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济修⼠会



前言



通谕 -
愿你受赞颂
即: Laudato Si’

关爱我们共同的
家园











~ 愿你受赞颂 Laudato Si’~ 
   颂歌 the canticle

– 太阳兄弟的颂歌或万物颂歌（1224-1226于圣达勉)

– Laudato Si’ = 受赞颂

– 写这颂歌的方济是何人?

– 在安微尼亚山领受了五伤后

– 瞎眼 又 病弱 à外在的折磨

– 被兄弟们弃绝 à内心的折磨

– 「安全如在我的王国」à神圣的慰藉

– 在黎明的第⼀缕阳光下 ,他写了…







1. 我们共同的
家园
怎么了

2. 创造万物
的福音

3. ⽣态危机
源自⼈类

4. 整体⽣态
5. ⽅法和
⾏动的路线

6.⽣态教育
和灵修









核⼼问题

– 自然和社会环境皆遭到同⼀个恶魔破坏:

– 概念是有着⽆可争议的真理来指导我们的⽣活
=相对主义

– ⼈的自由是⽆限的=个⼈主义

– 但⼈不会创造自⼰……（LS6）

– 我们是主⼈、消费者、有着⽆限
的即时需求的⽆情剥削者吗？
(LS11)



Core Problem

– ⼀次性的⽂化（LS22)

– 经济与科技的联盟（LS54）

– 暴虐和扭曲的⼈类中⼼主义
（LS68、69）

– 在我们身上找不到其他⽣物
的最终目的（LS83）



经⽂的智慧

– 创世纪 = 开始 (LS65) 

– 有关创世纪的最初记录 → 天主的计划包括创造⼈类

– 「天主看了他造的⼀切，认为样样都很好」(创1:31)

– 人类

– 主的肖像和相似性

à每个人的庞大与无限的尊严

à不是某物而是某人

à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主的旨意，我们每个人都被爱，我
们每个人都是必要的。 (本笃16)



经文的智慧

优先事项超过
实用的 (LS69)

「每个⽣物都
有其独特的善
良和完美」

(LS69、CCC339）

⼈类⽣活➞
3 个基础和交织
的关系: 上主、
邻居、地球

(LS66)

相互联系性
(LS70)





⼈类的问题

⼈类中⼼主义

自给自⾜的自由

白白得来的和默观被忽略

⼯具性关系

白⼿起家的⼈
总体利益对比共同利益



⼈类中⼼主义

– 现代性强加了⼀种绝对的、自给自⾜的⼈类
中⼼主义。 它捍卫⼈类对自然和自⼰身体
的完全和绝对性的统治。 圣经关于创造的
信息被变形和世俗化，用来证明与合理化这
种排他性和专属性的⼈类中⼼主义。

– 整个非⼈类世界都将具有⼯具价值，这完全
取决于我们的需求。（第 12 页）



圣⽅济
整体⽣态模型

– 「那些为提倡」⽣态学的守护圣⼈，1979 年，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JPII)

– ⽅济「向我们展示了对自然的关注、对穷⼈伸张正义、对社会的承诺和
内⼼的平静,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密不可分」（LS101）

– 自从主赐允他「开始作忏悔」（测试1），⽅济从天主那里看到了⼀切，
并欣然接受所有⽣物如兄弟姐妹。

– ⽅济呈现出⼀种神秘感、⼀种⽣态灵性、⼀种与所有⽣物进⾏重要交流
的整体⽅式。（第 59 页）

– ⽅济过着以上主为中⼼的⽣活，他发现自⼰是宇宙兄弟。在经历过了上
主的爱和白白得来的，他放弃了任何自私统治的伪装，感受到与受造界
和谐相处的喜乐，并与它⼀起赞美「全能、善良的主」。（CtC 1，第 60 
页）



自给自⾜的自由

– 当今世界崇尚不受限制、⽆⽅向或⽆措施的自由，这为不负责任
地使用自然资源铺平了道路。

– 「我的自由在你自由开始的地⽅结束」：每个⼈都努⼒以牺牲他
⼈为代价来获得最⼤可能的空间（第30页）

– 导致功利主义和占有欲的⼈类中⼼主义

– 消费主义的发展

– 技术官僚意识形态只会减少技术和经济的进步（第 32 页）

– 以其以仔细思考、去认识和评估,却更倾向于分析、客观化和剖析
(第 33 页)



自给自⾜的自由

这种⼀次性⽂化影响着被排除在外的⼈，就像它
很快把东西变成垃圾⼀样。同样的思维导致了对
⼉童的性剥削和对老⼈的遗弃。（第 35 页）

环境问题……是深刻的伦理和⼈类学危机的症状。

世界上 500 位最富有⼈的收⼊比 4.16 亿最贫穷的
⼈的收⼊还要多。

圣盎博罗削：你不是把你的东西送给穷⼈，⽽是
把属于他的东西还给他。私有财产权不是绝对和
⽆条件的。（第 37 页）



⽅济的自由

– ⼀个充满爱和负责任的自由

– ⽅济对天⽗的信仰给了他完美的喜乐，使他摆脱了任何恐惧，并
促使他拥抱最彻底的贫困。

– 他成为宇宙兄弟,是位自由⽽快乐地与所有⽣物和所有⼈建立联系。
不试图获胜或统治，⽽是兄弟般地⽣活并建设和平。

– 认识到所有⽣物都是⼀个热爱自由的果实。默观造物主临在于他
们，⽆⼀例外。（第 69 页）

– 所有的创造物都是圣事，反映了神圣造物主的临在、良善和美丽。



⽅济的自由

– 自由是⼀切存在的解释性关键。

– 天主是自由的，没有任何约束。任何外部因素都⽆法影响他的决定。他的⾏
为表达了他热爱自由并以此为导向。天主有秩序地、按照他自⼰的良善⾏事。

– 真福若望·董思⾼ – 普世基督的首要地位

– 「万物都出于他，依赖他，⽽归于他」(罗马⼈书 11:36)

– 神圣自由的⾄上⼯作

– ⼈类是按照基督的肖象⽽造的，并分享他的存在。

– 「⼈类被赋予智慧和爱，并被基督的丰盛所吸引，被召唤带领所有受造物
回到他们的创造者身边」[LS83]

– 谁滥用了创造物，谁就是否认自⼰的本性，反对降⽣成⼈的奥秘。

– 对话和自由关系性的重要性



神修能修复
（LS75）

– 崇拜地上的⼒量并篡夺天主的
地位？

[我们不是天主（LS67）] 

– 最佳的⽅法来将⼈类回归到应
有的位置

– 结束对地球绝对统治的主张

– 相信创造世界并独自拥有世
界的⽗亲的形象.

（自然对比创造）



沉思

1. 我和创造有什么关系？我可以沉浸
在亲属关系模式中吗？

2. 我是否认为所有事物都是相互关联的？

3. 我对自由的愿景是什么？

4. 我可以将自由与爱联系起来吗？

5. 在⼈类中⼼主义和自由的这些领域,
我自⼰的争扎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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