禱告人心回轉停止惡待環境當然

是首要，然後如何給予下一代健康環境、真正面對環境討論不閃躲以及重新建構與環

境共存的健康生活法則，這些我們所知的太少，當然能做的就更少了。 

    親愛的朋友們，你我皆離不開自然環境的仰賴，環境失衡、汙然、不再為你我效

力，這都不是上帝起初的愛與心意，我們目前要做的就是學習停止你我周遭的環境問

題，邀請人一同停止，並且多學習環境相關的知識與議題，讓環境主日後的我們，多

一份對環境的使命，也多一種給予健康環境做下一代禮物的心志，因為這樣給予的愛

起初來自於上帝，我們有責任把愛與為台灣環境禱告的力量繼續下去，讓主上帝的恩

典永續在台灣內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