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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存謙 弟兄(七星中會南港教會) 

題目：思想上帝、人類與受造界之關係 

經文:詩篇第八篇 
 

1（大衛的詩，交與伶長。用迦特樂器。）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

其美！你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2你因敵人的緣故，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

無言。 

3我觀看你指頭所造的天，並你所陳設的月亮星宿， 

4便說：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5你叫他比天使（或作：神）微小一點，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6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獸、空中的鳥、

海裡的魚，凡經行海道的，都服在他的腳下。 

7耶和華我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各位兄姊、牧長，大家平安： 

今年是總會設立「環境關懷主日」的第二十七年。隨著現代化的發展，世

界上的「已開發」地區正在以過度利用資源以及排放汙染的方式來維持每個人

的生活機能，以致於全球暖化、生態污然、動植物瀕危等「環境危機」應運而

生。作為上帝按著自己形象所造，負責「管理全地」的我們，對於一切受造界

的破壞，責無旁貸，因為我們並沒有盡好管家的責任，反而將神所「看為好

的」，為著人類的利益濫用而使其陷入嚴重危機。 

然而，所謂的「環境危機」，真的只是這兩個世紀才開始的嗎？或者說，全

球暖化、生態汙染等這些是否就是環境危機的全部？我們若將現在的這些問題

都完全解決，是否就代表著，我們已經在管家的職分上無可指責，並且與受造

界的關係完全和好了呢？ 

前陣子在和一些朋友討論，聖經中哪裡有提及環境的保護和關懷時，想了

很久，我們都完全沒有頭緒，並且唯一的結論就是「當時的人都很環保」。在我

們目前信仰的氛圍下，相信多數基督徒都如當時的我們一樣，很難特別找到我

們的信仰與「環境保護」之間的關聯，並且會認為環境議題是近代才出現的，

在工業革命以前並沒有相關問題，因此較不容易將環境的關懷視為信仰的一部

份，而相對地傾向將其歸類在「社會議題」或「時事」。也時常因為如此，基督

徒就失去了應有對環境的關懷，因為既然不是信仰的一部分，那就是可有可

無，有熱情再去做就好。 

美國歷史學者 Lynn White在 1967年所發表的一篇文章「我們環境危機的歷

史根源」（”The Historical Roots of Our Ecological Crisis”），當中批判基督教（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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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方普遍的信仰詮釋）為「史上最人類中心主義的宗教」，並將現在的環境危

機歸根於基督信仰長期在歷史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以致於工業、科學、科技甚

至思想等發展都受到基督信仰「人類中心主義」的框架影響，進而導致對環境

完全的漠視，White這樣的學術論點也普遍受到採納。確實，當教會對當今的

環境危機僅是草草帶過甚至視若無睹，當人們根本無法從一個人是否關懷環

境，來判斷他是不是基督徒，那實在不難理解White的論點會成為學術主流。

然而，既然受到這樣的批判，我們就必須回歸聖經來檢視我們自己：我們的信

仰，真的是「人類中心主義」嗎？如果不是，為何會出現這樣的批判聲音？我

們應該做哪些檢討，來讓我們的作為與心思意念，回歸到上帝的旨意？ 

以下，我就將從上帝、人類與受造界這三者，帶大家來思想其彼此之間的

「關係」，使我們得以明白，除了我們在現代所看到的這些「環境危機」以外，

我們與受造界，在信仰層面的根本有什麼值得留意的地方，讓我們更透徹明白

「環境關懷」是怎麼樣一回事。 

 

⚫ 人為何而造？ 

 

只要論及環境，我們一定不免俗地要來看創世紀的最前面幾章，因為

上帝在那裡直接明白地告訴我們，受造界以及人類是如何、為何被造，並

且祂對自己所造的看法。創世紀第一章 26節我們都相當熟悉：「神說：我

們要照著我們的形像、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

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然而值得注意的

是，我們普遍對經文中「管理」（原文有征服、掌權的意思）的詮釋，似乎

會是偏向「受造界是上帝賜給我們，讓我們去管理、統治、利用」，但這樣

的理解順序卻是值得商榷的。 

上帝是先造了所有的萬物，最後才造了人。而大家可以留意，上帝在

創造其他萬物的時候，都只有說「要有什麼」，都是單純要那件事物或現象

的「存在」，但唯獨人類不一樣，如剛剛的經文，上帝說要造人之後的下一

句，緊接著就是祂造人的「目的」。在創世紀的敘事中，其他的受造並沒有

目的，唯有我們人類的受造是帶著目的的，就是管理上帝所造萬有，也就

是說，我們對這段經文正確的理解順序應該是：我們是為了管理受造界而

存在，而非受造界的存在是為了讓我們管理。 

我們必須清楚了解這個順序，才能明白自己並沒有比受造界高一等，

受造界也不是我們生存的背景，更不是為了我們而存在。我們必須帶著這

樣的態度，用心管理受造界，而非把受造界視為我們的財產，任意濫用。

利未記第二十五章 23節提到：「地不可永賣，因為地是我的；你們在我面

前是客旅，是寄居的。」上帝吩咐人類，我們只是寄居的，受造的一切仍

歸上帝所有，我們並不擁有受造萬物完整的所有權，沒有權利隨己意使

用，而必須符合上帝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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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與受造界的關係 

 

而受造界是上帝獨立創造出來的，並不需要藉著人類才能彰顯其完整

價值，這也是明顯可見的，受造界的本身上帝就「看著是好的」。約伯記第

三十八章 26節：「使雨降在無人之地、無人居住的曠野？」我們可以看

到，即便是無人之地，上帝仍然降雨，祂親自照顧受造萬有，不論有沒有

人類的因素存在。而詩篇第九十八篇 7到 8節：「願海和其中所充滿的澎

湃；世界和住在其間的也要發生。願大水拍手；願諸山在耶和華面前一同

歡呼。」大水要拍手，諸山要歡呼，受造萬有本身都會自己敬拜上帝，並

不需要任何人類的介入。 

當我們在思想一切的道理時，必須留意，我們不能認為上帝唯一看中

的只有人類，事實上，上帝與受造萬有的獨立關係一樣很重要。上帝同樣

關懷受造界，沒有祂的允許，一隻麻雀也不會掉到地上（太十 29），而甚

至基督的救恩，也並非單單為了人類：歌羅西書一章 20節：「既然藉著他

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藉著他叫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

的，都與自己和好了。」我們看到，藉著耶穌基督的血與上帝和好的，不

單是只有人類，而是包括天上地上一切萬有。我們不能缺少這樣的認知，

否則我們對上帝的認知始終會是片面的，也會無法理解許多上帝的話語。 

 

⚫ 管理者與受造界的關係 

 

明白上帝造我們的目的，以及受造界本身的定位之後，我們就可以繼

續往下探討，我們作為管理者，我們與受造界有著什麼樣的關係。在一個

組織或群體中，通常所謂「管理者」，都會有幾種特質和現象：一、管理者

必須能力較其他成員強，或有別於其他成員之處；二、管理者必須德高望

重，若管理者道德有瑕疵，其他成員會不服其管理；三、管理者通常會是

那個群體的代表，而管理者的所作所為也攸關其下成員的福祉。 

上述的第一種特質，很明顯我們是有的，因為我們和其他受造都不

同，我們是「按著上帝的形象」所造，並且我們有著上帝的氣息，是有靈

的活人（創二 7）。而第二種特質，我們在創世紀第三章就要看到，當人類

犯罪過後，受造界便不服人類的管理了：「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蒺藜來；你

也要吃田間的菜蔬。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歸了土，因為你是從

土而出的。你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創三 19）因為人類犯了罪，

人類與受造界成了對立的關係，土地要長荊棘和蒺藜，找人類麻煩，人類

也得汗流滿面跟土地拚，才得餬口。 

再來是第三種特質，同樣在創世紀第三章，第 7節我們可以看到：「又

對亞當說：你既聽從妻子的話，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

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勞苦才能從地裡得吃的。」大家乍看之



2024年 PCT 環境主日參考講章  
 

下可能會覺得很奇怪，人類犯罪跟地有什麼關係？但就是因為人類具有管

理者的身分，管理者是群體的代表，同時他的所作所為將影響群體的福

祉，就如國家的總統如果在外交工作上有失誤，那就是全體國民一同背負

錯誤的後果。對此我們也可看到，羅馬書第八章 20到 22節的呼應：「因為

受造之物服在虛空之下，不是自己願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

物仍然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得享神兒女自由的榮耀。我們知道一切受造

之物一同歎息、勞苦，直到如今。」受造界不是自己願意，而是因為人類

犯罪，受到敗壞的挾制，歎息、勞苦直到如今。 

事實上，所謂「環境危機」從亞當夏娃犯罪的那刻起就開始了，因為

人類犯罪的緣故，地要受到咒詛，並且人與受造界的關係成為了對立的局

面。作為基督徒，我們關懷環境，不只要從科學的角度關心全球暖化及生

態汙染，更需要明白到，環境的問題同時關乎到我們靈性的問題。上帝、

人類、受造界之間既有獨立的關係，又彼此互相牽動，上帝與人類的關係

遭到破壞，也會同時影響上帝與受造界、人類與受造界之間的關係。 

 

⚫ 上帝透過受造界對人類的啟示 

 

直到剛剛所談論的，一直都是人類的責任，但現在我們就跳脫出來，

來思考上帝如何透過受造界，帶給人啟示或益處。約伯記第三十八到四十

一章是整本聖經當中，上帝一次講最多話的一段，前面的三十幾章都是約

伯與他那三個沒幫助的朋友的辯論，直到最後上帝出聲了。但很有趣的

是，上帝整段話文不對題，而且全部都在講自然現象和動物。 

前面的三十八、三十九章，上帝講了一堆自然現象，並且不斷問約伯

「你在哪裡？」、「你知道嗎？」、「你看過嗎？」、「你可以嗎？」，而到了四

十和四十一章，上帝詳細地介紹河馬和鱷魚這兩種動物，將其能力的強大

和身體的運作都深刻地說明，最後也並沒有任何結論就結束了。我們看

到，上帝的這整段話完全沒有針對他們先前的辯論內容做出任何討論或回

應，通篇都在講祂的受造界，也沒有系統性可言，然而在上帝發言完畢，

約伯卻領會了，並且真誠地懊悔。 

事實上，上帝的奧秘和大能並不是用人的言語和智慧能使人完全明白

的，約伯記前面三十幾章，四位都在用他們自己的言語和智慧試圖透徹表

明上帝的奧秘，但這卻是無意義的。通常一位藝術家內心深處的本質和想

法，往往透過他的作品，是最容易使人發覺的，同樣的道理，我們要了解

上帝，我們也必須透過上帝的「作品」，也就是受造界，來去體會上帝的奧

妙。要了解上帝，最重要就是兩項：神的話，也就是聖經；以及神的作

品，也就是受造界。我們不能僅用自己的智慧去思考上帝，也不能只有讀

聖經，我們同時需要從受造界去體會，才能更透徹明白上帝的奧妙。 

為此，上帝在三十八章要跳出來，什麼都不講就只講受造界，要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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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去體會，而非繼續沉浸在無意義的辯論。同樣我們在福音書也可以看

到，耶穌總是用自然界來做比喻，不論是撒種、芥菜種、無花果樹、石頭

等等，耶穌都完美地拿這些來表明神國的道理。 

還有一個例子是約拿，上帝兩次給約拿的教訓，都是透過受造界，第

一次是大海和大魚，第二次是蓖麻和一條蟲子。我們可以發現，上帝不斷

透過祂的作品，祂的受造界，來向人類表明祂自己，使人類得著真正的智

慧。 

只有讀聖經和聽講道，卻忽略了觀看和體會受造界，是當今教會和基

督徒普遍的問題，我們應該更加重視對環境的關懷，神的話以及神的作品

必須要去認識和領會，才會對上帝的道理和奧秘有更整全的了解。 

 

⚫ 上帝教導我們如何永續 

 

我們現在回到對環境關懷較實務的面向，就是「如何永續」的部分，

因為對環境發展最重要的，就是要用永續的方式處理，使之生生不息。我

們平常可能較不容易想起，聖經何處有提及環境和永續發展，然而事實上

是有的，只是時常被我們忽略。 

申命記第二十二章 6節提到：「你若路上遇見鳥窩，或在樹上或在地

上，裡頭有雛或有蛋，母鳥伏在雛上或在蛋上，你不可連母帶雛一併取

去。總要放母，只可取雛，這樣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長久。」上帝在

這裡其實就教導我們很重要的永續觀念，我們必須保護大自然的生產系

統：母鳥留著，牠就可以繁衍更多的幼鳥，但若母鳥和幼鳥都拿走的話，

那個鳥窩就再也不會有新的鳥出現了。套用在現代，就如我們不應過度開

採石油，漁業過度捕撈等，因為當我們過度取用這些資源，以致於無法維

持它的生產系統，那就無法永續，這些資源很快會被我們取用至枯竭。 

還有一處，是在利未記第十九章 9到 10節：「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

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

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

我們都會覺得不要浪費，種的東西當然要好好收割，不能遺落，但上帝在

這裡卻叫人要留一部份，不能收割盡。當我們在使用這些土地的資源時，

我們不能覺得那些都是「我的」，因為是土地養育了這些農作物，我們應該

適量取我們的所需，並且要留一部份給窮人，當然其他動物也就吃得到，

沒被吃掉的最後也會成為這個土地的養分，孕育更多生命。若我們全部自

己拿走，那多的部分就是被我們自己吃掉而已，但若我們適量取用，留下

一部分，那就更可以照顧到他人和整個生態系，使整個環境更加生生不

息。 

最後是有關「安息」，利未記二十五章 2到 5節：「六年要耕種田地，

也要修理葡萄園，收藏地的出產。第七年，地要守聖安息，就是向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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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的安息，不可耕種田地，也不可修理葡萄園。遺落自長的莊稼不可收

割；沒有修理的葡萄樹也不可摘取葡萄。這年，地要守聖安息。」上帝從

創世一開始，就叫人要安息，道理很簡單，「休息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我們不應為了想要取得最好的效率而不休息，因為這樣就會終至精疲力

竭，適度的休息對我們長遠的發展是不可或缺的。同樣的道理，土地也必

須要休息，我們不應為了取得最大的收成效益，而使用各種化學肥料、改

良品種等方式盡可能壓榨土地，不讓土地休息，土地必須要休息才有辦法

永續。現在已經有許多國家的政府，會補助農民去休耕，正是為了這個緣

故。 

綜合以上可以發現，對於環境永續，關鍵就是「不能貪心」和「適

量」，我們不能短視近利，看到資源就想要全部拿走，因為這樣就會破壞永

續的循環；就算是我們自己勞苦所得，也要留一些出來，投資這個環境，

讓環境變得更好，更穩固永續的系統；再來，我們也不能因為想要得到更

多而不休息，除了人以外，土地和一切的資源都會需要休息，適度讓萬物

都有休息的空間，才能讓我們的環境永久支撐我們和萬物的生存。 

 

最後，我將用亞西西的聖方濟各（San Francesco d'Assisi，1182~1226）的故

事做結尾。方濟各有名的事蹟，除了他變賣所有一切，以簡樸的生活方式和窮

苦的人同在，四處宣揚上帝的福音，還有一個很特別的部分，就是他與大自然

的關係。據民間的流傳，方濟各稱呼太陽、風、火為兄弟，星辰、水為姊妹，

大地為母親。有一段故事，是方濟各在在路上看到鳥，便對他的同伴說：「你們

等我，我要去對我的鳥姊妹傳教。」鳥在那時圍繞著他，方濟各對他們說：「我

的鳥姊妹，你們受助於天主太多了，所以你們一定要隨時隨地感謝上主。為了

他給你們自由在天空飛翔，為了他給你們衣裳……你們不用耕種不用收割上主

就餵了你們，給你們河流和泉水止渴，給你們山谷遮蔭，給你們高樹築巢。你

們雖不知道如何縫紉或編織，上主就幫你和你後代製好了衣服。因為主如此愛

你們，他對你們滿是恩惠。因此，永遠要讚美上主。」方濟各也在 1979年受教

宗若望保祿二世封為「環保主保」。 

我們當然未必需要像方濟各那樣，跟大自然稱兄道弟，但最重要的，我們

不能把大自然當作是上帝創造的附屬品，視為人類可以隨己意利用的財產，而

應該要認知到，受造界與上帝有著獨立的關係，是上帝看為好的，並且我們同

樣都在上帝的救贖計劃當中。同時必須明白，我們受造最初的目的就是為了管

理受造界，我們最首先的任務正是環境關懷！願將來與主見面的那時，我們眾

教會、眾會友，都能被稱為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