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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環境主日參考講章(一) 

作者：陳慈美老師-生態關懷者協會 

 

成為台灣的祝福 

 經文： 

「天是耶和華的天，地，他卻給了世人。」（和合本） 

「天，是耶和華的天，地，是伊互世間人者。」（台語漢字） 

詩一一五篇 16節 

「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夜，就永不停息了。」（和合本） 

「地猶佇啲(iau-ti-the)的時，栽種收成、寒熱(koan-joah)、冬天(tang-thin)

夏天(he-thin)、日暝攏無歇。」（台語漢字） 

創世記八章 22節 

 

 啟應文：第 3 篇（詩篇第 8篇） 

聖詩：6 主耶和華是我牧者 

65為著美麗的地面 

308聽見救主出聲啲叫  

 

 

正視時代挑戰 

歷代基督徒向來關注所處世代的重大課題，並把它們融入信仰生活的概念

中。如今，面對地球衰敗的事實，我們再也不能只作消極性的反應，而是要積極、

主動的關懷環境。 

萊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牧師於《宣教中的上帝》1一書中便強調：  

1 環境保護，源自於人對上帝的愛，以及對上帝命令的順服 

2 環境保護，我們對祭司與君王這個職分的實踐 

3 環境保護，檢視著我們傳福音的動機 

4 環境保護，透露出教會的先知性 

5 環境保護，體現了聖經公義與憐憫的平衡。 

 

創造是重建宣教的鑰匙 

    早在 1975年，宋泉盛牧師便於《創造是重建宣教的鑰匙》2書中提出一個非

常具前瞻性的觀點：我們當務之急，是要從創造的角度，重新思考宣教工作。正

視全球化的趨勢，把「創造」、「道成肉身」以及「歷史」三者結合起來。 

                                                 
1
 萊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著《宣教中的上帝：巔覆世界的宣教釋經學》2011校園出版社

（The Mission of God: Unlocking the Bible’s Grand Narrative, 2006） 

2 宋泉盛《創造是重建宣教的鑰匙》2008教會公報出版社（Christian Mission in Reconstruction: An 

Asian analysis,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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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倫理學之父羅斯頓牧師（Holmes Rolston, III）於 2004年和 2008年兩度

拜訪台灣，一共在台灣停留達到十週之久，兩次訪台期間，羅斯頓牧師都留下了

珍貴的分享與教導。其中，最讓人得激勵的便是他提醒的：聖經的「救贖之約」，

是以「創造之約」掀開其序幕。而且提到：聖經的信仰是跟「土地倫理」並存的。

在聖約裡，進入應許之地的基本要件，是人必須遵守上帝公義與慈愛的誡命3。

他更透過詩篇 23篇來詮釋聖經的土地倫理。 

 

受造界的美善 

我們如何對待大地，其實正反映出我們對創造主的態度，以及我們對祂的啟

示和命令的在乎與否4。創世記一至二章六次宣告神的創造是「好的」，第七次甚

至宣告這一切都「甚好」。受造世界的美善，就見證了創造它的上帝，反映出神

美善的屬性（詩 19，29，50：6，65，104，148；伯 12：7-9，徒 14：17，17：

27；羅 1：20）。聖經說：「欺壓貧寒的，是辱沒造他的主。」（箴 14：31；17：5），

由此我們當警慎：「破壞大地或使它退化的人，就是阻撓它反映、榮耀創造者的

能力。」（啟 11：18 你敗壞那些敗壞世界之人的時候…到了。） 

換句話說，假如我們與環境的關係沒有因基督信仰而不斷改善，我們就不可

能是耶穌的門徒。 

 

以受造界為念的門徒 

上帝把世界賜給我們，讓我們有「居留權」在當中生活，但我們不過是「房

客」，是客人，應該要好好對待祂的產業，以簡單的生活模式見證我們具有以受

造界為念的生命觀，並從下列幾方面呈現對受造界的關愛5： 

W（Worship）對神的創造充滿敬畏 

O（Openness）對神所說的話保持開放  

R（Rootedness）在神安置我們的土地上扎根  

S（Sabbath）遵守安息日的休息和合宜的休閒方式 

H（Hand-on）動手參與 

I（Integration）整合所有的關係  

P（Prayer）為神的國度禱告 

    這個世界是神創造的，神將這個世界託付給我們，我們必須以負責任的態度

使用它和關顧它。以永續的方式生活，就是基督徒對神的敬拜和對呼召的回應。  

 

在芬芳的泥土上建立美麗的台灣文化 

布克雷（Dave Bookless）牧師於 2015年 11月 20-22日在台北的講座中，特

地為台灣的聽眾製作一張投影片，指出基督徒參與生態關懷的六大面向，也以 

                                                 
3 Dieter T. Hessel《生態公義：對大地反撲的信仰反省》(After Nature’s Revolt: Eco-Justice and 

Theology) 第七章「野生動物與荒野地」羅斯頓著 
4
 Dave Bookless《耶穌的環保學》2015 校園出版社(Planetwise: Dare to Care for Our Planet) 

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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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作為這六個句子的起頭： 

Take the bible’s teaching on creation seriously! 正視聖經有關創造的教導 

Adapt our lifestyles to live simply and sustainably 生活方式轉趨簡樸與永續 

Inform ourselves on science and ecology 認真學習科學與生態新知 

Witness – use creation care in evangelism傳福音的內容涵蓋關顧受造界 

Act alongside others in projects & campaigns支持與投入他人的環境計劃和運動 

Nurture disciples of Jesus – the Lord of Creation培育認識神是受造界之主的耶

穌門徒 

    這些提醒，正好呼應了生態保育之父李奧波（Aldo Leopold）的洞見：「為了

文化的傳承和歷史的延續，我們必須維護土地保有健康運作的機能。」6
 這正是

台灣在關心和論述環境議題時，所欠缺和需要的深層視野與動力。 

 

成為台灣的祝福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在第 44屆年會的決議中通過，將每年六月的第一個

主日定為「環境主日」，以配合全球的「世界環境日」7。台灣的第一屆「環境主

日」自 1997年開始，每年在環境主日前，由長老教會總會提供「環境主日」的

相關文宣或講章給各教會使用，到今年正好是第 20屆。環境主日的訂定，也使

得長老教會成為台灣教會中，最早將生態關懷正式列為教會事工的教會。教會新

一代的教會領袖們，當繼續努力，提升和見證我們是具有先知性信仰的教會，以

致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帶給整個社會與國家健康、永續的影響力。 

    在剛慶祝完長老會在台宣教 150週年的此刻，期待各教會開始以「後宣教

150週年--關懷受造界（Creation Care）」作為教會的新願景，鼓勵信徒獻身，參

與關懷受造界，投入維護生態環境健康的行列。 

更期待台灣各地的教會，都能夠回應上帝在這個時代的呼召，一起攜手參與

醫治身邊面臨崩潰的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重新建造和諧與公義的環境關係，以

及人倫關係，讓基督徒與教會在這個世代，成為台灣社會的祝福！ 

 

                                                 
6
  Aldo Leopold《沙郡年記》1996 天下出版社(A Sand County Almanac, 1949) 

7
 聯合國於 1972年 6月 5日至 16日首次於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人類環境會議」並訂 6月

5日為「世界環境日」。另一個與環境有關的重要節日 4月 22日「地球日」乃由美國一群大學

生於 1970年發起，呼籲人類共同重視地球環境，並由林俊義教授引進台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