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濫伐森林的「罪性」 
無悔意的雨林殺手 
活路或死路㆒條？ 

 
鄭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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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帶來基督的㈷福和平安（若 20:19），派遣和罪的赦免（若 20:21-23），聖神的

氣息(若 20:22)。參與復活的心靈，會變得敏銳，㈲感覺，接受催促，

帶㈲覺醒與領會，心胸廣闊。 
破壞大㆞，會打亂大㆞送來的㈷福與平安；濫伐樹㈭，擾亂動植

物的平衡交替，空氣間結構性的「施與受」，氧氣與㆓氧化碳的交換。 

 
破壞生態環境是罪 

教廷早前曾談及破壞生態環境，是現㈹流行的罪，務必要㊟意。我們反思（省察）

我們的㈰常行為的情況，也需要留意我們對大㉂然的生態環境的態度和行為㆖的過

失。我們祈求㆝主寬恕的罪，必須包括對環境所作的過與失，即我們㈰常生活裡對

環境的破壞或疏忽的行為。我們需要㈻習願意悔改，也要㈻習在力之所及作補償。 
這深思和反省，是為㈿助我們覺醒，我們以往可能不知道是罪過，或是沒㈲留意

㉂己在這方面做錯了或疏忽了；覺醒的目的是讓我們改善，從而與㆝主、他㆟和大

㆞保持或恢復良好的關係，在互動裡㆒起生活和共同演進；如果我們心態硬化了，

可能需要更大的提醒和鼓勵，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才領會。 

 
無悔意的雨林殺手 

巴西㈲㆒位很突出的㆟物，㆟㆟稱為「黃豆之王」，更被稱

譽為「雨林殺手」。 
他㈴子叫「布萊若•瑪奇」(Blairo Maggi)。全球畜牧業正

需要大量黃豆作為牛隻飼料，為了擴大市場，他大肆伐林遍植

黃豆，成為毀滅雨林的主因。 
「瑪奇」的黃豆生產㈽業就在馬托格羅索(Mato Grosso)州，

是全球最大的黃豆生產公司，而瑪奇同時也是該州州長。2003 年，他擔任州長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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㆒年，雨林的砍伐速度就比以往快兩倍，但他完全沒㈲悔意。 
他說：「為我來說，提升雨林砍伐 40%根本不算什麼。我對我們在這裡所做的事

情，完全沒㈲感到內疚。這森林的面積比歐洲大陸還大，而我們尚未真正拿來使用，

因此不必杞㆟憂㆝。」 
亞馬遜雨林佔㆞ 410 萬平方公里，覆蓋著巴西國㈯㆒半以㆖，向來被稱為「㆞球

之肺」，因為她製造了大部份㆞球生物所需的氧氣。 

現在，歐洲每年所需要的黃豆㈲ 65％是從巴西輸入。㆗國㉂改革開放以來，對

肉類的需求大增，為了大量飼料以飼養經濟性禽畜，強化了對黃豆的需求。 
在 2003 年以前，連續㈧年，雨林的消失速度比較緩和，

但到了 2003 年，這㆒年內砍掉了 25,500 平方公里的雨林，

砍伐速率㆖升了 40%。在 2004 年所消失的面積㈲ 26,130 平

方公里！ 

綠色和平組織的亞馬遜專員說，這種濫伐是㆒場悲劇。 

瑪奇的黃豆產銷事業，去年淨賺㈥百萬美㈮，他不認為

未來會㈲任何的限制政策影響他的黃豆產銷生意。他已經開

始計劃未來㈩年，在馬托格羅索拓墾比現在還要多㆔倍的㈯

㆞以種植黃豆。 
現在對巴西來說，黃豆產銷是非常重要的產業。農業產

品是該國首要輸出㊠目，黃豆則是主要的出口產物。目前政

府大力鼓吹黃豆出口，將黃豆的外銷看作是賺取外匯以清償外債的手段。從 1960 年

㈹開始，巴西政府就開始鼓吹種植黃豆，以使對植物油的需求可以㉂給㉂足。但是，

黃豆的使用範圍愈來愈廣，種植量愈來愈多，在巴西南方以及大西洋沿岸均㈲全商

業化的農場，專門產銷黃豆。 
1995 到 2004 年期間，在巴西的㆗西部，種植面積已經增加了 77％，使馬托格羅

索成為最大的黃豆產㆞。現在，黃豆正伴隨著㆟類的幫助正在快速向雨林入侵，點

燃了摧毀雨林的引線。（㈾料來源 http://timfenny.myweb.hinet.net/new_page_4.htm ; 
http://news.independent.co.uk） 

 
麻㈭濫伐的「死路」 

「瑪奇」無悔意依然堅持濫伐雨林，最後是死路㆒條。他只顧賺大錢，到底他的

操守正是砍伐著「㆞球的肺」，是他的無知抑或是掩耳盜鈴的堅持？最後導致㆟和物

種闖入無法挽回的死亡之路？ 
全㆟類必須覺醒，打開眼睛看清楚正在發生的事情，㆞球暖化的事實。 
停止濫伐才可打造出生機活路，需要瑪奇個㆟的覺醒和改變；種�豆可在雨林之

外另找農㆞，需要政府開明和確定的政策。黃豆比牛肉對㆟體更㈲益，需要㈧㉃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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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的黃豆才能生產㆒磅牛肉，㆟直接進食黃豆是更經濟，對身體更健康，可減少黃

豆的需求，減少農㆞的需求，減少樹林的砍伐以及㈲更廣面的好處，如此做法尚算

明智。 
大㆞宇宙㆒物㆒種是息息相關，是無國界的。所以聯合國的角色顯得更重要更關

鍵，要建立所需的國際法和措施，帶動與其他各國㆒起處理和保護像亞馬遜雨林這

個活生生的例子，以保護持守大㆞的肺，保持大㆞的平衡和

㆟類與不同物種的生命和健康。 
如此種種，需要我們生活方式的改變、思維的靈敏、㈲

智慧的措施，對㆟類和所㈲物種的關心；㉂私㉂利要放開，

盲者要看見，聾的和麻㈭的重新�到和感覺，啞的㈻習為㆝

為㆞為㆟說話，㆟的心要從罪的困擾釋放出來。 
我們要與基督㆒起復活，創造新的氣象！ 
我們信嗎？未看到，也可期望，努力奮鬥，共同重建開

展新心路。 
沒㈲看見而信的，是㈲福的！（見若 2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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