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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祢受讚頌》中的聖經引用 

嘉理陵著  

郭春慶譯  

 

我們反省方濟各教宗應用聖經在他的《願祢受讚頌》通諭

（Laudato Si’）之前，首先想想教宗是否應該寫這通諭。 

有些人，不幸地包括一些神父及教友，對教宗寫這通諭感到

懷疑。簡單來說，一方面我們必須表明，從某觀點看，這種懷疑

純粹是反宗教的，如果具體上並非反基督及反天主教。另一方

面，這顯示對人類的思想及求知歷史的極度無知。人心中渴望了

解事物，尤其是對人生存的現象及其存在的背景（即時空的宇

宙）的認識。這份求知的渴望以多種不同方式展現，其中之一是

尋覓「萬有理論」 ─ 說明人存在的相通原素和人與世界之間的相

互關係的理論。這裡不是要提出完整的「萬有理論」，而是要指

出對「氣候轉變」的關心已假設了人類和環境的相互關係，這假

設是教宗通諭的理性論述背景的一部份 ─ 通諭的背景及最終動機

的一部份。所以，教宗提及象徵、關係及相通（LS70）。無論我

們是否喜歡，人的生命和基督徒的信、望、愛生活都受影響，甚

至會被多種，即使不是全部的話，不同形式的象徵、關係及相通

所決定。 

由於《願祢受讚頌》通諭的題目及其學術性的表達方式，研

究教宗方濟各如何在通諭引用聖經，為整體評估他的訓導的意義

尤其重要，因為教宗在通諭第二章包括一個特別部份 ─ 第二部份

的「聖經記載的智慧」，此處包括了大部份的聖經章節。教宗提

及世界的相對性及偶然性時，採用了如《創世紀》及《出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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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肋未紀》和《聖詠》的相關經文所使用的高度象徵性的

方式去表達。 

《願祢受讚頌》內的聖經引文 ─ 資料 

通諭直接引用聖經超過五十次，另加其他印證。通諭以科學

為基礎，從科技的角度處理環境及氣候轉變的問題。不過，通諭

始終是一份信仰文件。正如任何的靈修著作，一般來說，聖經章

節的引用提供信仰語言和術語來表達思想，因此，它們不須個別

處理。這篇文章以教宗寫這份通諭的恰當性，及他引用聖經來闡

釋其論點的合理性，作為依據。大部份聖經章節在「聖經記載的

智慧」的部份出現，此顯示通諭不是以聖經為「文本證據」，雖

然通諭是一份信仰文件，而且也成為教會的社會訓導的一部份

（LS15）。為吸引人注意到聖經的敘事智慧，教宗顯然要多引用

聖經經文，因為它的智慧就是在聖經語言中顯現。當然聖經並非

關注環境或氣候改變的問題，然而聖經的智慧提醒我們反省世

界、人與環境的關係、人對環境應有的責任。在人的根源及終極

這些更廣闊的形上討論，「我們的共同家園」必涉及其中。在較

現實的哲學裡，我們察覺到，每個關於人的問題亦是有關天主的

問題，反之亦然。所以，在處理任何重要的問題時，例如氣候改

變，遲早必須考慮到天主的觀念及信仰的智慧，因此，教宗有需

要和理由求助於聖經，天主聖言。 

聖經用作提供「文本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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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評論員認為教宗方濟各善用聖經，融入通諭，有利主題的

發揮，而不是把聖經用作「文本證明」，這是明確的見解，並削

弱任何基於通諭引用聖經，而拒絕接受它的企圖。 

因此，略為討論以聖經經文為「文本證明」是有幫助的，因

為聖經作為信仰文件，需要及期待信德，而以「文本證明」為論

點是理性討論中最弱的一環。 

「文本證明」適用於任何學科，但在神學方面則是特別危

險。梵二提醒我們聖經是神學的核心。正如所有具重大啟發性的

原則，這項原則亦有其不足之處 ─ 即用聖經原文來支持事先形成

的立場或教條，這會傾向或有誘惑把原文穿鑿附會，對作者原意

缺乏適當的處理或應有的尊重。這種「文本證明」的使用常是一

種偽釋經（eisegesis）的方式，用者把他自己的思想放入聖經內，

這顯然有損於真正及科學的釋經學。毫無疑問，教宗方濟各絕不

會墮入此陷阱。 

萬物的相互關係 

我在上文提及「萬有原理」，一個多世紀以來，眾多的科學

家和思想家曾對「萬有原理」這個問題感興趣。換句話說，這是

指一個能夠解釋萬物相互關係的理論，甚或是某種數學定律。雖

然確實的探究可能較近期才出現，但是從人類存在的最早期，對

萬物的相互關係此問題已經是百思不解。例如在《創世紀》，至

少是最先幾章，其實是嘗試探討及解答這個問題。有人即時否定

聖經及其與科學研究的關連，為這些人我們必須聲明，在任何文

化及文明的最早期，所有著作均構成人類思維遺產的部份，需要

珍惜，並深入反省其中的提案，無論是宗教、哲學、歷史、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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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或政治上的，有關人的狀況及存在的來龍去脈的思考。例如一

個人不論是否同意聖保祿或聖若望的教導及思想，他們作為思想

家，也必須對他們尊重，正如對蘇格拉底、亞里斯多德、柏拉

圖、孔子一樣。 

如上文所述，若教宗方濟各適當地引用聖經，他作為思想家

嚴肅地思考有關人類在此歷史重要的時刻應關注的問題，他應得

到人的尊重和聆聽，而非只因他是宗教領袖，或純粹因為他引用

聖經，而隨即被否定。 

教宗方濟各沒有直接提及「萬有原理」，但從人對「氣候改

變」的關心，可以看到人對尋找對一切事物的解答的渴望所帶來

的後果。我們不能再否定生活方式和氣候改變之間的關係。教宗

方濟各和大多數的思想家一樣，視這種相互關係為理所當然的，

例如：「既然萬物互有關連」（LS120, 137）。這種關連清楚地引

導他的思維。 

有趣的是，教宗方濟各在通諭的開始，引用《羅馬人書》的

一個非常重要段落，是關於大自然的渴望及受造物的嘆息：「凡

受造之物都熱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顯揚，因為受造之物被屈伏在

敗壞的狀態之下，並不是出於自願，而是仍懷有希望，脫離敗壞

的控制，得享天主子女的光榮自由。因為我們知道，直到如今，

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嘆息，同受產痛；不但是萬物，就是連我們

這已蒙受聖神初果的，也在自己心中嘆息，等待著義子期待的實

現。」（羅 8：19 - 22）。儘管教宗沒有討論這章節的意義，但我

們可以從人類思想的層面，看作為在二千年前，在當時的歷史背

景下，對人與大自然的相互關係的初步探討。教宗不是用這章節

證明保祿和他意見一致，或他同意保祿的說法，這章節是一位早

期基督徒思考人和大自然的關係的珍貴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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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方濟各依循他的思路，簡短地提及相關的題目，像專制

的擬人論（LS18，參閱 LS82）、生物中心論（LS118）、墮胎

（LS120）、老人的悲嘆（LS21）、文化財產（LS63）。 

我們隨從教宗的引領，可以把聖保祿的話語更推前一步，給

予「萬有理論」中的「萬有」更完全的價值及範疇。然後，正如

聖經中的專題或非專題探索，我們必須問有關罪惡和影響人類的

各種災難之間的相互關係。除了人類其他形式的不負責任行為之

外，人類的罪惡會影響大自然嗎？當涉及人的貪婪或濫用大自然

時，明顯會有相當可怕的後果。假如我們相信萬物的相互關係，

特別是人與大自然的密切相關，我們必須擴大問題的範圍。不同

方式的虐待兒童、奴役婦女、政治及經濟上的濫用又怎麼呢？會

對自然造成任何影響嗎？若要繼續探究，我們可能要求助於聖保

祿提出的身體圖像的方式。 

如果宇宙是一個整體，而每部份本質上是緊密聯繫的，就如

聖保祿在《羅馬人書》第十二章及《格林多人前書》第十二章所

提出的肢體和身體的關係，那麼我們可更廣泛地應用他的思想，

包括反省整個環境：若是一個肢體病了，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

苦。若罪惡的疾病在身體的某部份擴散，而這身體亦即是我們所

身處的世界，對整個身體來說是後患無窮的（參閱格前 12：26 - 

27）。我們敢面對由任何「萬有理論」的建議所引申的嚴重後果

（LS25）的挑戰嗎？教宗保祿六世說，我們對大自然的糟蹋，自

己定會成為受害者，並且發現大自然的受破壞廣泛遍佈。我們明

白教宗保祿六世的警告的嚴重性嗎？（參閱 LS45） 

教宗討論「聖經記載的智慧」（第二章第二部份）時，正如

其他聖經學者一樣，也談及創世紀第一至四章的破裂關係

（LS66）。教宗不是寫有關章節的釋經書或有關破裂關係的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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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解。不過，為了讀者的益處，我認為補充教宗的訓導會有幫

助。聖經間接或直接地指出以下關係的嚴重破裂： 

天主和人類之間的關係 ─ 亞當和厄娃要躲避天主（創 3：

8）。 

男女之間的關係 ─ 亞當為他的「墮落」指責厄娃，亦隱晦

地責備天主（創 3：12）。 

人類和自然之間的關係 ─ 厄娃指責蛇（創 3：13）。 

兄弟[姊妹]之間的關係 ─ 創 4中加音和亞伯爾的故事。加音

不但殺死弟弟；他亦推卸所有責任：「難道我是看守我弟弟的

人？」（創 4：9）（LS70）耶穌在最後晚餐時對天父肯定說：

「我因你的名，保全那些你所賜給我的人」（若 17：12）。耶穌

棄絕加音的不負責任。 

在任何「萬有原理」中，一個關係的破裂與其他關係的破裂

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個重要的主題，而且實在是禍害無窮。若愛惜

我們共同的家園，我們要做兄弟姊妹的監護人，因而守護我們共

同的家園 ─ 為了我們的現在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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