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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美之處 

       ─詩篇 16：1-6 

   

聯合國於 1972年訂立 6月 5日為世界環境日，1992年台灣一群基督徒面對

台灣生態環境的困境，成立了今日的「生態關懷者協會」。1997年我們總會訂每

年六月第一主日為「環境主日」，今年的環境主日恰巧與 6月 5日世界環境日同

一天，更喚醒眾教會和全世界共同重視環境種種的問題。 

我們所居住的地球是上主美好的創造，我們是否如同詩篇 16篇，詩人讚美

說：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說：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第 2節)。

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悅的 (第 3節) 。換句話說，我們生

活的環境是在上主創造範圍之內，它充滿著奇妙和豐富的恩惠，又見到屬上主的

人，流露出上主的真、善、美，是何等可喜悅的事。如何面對上主的創造呢？如

何處於現在恐怖充滿危機的環境中呢？我們又如何活在當下，為主作見證呢？ 

 

認同且珍惜上主的創造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第 5節)

今日的教會面對時代的考驗，漸漸走向「世俗化、功利化、商業化」，傳福音也

以客戶的需求當導向，把上帝國的福音，轉化為使個人得救的福音，因此很難認

同上帝創造的奇妙，亦未能珍惜上帝給我們生存的環境。甚至認為上帝的創造不

完美、不完整，才會讓魔鬼來引誘始祖亞當夏娃犯罪。這錯誤的觀念，乃是人類

沒有敬畏上帝的命令，誤用了自由，以致破壞了人與上帝、人與人、人與世界的

關係。如此誤用自由，就是沒有認同且珍惜上主的創造和祂的命令。在環境主日，

我們要反省且確信，我們與上主有生命的關係，祂是造物主，我們是被造有靈的

活人。先知以賽亞指責世人說：你們把事顛倒了，豈可看窯匠如泥嗎？被製作的

物豈可論製作物的說：他沒有製作我？或是被創造的物論造物的說：他沒有聰

明？(以賽亞書 29章 16節) 

教宗 Pope Francis於 2015年 6月 18日發布了對環境問題的教諭。教宗的家

書除了對天主教內部發行，也是對世上每個人的公開信。教宗盼望這封信函，讓

世人關注環境問題，因為上帝的創造已經受到極大傷害。他期盼這信能對 2015

年底在巴黎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遷高峰會議，能推動各國政府採取行動，停止世

界暖化的趨勢。其中提到：1.全球暖化的事實 2.要盡快停止使用石化原料 3.暖化

衝擊窮人最嚴重 4.整體社會要革新，用了就丟 thraw away的消費文化是罪惡 5.

科技導向的經濟造成環境災難和社會問題 6.富裕國家要盡更大的責任。教宗以信

仰良心的立場呼籲世人重視環境惡劣的原因，因現今時代，強調創新事業，卻忽

略了上帝創造的美善。十三世紀亞西西聖徒方濟的詩歌提到：我們對上帝所造的



萬物，無論是生物，還是非生物，都視之為「兄弟姊妹」。他對大自然星辰、流

水都充滿豐富的感情和愛心，稱母親大地為姊妹，稱太陽為可敬的兄長，他要與

飛鳥一起禮讚造物主，他深深體會造物主和心意，這就是有靈的人類。常存感恩

謙柔的心領受祝福，與人與物和睦共享上主的福分。 

肯定上主所給我的範圍是佳美之處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第 6節) 地

界就是範圍，有內外之分，也有時空之分，更有恩賜才華之別，這些在信仰裡卻

指向一個屬靈的身體。肢體雖多，基督身體卻是一個。因著上主給我們每一個人

都有不一樣的地界範圍。有限的人類，往往只看見物質上的有，且加以比較和競

爭，如此產生了恐懼、不安、軟弱和憂慮。 

2008德國帕奧桌球選手施密特牧師說：我雖然沒有雙手，又加上長短腳，

我不喜歡人們說我是不正常或是殘廢的人。我卻說，每一個人都有不一樣的限制

(範圍)，端看你如何面對限制，甚至你如何如何去運用這限制。這真是鼓舞人心

的一段話。因此，我們要肯定上主給台灣的地界範圍和處境，是坐落在佳美之處。

雖然在人看來，有很多政治、社會、經濟和環境的問題存在。我們都要用信仰來

面對，或許你我生命的處境，如同野地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上帝

還給它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馬太 6章 30節) 

頌讚你生命的意義和見證實在美好 

詩人滿心感謝滿口頌讚，耶和華給我的產業實在美好(第 6節)。在任何處境

中，肯定且頌讚上主所給你的產業，實在美好，因此充滿希望和活力，活出美好

的見證。論及世界環境日，教會提及環境主日，好像是政治家、社會學家或是財

團們的責任，你我深感不知如何著手。其實從你生存的立足點和生活的接觸面著

手。詩人一方面肯定上帝量給他的地界範圍是坐落在佳美之處，這是認知的層

面，更要緊的是進入在這範圍之內。你如何站穩腳步，把它成為你生命的產業，

讓你的生命影響他人的生命，更可向世人誇口說，上主所賞賜的界線，如今成為

上主國度生命的產業，是何等的美好。又如保羅的見證說：……只要照上帝所量

給我們的界線範圍裡，這範圍也包括你們當中的工作。( 參見哥林多後書 10章

13節)但保羅更期待能夠在上帝所劃定的範圍內繼續擴展。在人看來，地界範圍

是一種限制，但在信仰裡，卻是一種努力的方向和導引。但願我們在其中體會上

主給我們的恩賜和美善。 

 

德雷沙修女說，用大愛去做每一件小事情，所累積的能量，是你所料想不到

的，甚至可見到上帝奇妙的作為。在 2016年環境主日，盼望全體信徒再次認同

且珍惜上主所創造的一切，從信仰立場肯定上主所給我們的台灣這麼美好。因此

我們要善盡忠僕的角色，一方面深切反省，另一方面踏出實際的腳步，讓基督徒

在環境的議題，有美好的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