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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愛堂歸正福音教會 

主日學課程 

第一季、二零一四年 

基督教倫理 

第九課 
問題： 

從基督教信仰立場來看環保的課題：參看詩篇第八篇，以及其他相關經

文。〖參看華德凱(Walter C. Kaiser, Jr.)所寫的書“What Does the Lord 

Require?  A Guide for Preaching & Teaching Biblical Ethics”中之第十八章。〗 

 

討論： 

1． 基督徒的立場：環境保護與聖經教導不相抵觸、衝突；事實上，環保

意識包含在聖經的吩咐之内。〖治理、管理、修理的觀念，源自於神

的吩咐和命令，參看創一、二。一旦誤解、錯用，以爲要攫取、征服，

淩駕於萬物之上等等，則不僅製造出環境破壞的災禍，也產生殖民的

霸道政權。〗 

2． 對大自然的欣賞、愛護、利用：從詩篇第八篇講起。〖在中華文化裏，

對大自然的態度，多半表現於歌詠其雄奇瑰麗、和諧相容、天工造化

等方面。而從信仰這個層面來觀看我們所處的世界，則有不同的體會。

詩篇第八篇的内容給了我們另外一條路：⑴諸天萬物彰顯出神的大能

與榮耀；⑵在萬有當中，人竟然受造物主宰的眷顧；⑶在造物主的眼

裏，人有地位和價值，有神所賜的榮耀尊貴之冠冕；⑷人代表造物主

管理被造界。〗 

3． 聯想：古人講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語見尚書、大禹謨)。這幾個

詞彙出現在舜和大禹討論如何治理國家百姓的對白内容裏。如果改用

現代的術語來説的話，其實就包括了政治、教化(育)、經濟、環保等

觀念在内。 

4． 附帶一提的，在孟子的觀點裏，也隱約帶著有環保的意識。〖孟子乃

是從經濟的角度談國家的管理和生産。如果濫墾、濫伐，則剩下來的

只有光禿禿的山頭；如果竭澤而漁，後人就沒有水產可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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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討論「行動中的信仰」之課題時，必須著重於聖經倫理(Biblical Ethics)，

就是要以聖經内的原則和教訓為準，來處理、判斷有關生活中倫理的課題。常

常要反求諸己，自問：主神要我們如何活在祂面前？〖聖經原就是一本實用的

教材，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等方面，都是有益的，爲的

是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參看提後三 16-17)。聖經中處處都

向我們提問：神要祂自己的百姓如何活在祂的面前？就擧詩篇第十五為例，一

開頭詩人在神面前就提出兩個問題：誰能寄居祢的帳幕？誰能住在祢的聖山？

詩的篇幅雖不長，但思路都環繞著這兩個問題打轉。〗 

這一季的主日學内容取材自華德凱(Walter C. Kaiser, Jr.)所寫的一本書

“What Does the Lord Require?  A Guide for Preaching & Teaching Biblical 

Ethics”；教會圖書架上有一冊，須要參看的弟兄姊妹可自行影印相關的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