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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里」：「主體的共融」（communion of subjects） 

㆟與大㆞相互促進的關係 

輕便出發 

 
鄭生來 

2009 年 7 月 12 日 (十五主日 乙年) 

 
我們上周談過有關「托馬斯．貝里」神父的離世，多份報章讚揚他。另一位著名

的生態神學家 Sean McDonagh，認為「貝里」在生態環境問題方面，是二十世紀後半

期最出眾和最有心德的天主教評論者。 
 

晚年的思想 
在 2006 年所出版的書 Evening Thoughts（晚年的思想），「貝里」探討三方面的問

題：(1) 現時生態危機的嚴重性和起因；(2) 個別的挑戰；(3) 人在宇宙進化中的角色。 
 

生態危機的嚴重性和起因 
以一切為一個「（多樣）主體的共融」（communion of subjects），進入我們的將來：

地球主要的不同生態系已受到嚴重的破壞，影響大地的整體運作，這是我們的文化深

層的病態所導致。現在所需的，是深層的治療，我們才可以安心地走向將來。 
對現況感震驚、對將來有創意，是我們的方向。為使整個地球達至更完美的境況，

我們首先需要覺醒，整個宇宙的一切是一個「（多樣）主體的共融」（communion of 
subjects），不是「（不同）客體的匯聚」(collection of objects)。人類失去對地球一切的

相互性關係，直接造成地球受到破壞。 
法 國 哲 學 家 「 笛 卡 爾 」

(Descartes)，十七世紀主張人以外的

一切是屬於機械性的。他這樣排除

了人與大地一切的相互關係和活的

關係，其他的一切不再視為共同團

體的夥伴。這是西方最關鍵的錯誤

導向。 
現在，需要恢復與宇宙的一切為

共融的主體對象(subjects)，不是客體

（objects）。這會喚醒人內在新的體會。地球團體的共同運行，會重返為首要的準則，

而人的各樣活動，無論是經濟、教育、法律、醫療或宗教，都需要相配合。 
人的位置：人是整體的一部分，正與整個宇宙一起演進。人不是在宇宙之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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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宇宙的一分子；人不是中心(homo-centric)，而應以生態為中心(eco-centric)。美國一

位本土族的領導說，如果全部的動物死了，人會死於寂寞。我們需要有兒童的心境，

可與大地的山水、花草樹木、動物等，有一種獨特的親情。 
宇宙故事：現代人需要一個新的宇宙故事。科學的最

新和最充實的發現，已足夠寫成很吸引和有導向性的意

義。人類活動，是整個宇宙不斷創造和演進的一部分，

人的創作力是這創作過程的延續。然而，過去 6 千 5 百

萬年，地球沒有人類參與而自我演進。 
到了現在，人對大自然的影響力很大，是一個危機，

可以是破壞性或建設性的。人不能不負責任地參與的，

是一個機會配合宇宙的動態，而共同創造。「貝里」認為

我們正進入的一個新時代，他名為「生態時代」(Ecozoic 
Age)，是更加與宇宙一起共同創造和演進的時代。 

 
個別的挑戰 

國家、人類、跨國公司的自我中心：個別國家和人

類的自我中心，不能足以解決廿一世紀的生態危機，因為與大自然的智慧和不斷循環

生生不息的運作分割，只與大地重建關係才有得救。跨國公司的勢力，已變成一股難

以控制的巨大力量。跨國公司的運作也需要變得更綠化，更以大自然的生態配合才

可。在面向廿一世紀的將來共同合作和負責任方面，聯合國要扮演一個不可或缺的重

要角式。 
石油時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二十世紀末，可稱為石油化學時代，石油瀰漫全

球，化學物的使用大大擴張，導致生命的運作過程受破壞。在這短短的期間，地球多

方面，包括土地、水、空氣、人體等，受石油燃料和其化學產品毒害。現時需要轉向

使用新的科技和再生能源。 
地球暖化：地球暖化，已成為巨大的危機，不能再只以經濟利潤為主要的原則和

目標，而是要以地球的整全運行為準則和重點價值，才可有可持續性的將來。 
 

人在宇宙的進化中的角色 
法律：現在一般的法律，是支持剝削多於保護大自然。這工業的運作習慣，已入

侵和大大影響政治、法律、教育和宗教的運作和措施。 

 

 

權利：地球團體內的每一個個體，有其權利，存在就

有其權利。每個個體有三種權利，存在的權利(right to 
be)、有住所的權利(right to habitat)、在地球團體不斷更

新的過程中「完成角色」的權利(right to fulfill role)。
這些權利是限於各個體的不同特色：樹有樹的權

利、蟲有蟲的權利、河流有河流的權利、鳥有鳥的權利、

人有人的權利，各有所不同，各有其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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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我與小我：每個個體或個別團體有其自我，但亦屬於大體，每個小我同是屬於

大我的一部分，而不能不理會。 
相互促進：人與大地的關係，應是相互促進的關係 (mutually enhancing 

relationship)，這是最基本的關係。 
宗教與大自然重建關係：政治、法律、教育和宗教，需要配合這相互促進的關係。

宗教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宗教與大自然重建

優良的關係，是很重要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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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便地出發 

基督讓門徒們，輕便地出發，傳喜訊，不要

自我、不要自大、不要太多的牽制，靈活出發：

耶穌「囑咐他們在路上除了一根棍杖外，什麼也

不要帶：不要帶食物，不要帶口袋，也不要在腰

帶裏帶銅錢；卻要穿鞋，不要穿兩件內衣。」（谷

6:7-9） 
他們傳的喜訊，是包括悔改、不受制於罪惡

的力量、治療和健康的身心靈（谷 7:12-13）。我們現在可以加上，關心生態環境的健

康，是包括健康互動的關係、後代的福祉和人各方面的健康在內。 

 

 
 
歡迎瀏覽鄭神父 其他摘㉂公教報文章： 
 

CKKP076 夥伴關係-保育寒帶森林-美善就在㆟間 http://www.greenmessengers.org/anthony/html/ckkp076.htm 
 

CKKP075 快樂㈺吸-環保交通工具-Shalomhttp://www.greenmessengers.org/anthony/html/ckkp075.htm 

CKKP074奧運-We Are Ready-北極的爭霸-真正寶藏與醒寤http://www.greenmessengers.org/anthony/html/ckkp0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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