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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從惡惡性性循循環環轉轉過過來來  
來來自自中中國國的的正正氣氣  

建建立立愛愛護護樹樹木木的的教教會會傳傳統統和和神神學學  
 

鄭生來 
2009 年 9 月６日 (廿三主日 乙年) 

 
大自然滋養人類，這是無可置疑。大自然的多樣性配合起來，也給我們多方

面的免費優良服務，這服務常與我們必需的有關，如水和空氣的淨化，這是正

面的循環、生生不息。 
相反地，我們的行為和措施，經常破壞和污染環境，創造一個惡性的循環。

地球暖化所帶來的危機，已響起警號，不能這樣下去了。 

 
從惡性循環轉過來 

人類的警醒而覺醒，會否來得及？全球從創造惡性循環的破壞，轉向與大地

生生不息的正面循環一起演進，是否可能？ 
這是聯合國在 12 月的哥本哈根「氣候變遷」會議裡，希望達成的方向。我

們的５個月祈禱，是與聯合國同方向，希望可匯合全球的正能量，再產生更全

面的正能量，帶動全球而達到目標。全球已起

動了這動力，但還需要更大的喚醒。 
全球不同的地方，包括香港，已發起了「哥

本哈根氣候會議」的倒數活動，希望起到喚醒

和迫切感的作用。 
從 9 月 6 日倒數，距離這會議還有 92 天。

我們的祈禱正同步進行。 

 
好消息：「加爾默羅跣足女修會」參加５個月的祈禱 

我們 5 個月的祈禱，已過了一個月，參加的人和團體正在增加。一個好消

息，是「加爾默羅跣足女修會」的修女支持我們這祈禱，她們已開始在每天的

早上八時，「為全球的環保意向祈禱」。 
我們感謝天主！她們的投入，可有穩定的作用，固定了每天早上八時會有人

為這意向進行祈禱。參加者可考慮在同一時間，與她們配合而祈禱，念我們建

議的「基本禱文」、作自發的祈禱或其他經文。我們正考慮中午和晚上，分別有



 

一組人同樣在固定時間祈禱，方便不同的人的不同時間，但基本上不是要規定

任何人的時間，只是多了一些具體的共同性的機會。 

 
坑口聖雲先堂「創造期」的環保彌撒 

歐洲和一些其他國家，已開始以九月一日至十月的第二個主日，作為「創造

期」，記念和慶祝天主創造天地。「天主綠識傳人」在九月五日下午四時，以環

保彌撒慶祝，地點是坑口聖雲先堂。 
我們選擇這地點，因為這聖堂的神父多年來，在聖堂外面種了不少樹。他可

稱為「植樹神父」！所以彌撒的另一個主題，是「樹和植樹的重要性」。 

 
發掘和確定香港教會史內的植樹習慣 

我們 8 月 15 日在瑪利諾學校舉行環保感恩祭，正式推出「５個月的祈禱」。

我們同時有重要的發現，原來瑪利諾修女一直以來，堅持保持瑪利諾書院的樹

木和綠化環境！ 
現在又發現，坑口聖雲先堂的堂區神父有植樹的習慣。他多年來下了功夫的

成果，堂區教友可見到，但未必知道是經由神父的努力；知道的人，也未必意

會這做法的重要性。香港一般的教會史，會記下教堂的建成，但不會考慮植樹

和愛護樹木與信仰有什麼關係。 
在聖經中，樹是受重視，與生命有密切關係，也以樹和河描述天國與永生。 
創世紀描述天主種植了一個樂園：「上主天主在伊甸東部種植了一個樂園，

就將祂形成的人安置在裏面。上主天主使地面生出各種好看好吃的果樹，生命

樹和知善惡樹在樂園中央。」（創 2:8-9） 
默示錄的作者以河和樹，描繪他所得到的啟示有

關天國：「天使又指示給我一條生命之水的河流，光

亮有如水晶，從天主和羔羊的寶座那裏湧出，流在城

的街道中央；沿河兩岸，有生命樹，一年結十二次果

子，每月結果一次，樹的葉子可治好萬民。」（默示

錄 22:1-2） 

 
本地教會史研究者和神學家的責任 

修女和神父未必對樹和信仰的關係，作出深入的

反思，但他們長時間進行植樹和愛護樹木，是信仰反

省的材料。教會史和神學反思的其中角角色，是用本地教會的見證和行為，描

述本地教會史和本地神學。 
我們要發掘和確定，香港教會歷來有關像以上愛護樹木的例子。有了這些例

子，我們不需要從零開始，不只用上聖經內的例子作反思和肯定，同時也建立



 

一個更完整的本地生態神學。 
如果讀者知道有關的更多的例子，請與我們分享，共同創造傳統。 

 
來自中國的正氣 

在今年八月期間，從中國來了兩個喜訊！是有關一個研究報告和人大委員會

的一個決議。 
（一） 首份省市區「生態文明水準」排名報告： 
聯合國裡約環境與發展大會在 1992 年通過的《21 世紀議程》，第一次把可

持續發展和「環境友好」(Environmentally Friendly)的概念提到全人類發展的議

程。 
在 2005 年 3 月，中國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提出，要「努力建設資

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在 2007 年，黨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

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資源節約、環境友好、

生態文明不是不要發展，而是要在可持續發展框架下，以生態有效的方式滿足

人的需要。按這構思，經濟社會發展要實現「兩型社會」的關鍵，在於提高生

態效率。 
在結合 GDP 和生態效率作準繩，《中國生態文明地區差異研究》2009 年 8

月發表研究結果，首次披露各省區市生態文明的發展現狀，以期促進各省區市

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 
報告發現「生態文明」水準排序較高的地方如下：北京、上海、廣東、浙江、

福建、江蘇、天津、廣西、山東、重慶、四川、江西、河南、湖南、 
在全國平均水平線下的有：湖北、海南、安徽、陝西、黑龍江、吉林、青海、

河北、遼寧、新疆、雲南、甘肅、內蒙古、貴州、寧夏、山西。 
現在全球都在強調低碳經濟、綠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在這種新形勢下，一

個地區的產品、服務的生態文明程度，已經成為能否獲取競爭力的一個非常重

要的因素。所以，要高瞻遠矚，從國際競爭力的角度高度重視生態文明的建設。 
報道指出，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一種，以尊重和維護自然為前提，以人、

自然、社會和諧共生為宗旨，以建立可持續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為內涵，引

導人們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它同樣強調發展生產力，提高物質生活，但它更

強調尊重自然，建設精神文明。 

 
（二） 人大常委首次決議「積極應對氣候變化」： 
在 2009 年 8 月 27 日，全國人大常委首次通過「積極應對氣候變化」的決

議。決議內容為六個方面： 
(1) 應對氣候變化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重要機遇和挑戰； 



 

(2) 應對氣候變化必須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 
(3) 採取切實措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 
(4) 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法治建設； 
(5) 努力提高全社會應對氣候變化的參與意識與能力； 
(6) 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的國際合作。 

吳邦國指出，決議強調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性，進一步明確了應對氣候變化

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措施要求，進一步表明了中國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

國際合作的原則立場，強調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本著對人類

生存和長遠發展高度負責的精神，與國際社會一道，促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

架公約》及《京都議定書》的全面、有效和持續實施，為保護全球氣候作出新

的貢獻。 
以上顯露中國政府的政治決心，去做好這方面，以及為「哥本哈根氣候會議」

的成功作出貢獻。 

 
樹、生命、治療、信仰 

基督強調治療與覺醒，促進身心靈的活力和質素。 
『人都不勝驚奇說：「他所做的一切都好：使聾子聽見，叫啞吧說話。」』（谷

7:37） 
我們要更多用耳去聆聽和意會，用說話發揮、彼此了解、鼓勵和啟發。 
樹在大地的生命氣質的運行，扮演關鍵的角色。天主教的信仰與樹、生命和

治療應有密切的關係，需要作更多的探討和實踐。在祈禱方面，可在以上各方

面，作感恩、祈求、支持、鼓勵、合作，共同演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