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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环境伦理及其生态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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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科技的进步，近代工业迅速发展。在我们享受高度发达的物质生活同时，生态环境问

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生态危机正一步一步地向人类逼近。面对由于人类行为而造成的

生态破坏，人们开始反思自己的做法，并且开始思考这种破坏行为背后更深层的思想根源。作

为西方文明重要思想源头和精神基础之一的基督教曾深深地影响了西方人对大自然的基本态度

和行为倾向，一度曾为近代和现代西方文明对大自然的掠夺提供了伦理支持。虽然早在古希腊

就有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的早期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但是人类中心主义思

想的完整表述和深入人心却是在中世纪以来基督教神学的影响下完成的。1967年美国林恩•怀特

发表了他的文章《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中认为基督教虽然应当为出现的生态危机负责，

但之所以会出现基督教思想包涵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是由于人们对《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解

释和理解的偏差造成的。  

     

一、基督教关于环境伦理阐释 

     （一）《圣经》中的环境伦理意蕴。怀特认为“相关的问题不是基督教意味着什么，而是
它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特定社会曾经意味着什么。”正是在怀特思想的影响下许多神学家也重
新挖掘基督教教义中的生态涵义。越来越多的神学家开始重新寻找和发现《圣经》中所包含的
生态教义：加尔文•B•德威特就是其中之一。他归纳了《圣经》描述的四种基本环境伦理原则。
1、“地球保护原则”：如同创造者保护和维持了人类一样，人类也必须保护和维持创造者的创
造；2、“安息日原则”：必须让创造能从人类对它的使用中得到恢复；3、“成效原则”：创
造的丰饶要被享用而不是被毁坏；4、“实践及有限原则”：人类在创造中的作用是有限的，那
些设置的世界必须被尊重。通过对《圣经》生态学重新解释，神学家们努力使信徒们相信保护
自然生态环境是符合教义和经典的，在《圣经》中是有上帝的启示的。  

     （二）“托管理论”的阐释。随着神学家们对《圣经•创世纪》的仔细阅读，一种更为具体
的评价产生了。神学家认识到在《创世纪》中体现的是“人类作为创造的管家”或“人类作为
上帝的伙伴”的观念，而不是“人类作为造物之主”的观念，更不是作为生态学的敌人。创造
的教义反而是肯定了人类对于环境和自然的责任。在《圣经•创世纪》中人对动物的统治只能是
和平的统治，而没有任何“生杀予夺”的权力，人应当充当和平正义权力的代言人。在《圣经•
创世纪》二章15节中讲到“人要修理和看守伊甸园”。因而人类有责任像园丁一样保持和呵护
所有的造物，这种创造的托管理论应当被解读为生态伦理的基础。既然世界为上帝所造，那么
世界仍为上帝的财产，人类无权提出要求，自然只能被当作信托财产来保管。人类的这种保管
还必须根据神圣的公义标准，不能根据人类的价值观来处理。  

     在重新理解教义后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人类与自然均为上帝所造之物，上帝是自然真正的
主人。人类对自然的支配权是上帝所授予的，因而人类没有任意支配自然的权力，更没有任意
破坏自然的权力。  

     
二、基督教的生态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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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基督教教义中的不利于生态保护的思想，基督教神学家在通过重新解读经典以期更正
的同时也正努力建构一种新的生态神学体系。有代表性的是德国生态神学家莫尔特曼主张的
“三位一体”的生态创造论和“安息日”原则。  

     （一）“三位一体”的生态创造论。在基督教神学史上圣灵常被当作是未知的上帝，但在
近代圣灵常被忘记是三位一体中的一员。但莫尔特曼却独辟蹊径，通过发展圣灵中的创造来提
出一种“三位一体”的生态创造神学。莫尔特曼放弃以前各种神学分类，提出了以寄居的圣灵
为出发点的创造论，从三位一体的意义上来理解创造主、创造物以及创造的目的。他们认为，
通过圣灵世界将被改造成为上帝的世界，也就是说世界将成为上帝自己的居所和家园。在新的
创造中，通过圣灵的居住——“上帝存在于世界中，世界也存在与上帝中”，并且这种寄居是
整体性的，也就是说在所有的创造物中反映出上帝智慧的不是个别的组成部分，而是做整体的
创造集体，即整个生态系统。由此可见要保持上帝的完整性就要保证生态的完整性，对自然的
保护就是对圣灵的保护更是对上帝的保护。正是这种相互渗透和融通的“三位一体”创造论支
持着生态神学的理论和发展。借助于“三位一体”创造论这一神学观点，神性又重新回到了创
造物、回到自然当中，这种自然的神性回归使原来人类中心主义的创造论神学转向具有生态意
义的创造论神学，完成了基督教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一步。  

     （二）“安息日”——上帝创造和拯救的节日。西方教会神学体系中创造往往被描述成
“六天的工作”，第七天即安息日常常被忽略，人们认为上帝在安息日停下工作去休息。其
实，只有在安息日并通过安息日上帝才完成了他的创造。上帝在安息日休息是面对着他的作品
而休息，安息日是创造的荣耀。这就暗含着他不仅创造并产生了创造物，他还让他的创造物在
他面前“展现”并与他“共存”。这种“展现”和“共存”是所有创造物的整体出现，即一个
短暂的、有限的整体世界与无限的、永恒的上帝的同在。在安息日，上帝开始真正的“体验”
他所创造的世界，让所有创造物靠其自身成其所是。所以，在这一天所有的创造物都得到恢复
并展示出他们各自的正当特性。安息日是和平的体现，不仅包括肉体和灵魂，也包括人类和自
然，在这一天都将因上帝的存在而得到休息和拯救。因而在当前生态环境破坏如此严重的今
天，安息日是整个自然和生态的节日。  

     根据《出埃及记》第二十章8-11节中记载安息日是在六天劳作之后停下所有工作予以休息
的，安息日的安息有利于整个家庭以及所有外乡来客。安息日与安息年是一致的，根据《利未
记》二十五章1-7节内容，当以色列人居住在“应许之地”后，这片地当“为主守安息日”，即
土地耕作六年后第七年应得到休息，不可耕作。由此，安息日不仅是创造主的节日而且也是人
类的节日，更是所有创造物包括自然的节日。万物在安息日中得到了完善。此时上帝的显现不
是通过创造而是通过拯救。通过安息日整个生态都得到休整，这一天成为荣显上帝创造的节
日，也成为创造物恢复的节日。从环境保护和生态学意义来说，安息日为保护生态系统的完整
性提供支持。  

     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破坏，人们不断地寻求解决方法。发挥宗教的作用是解决现今生态危
机的路径之一，基督教是信徒最多的宗教（据1982年《世界基督教百科全书》统计世界信奉基
督教的人数约为15亿，到2004年不完全统计基督教信徒超过20亿。）通过对宗教教义的理解来
影响信徒的信念和行为方式是宗教可以做到的，这也正是生态神学家努力的方向。有着强烈生
态忧患意识的神学家们开始对原有教义重新审视并努力建构一系列的生态神学体系，这些新的
神学体系开始为保护环境提供教义的支持并且为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基
督教生态思想的回归无疑会有助于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为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提供新的信仰支持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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