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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看了認為好」（創一 25）。在聖經的初始記載著：天主鍾愛地注視著 祂所創造的化工。從
可居住的土地到賜與生命的水源，從結實纍纍的各類 樹木到與我們共享家園的各種動物，在天主的
眼中樣樣寶貴。祂將這受造 界賜給男人和女人作為珍貴的禮物，要他們妥善保存與維護。

可悲的是，人類對於這份禮物所作的回應，卻烙印上罪惡、自私，以及企 圖占有和剝削的慾望。自
私自利使得受造界──原本是一個促進相遇和分 享的地方──變成了競爭和衝突的擂臺。如此，環境
本身瀕臨危機。天主 眼中的美好被人手所剝削。近幾十年來環境惡化的情形與日俱增：汙染不 斷發
生、石油能源繼續被人使用，以及集約農業所造成的濫墾濫伐，導致 全球氣溫上升，高於安全標準
。極端氣候現象日益頻繁，加上土地沙漠化， 對我們當中的最弱勢，造成極大的痛苦。冰河融化、
水源缺乏、水域的維 護被忽略、海洋中挾帶大量塑膠及微型塑料，同樣令人憂慮，並證明了亟 需進
行干預行動，不能再拖延。我們眾人釀成了氣候災害，嚴重地威脅到 自然和生命本身，也危及我們
本身。

其實，我們已經忘記自己是誰：我們是按天主的肖像所創造（參閱：創一 27），應該要如兄弟姊妹
般同居共處於一個家園。我們受造並非是要成為暴 君，而是要置身於我們的造物主以愛用億萬物種
為我們交織而成的生命網 絡的中心。現在是時候了，我們要重新發現自己身為天主子女、弟兄姊妹
， 以及受造界的管理者的聖召。現在是痛改前非、洗心革面並追本溯源的時 候。我們都是天主所愛
的受造物，祂在慈善中召叫我們，要我們珍愛生命， 在受造界中和諧融洽的生活。

為此，我非常鼓勵信友們在這些時日，即藉由各宗教之間彼此合作應運而 生並予以慶祝的受造界時
期，能夠多多為我們共同的家園祈禱和努力。 本受造界時期，自 9 月 1 日「為照料受造界世界祈禱
日」開始，至 10 月 4 日亞西西‧聖方濟慶日結束。這正是一大好機會，使得我們與其他不同基 督宗
派的弟兄姊妹彼此之間可以更加靠近。我特別想到東正教會的信徒 們，他們慶祝本日已經有三十年
。我們也感覺到與其他所有善心男女更加 接近，並在這足以影響每個人的環境危機中，與他們共同



受召推動生命網 絡的照管，而我們都是其中一員。

值此受造界時期，我們接近大自然，對天主造物主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藉此讓我們的祈禱受到啟
發，並得以更新。聖文德聖師強而有力地見證 了方濟會所傳承的智慧，說明了受造界是天主在我們
眼前展開的第一本 「書」，由於它的井然有序、變化多端和優雅美麗，使我們驚嘆而對創造它 的天
主生出愛慕和讚美（參閱：《語錄》 ，II，5，11）。在這部書中，每一 個受造物，為我們而言
，都成了「天主的話語」（參閱：《訓道篇詮釋》 ，I， 2）。在祈禱的靜默中，我們可以聽見受造
界的交響樂，呼喚我們放下自我 中心，去感受天父的愛溫柔的擁抱，並喜樂地分享我們所領受的恩
賜。我 們甚至可以說：受造界──生命的網絡──是與天主和他人彼此相遇的地 方，是「天主自己的
『社交網絡』 」（教宗接見歐洲響導和童子軍，2019 年 8 月 3 日）。大自然使我們不禁要以聖經
的字句，揚聲高唱宇宙萬物對造物 主發出的讚歌：「地上的生物，請讚美上主，歌頌稱揚他，直到
永遠！」（達 三 76）

值此受造界時期，我們也對我們的生活型態作出省思，即我們在日常 生活中對食物、消費、運輸、
水、能源和其他許多財貨和物資所做出的相 關決定，可能經常缺乏審慎考慮，並造成傷害。我們中
間有太多人對待受 造界的行為一如獨裁的暴君。讓我們努力作出改變，選擇更加簡單與樸質 的生活
型態！現在我們正應放下對石化燃料的依賴，並要快速且果斷地轉 向各種形式的清潔能源，以及永
續循環的經濟。讓我們也學習聆聽原住民 的聲音；他們祖宗自古以來世代相傳的智慧，正可以教導
我們如何與環境 保有較良好的關係。

此時也是採取先知性行動的時期。世界各地的許多青年，正努力使人聽見 他們的聲音，要人們作出
勇敢的決定。這些青年因太多承諾沒有實現── 已經置身投入，但後來卻因自身利益或執行不易而予
以忽略──感到失 望。青年正提醒我們眾人，大地本身並非一件物品，被人擁有，任人浪費； 它是
一項遺產，應代代相傳。他們正提醒我們：為明天懷抱希望，並非一 份高貴的情操，而是一項實際
的任務，要求於此時此刻展開具體的行動。 我們應該給他們的，是真確的答案，而非空洞的話語
，是行動，而非幻象。

我們祈禱與懇求的首要目的，即在於提高政治和民間領導者的意識。在此 我特別想到各國政府即將
於未來幾個月內會面，以更新關鍵性的承諾，好 帶領這個世界邁向生命，而非死亡。梅瑟於進入福
地之前，向人民所宣發 的話語，彷彿給予精神的遺產，進入人心：「你要選擇生命，為叫你和你的
後裔得以生存」（申三十 19）。我們可以將這句先知話奉為圭臬，踐行於我 們自身，並在面對我
們的大地所處的境況時，作出正確的決定。讓我們選 擇生命！讓我們向消費者的貪婪和渴望無所不
能的企圖心說「不」，因為兩 者都是通往死亡的道路。讓我們走上富有遠見的路程，並在今天作出
負責 任的犧牲，好能為明日具有生命力的前景提出保證。我們切莫陷入唯利是 圖的錯繆思維，反而
要共同望向未來！

由這方面看來，即將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行動高峰會，極為重要。屆時，各 國政府將有責任表達其政
治意願，以採取積極措施，儘速達到零溫室氣體 排放率的成效，並根據巴黎協定所訂定的目標，限
制全球氣溫平均升高的 程度，按照前工業時代的標準，低於華氏 1.5 度。下個月，即十月，被大 幅
度破壞的亞馬遜河流域，將成為世界主教會議召開特別會議所要討論的 主題。讓我們好好把握這次
的機會，回應我們的大地上所有窮人的呼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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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基督徒，不論是男是女，以及人類大家庭的每一個成員，都可以成 為一條纖細、獨特又不可
或缺的絲線，共同織就出接納每一個人的生命網 絡。讓我們接受挑戰，藉著祈禱和全心全力的投入
，承擔我們照料受造界 的責任。願天主──「愛護眾靈的主宰」（智十一 26），賜予我們勇氣，使
我們能及時行善，不再等待別人開始，或直到為時已晚。

教宗方濟各

發自梵蒂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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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地區主教團祕書處 恭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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