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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祢受讚頌》 —  

由教宗的呼籲到教區的回應  

 夏志誠  

 

教宗發表通諭，在教會內不是件新鮮事，在教會之外也少有

成為新聞。但去年六月中，教宗方濟各發表的《願祢受讚頌》

（Laudato Si’）（以下簡稱《願祢》），一份被稱為「生態通

諭」或「氣候暖化通諭」的文件，卻吸引了全球的關注，獲得傳

媒廣泛報導。在通諭發佈之前，更史無前例發生文件外洩，內容

被報章披露的情況。為什麼這份通諭會引起公眾如此關心？那是

因為它所討論的問題，並非只是基督徒，而是全世界每一個人都

非常關心的事：我們共同的家園。 

《願祢》以十三世紀聖方濟一首燴炙人口的詩歌 —《太陽

歌》，又名《造物讚》 — 的重句為名，並且罕有地加入副題：論

愛惜我們共同的家園。教宗的用意十分明顯，就是要指出我們共

同的家園 — 地球 — 出了大問題：氣候暖化！解決之就在《太陽

歌》所展露的精神裡，可以得到啟廸。 

提出核心問題 

長達二百四十六節（中譯本一百七十二頁）的通諭，字字珠

璣。教宗提出不少發人深省的問題，其中最核心而又關鍵，也是

自己最被感動的一句，就是：「我們想給子孫和正在成長的孩子

一個怎樣的世界？」（160）細心反省這提問，發現它指涉的範圍

既廣且深。首先，它連結起通諭的第一章，指出我們所處的世

界，出現了極其嚴重而逼切的生態危機。這危機產生的現象，與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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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創造宇宙時賦予的和諧相悖（第二章），因為它乃源自墮落

的人性，過份地以人為中心，企圖僭越天主（第三章）。大自然

的危機又與我們人類自己建構出來的世界 — 社會 — 息息相關。

因此，看得見的大自然生態危機是看不見的社會生態危機的表徵

呈現。這就是教宗在通諭第四章所談及的整體生態學。 

除了指出威脅世界的危機之外，這核心問題同時指出在危機

中最為受害的，是那些欠缺資源保護自己的弱勢社群。「孩子」

正是這群無權無勢、無言無份者的象徵。然而，教宗藉著強調這

些孩子是我們的「子孫和正在成長的孩子」，巧妙地激起人們對

下一代的關切及責任感，提醒我們，不管危機有多大，只要我們

願意，仍然是可以尋求到解決途徑的。由此，教宗提出他極富前

瞻性的第五章：探索和行動的方向，並對實際行動具有啟發作用

的第六章：生態教育與生態靈修。 

《願祢》發表已逾一年，完整的中譯本亦於本年三月份推

出。因此，本文只會提綱挈領的介紹其內容，繼而願意和大家分

享香港教區在推廣研讀及實踐通諭教導方面的努力，希望藉此達

到拋磚引玉的效果，一起為我們共同的家園做點事。 

認清科技真相 

很多人歸咎今日的生態危機是由於科技發展所致，但是，教

宗方濟各並沒有採取這種簡單的好惡二分法。他對科技的看法是

複雜的，因為現實就是這樣複雜：「科技曾補救了無數有害及箝

制人類的惡行。我們怎能對這些進步，特別是在醫療、工程和通

訊方面的進步，不感恩讚賞？」（102）另外，他也指出「猶太基

督宗教的思想同時將大自然去神話化」（78），由此而舖平了現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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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科學對大自然的探究之路，讓「科技科學能製造出改善人類生

活質素的重要工具」。（103） 

話可說回來，教宗對由科技而產生的種種問題，也並非視而

不見。科技的運用在今天已是無孔不入的了；「科技趨向於將一

切吸入其牢籠般的邏輯內，被科技包圍的人清楚知道科技向前

進，最終不是為人類利益或人類福祉，而是為權力，到極端是要

凌駕一切，成為一切的主人。」（108）就是這種教宗稱之為「人

為中心主義」的心態，造成現代的生態危機。 

行文至此，筆者想起一些以科技為題的電影，描述在未來世

界裡，由科技產生的智能機械人、複製人，或是超級電腦等，如

何操控人類，危害人類的生存。事實上，生態危機不就是已經把

科技帶來給人類的嚴峻威脅呈現出來了嗎？的確，我們對科技的

心情是既愛且恨的複雜，想生活簡樸之餘，又想享受科技給予的

方便和舒適。其實，由此可見，要解決生態危機必須要由我們人

類自己開始，改變生活習慣，停止「丟棄文化」、「方便文化」

等等。不過，在此之先，我們得首先確立人對自我、對大自然及

天主的看法。否則，改變生活習慣的努力難以廣泛而持久。這就

涉及人怎樣看自己，與怎樣看大自然。 

再思創造記述 

提及環保生態的議題，不能不令人 — 尤其是教會人士 — 想

起一位先驅學者練偉士（Lynn White）的論點。他於六十年代發

表以「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為題的論文，指控基督宗教在

中世紀盛行的視人為「管理大地」（創 1：28）主宰的教導。他認

為這種對人的看法，使人類與大自然疏離、對立，促成「人為中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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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主義」，視大地為應該被征服的對象，埋下了今天生態危機的

種子。 

教宗在《願祢》裡，沒有指名道姓，卻援引了「人為中心主

義」的說法，來批評現代人對大自然的漠視。對於聖經的創造記

述，教宗以整整的第二章，作了一個官方的全面詮釋。一開始，

他即指出：「人類企圖取代天主的位置，拒絕承認自己身為受造

物的有限，令造物主、人類和受造物整體間的和諧蕩然無存，進

而扭曲了天主要我們『管理大地』和要我們『耕種、看守樂園』

（創 2：15）的命令。」（66）因此，教宗間接地否定了練偉士對

基督宗教的指控，卻同時肯定人對大自然的漠視乃源自人對天主

的漠視。換言之，是因罪而污染了的人的心境，使大自然的環境

受到污染。 

那麼，究竟人是什麼？教宗方濟各依循兩位前任教宗的思想

而指出：「每一個人都是出自天主的心思意念，每一個人都是被

天主要的，是被愛的，每一個人都是必要的。」（本篤十六世）

「創造者對每一個人特別愛護，賦予他或她無限的尊嚴。」（聖

若望保祿二世）（65） 

教宗認為唯有當我們具備這種對人的認識，我們才可以確立

對大自然的正確態度。天主不單造生了人類，也造生了宇宙萬

物，我們對同出一源的其他受造「沒有絕對權力操控」。（67）

正確詮釋創造記述，會令我們認識到「人類對屬於天主的大地負

有責任，代表被賜予聰明才智的人類必須尊重大自然的規律，維

持受造物和這個世界之間的巧妙平衡。」（68） 

批評人為中心主義 Holy
 S

pir
it S

em
ina

ry
 L

ibr
ar

y



《願祢受讚頌》  — 由教宗的呼籲到教區的回應  

| 5 | 

在談及生態危機人性根源的第三章，教宗對當代人為中心主

義大力鞭撻。其實，他於通諭的前言部份已經明言：「當我們擁

有最終掌握權；當萬物只屬於我們，只供我們享用，受造界便受

到傷害。」（6）聖方濟的《太陽歌》，處處以天主為中心。在萬

事萬物裡，甚至是死亡，他都詠唱讚美天主：「願祢受讚頌！」

教宗方濟各在通諭裡多次提及聖方濟，就是希望現代人能以他為

模範，重新建立與天主及與萬物的關係。 

人為中心主義的惡果乃在於「當人找不到其在世上的真正位

置，人會誤解自己，最終會採取對自己不利的行動」。（115）教

宗更指出，這惡果的影響不只限於生態危機，更直指人類自己。

在這一點上，他強調生態與倫理是息息相關的；對環境的關心與

對人類生命，尤其對較弱勢者生命的關心，兩者亦是緊密相連：

「若我們不承認窮人、人類胚胎、身心障礙者為重要的一個事

實，則更難聽到大自然的吶喊」。（117）所以，當通諭提出整體

生態學的觀念，並指出其中包括環境、經濟和社會等內涵時，我

們一點都不應感到驚訝。真正的環保人士，應該同時也是積極的

維護生命者。「我們若無法保護人類的胚胎，縱使他的成長會令

人不安和造成困難，我們又怎能真誠地教導他人去關心其他脆弱

的存在物，不論他們是多麼的麻煩或會造成不便？」（120） 

建議解決之道 

人製造出來的問題，當然應該由人來解決。教宗非常坦白而

大膽的呼籲，若要解決現代生態危機，人自己必須改變！《願

祢》的第五章是針對國際社會所作的呼籲，而第六章則是針對個

人層面的呼籲。然而，兩者都需要人類願意作出犧牲，願意轉變

目前的生活方式，才可以真正成為解決之道。 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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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來說，這是一種歸依，就是承認所做的出了問題，需要

悔改。教宗在通諭裡稱之為「生態歸依」，是人「與耶穌基督相

遇的成果，能顯示在他們與周遭環境的關係中。」（217）生態歸

依展現在國際社會的層面時，要求「國際間的互相依賴催促我們

構想一個世界要有一共同計劃」，因為「單憑各個國家獨自行

動，無法解決更深層次的問題，所以全球性的共識是必要的。」

（164）這共識之達成，必須經由坦誠的交談和具有充分的透明

度。（182-188）有人認為教宗對爾虞我詐的國際社會作出如此呼

籲，無疑是緣木求魚，不切實際。然而，當前的全球性生態危機

若沒有國際間的合作，絕對是難以成事。我們當然不輕看國與國

之間衷誠合作的困難，但也不能因此而放棄努力，活在宿命的悲

觀之中。教宗的呼籲不過是教會作為世界良知的應有表現。 

談及國際層面，多少令人有些「離地」之感。所以，教宗隨

即向每一個個人作出生態歸依的呼籲：「我們面臨著重大的文

化、精神和教育的考驗，這條更新的道路雖然漫長，我們仍然必

須啟程。」（202）他一點都不滿足於口號式的邀請，或是單純為

信眾提供反省資料。教宗苦口婆心，而且非常堅定的要求我們要

「培養出良好的習慣」，因為唯有這樣，「人才能作出無私的生

態承諾」，「透過日常生活中的微小舉動來善盡關愛受造物的責

任。」（211）  

教區的回應：地球天使 

在簡單介紹了《願祢》的梗概之後，也藉此機會，給關心生

態環保的兄弟姊妹，分享一下香港教區對通諭的回應。由於這份

通諭早已是萬眾期待的文件，因此，教區在很短的時間內，約一

個月左右，已經組成針對通諭的研習小組，希望將一時的熱情，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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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化為動力，去認真鑽研，持續推廣，以達到提高信友對生態環

保的意識，一起參與「生態歸依」的行列。 

小組除了出通諭簡介本，藉網頁、面書作宣傳，並舉辦講座

和工作坊等等之外，最值得一提的是「創造」了七位地球天使，

希望藉著他們各有特色的面貌，使通諭的訊息能更容易地讓人們

認識及生活出來。 

天使，顧名思義，是天主的使者，給人傳遞天主的訊息。生

態危機，一方面有如洪水猛獸似的威脅人類，另方面卻有暮鼓晨

鐘的作用，敲醒我們自私和貪婪的心，這不啻是一個來自天主的

訊息。七位地球天使分別是受造、儉樸、節約、素食、喜樂、關

愛及祈禱天使。明顯地，他們所指向的範圍遠遠超過一般人所認

為的生態、環保，而是教宗在通諭裡所強調的整全生態觀，即包

括人際及人神關係的生態觀。以下我們嘗試從他們各自的口中，

來認識他們個別的意義吧！ 

� 『受造天使』：我要喚醒世人，尤其是那些城市人，要多接

觸大自然，離開冷氣房間，多做戶外活動，好能建立與周遭

環境的關係。我的口訣是：擁抱受造界！ 

� 『祈禱天使』：我要敦促世人以心靈連接宇宙、世界和社

會，每天為地球、貧窮者、受戰亂和饑餓困擾的生靈祈禱，

因為唯有祈禱，才能孕育出一顆真正歸依之心，而且謀事在

人，成事在天呀！我的口訣是：祈禱為地球！ 

� 『節約天使』：我要給人類灌輸節約的生活智慧，懂得珍惜

用水，少開空調，少用即棄餐具，時常記得携帶自用水樽。

我的口訣是：節約惜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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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儉樸天使』：我希望提醒人類，要按需要而買，依份量而

用。嚴選對社會、環境負責任的產品和生產商，減少奢侈品

和不必要的送禮。我的口訣是：消費負責任！ 

� 『素食天使』：我要宣揚的是健康的養生習慣，少吃肉類，

有助減低碳排放，亦能幫助維護食物資源。我的口訣是：素

食齊參與！ 

� 『關懷天使』：我的使命是要呼籲世人以實際行動來關懷貧

苦及弱勢社群，對他人多一份諒解和接納。除物質之外，亦

要在精神上彼此扶持。我的口訣是：關懷貧病困！ 

� 『喜樂天使』：我希望人人都能夠由自己開始，建立喜樂的

氣氛和文化，打造一個開心快樂、充滿關愛的家庭、鄰里和

辦公環境，因為這也是生態的一部分呀！我的口訣是：喜樂

你我他！  

推出「地球天使行動」的初期，研習小組只集中於解釋意

念，希望有興趣的教內外團體會採納在他們的活動中。不久，研

習小組再進一步的招募了一批有志的「綠色」年青人，參與「地

球天使行者」試驗計劃，使「地球天使行動」進入實踐階段，希

望藉著與他們的一起學習，能進一步在教會和社會中推廣通諭的

訊息，並加以落實。 

結語 

儘管有人說《願祢》是一份生態通諭或氣候暖化通諭，但事

實上，它不只是關於大自然，而更是關於我們人類，不只是關於

暖化，而更是關於我們如何藉萬物走向天主的聖化。廿一世紀的

教宗方濟各，一如十三世紀的聖人方濟，願意帶領我們以謙卑微

末的心，去體會與受造界的手足之情，從而激發我們悔改歸依，Ho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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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對他們的傷害。希望我們都能在各自的崗位上，響應教宗的

呼籲，好使我們能由這共同的家園，偕同一切受造物，奔赴「新

的耶路撒冷，我們共同的天鄉」。（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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