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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整體生態學是教宗方濟各在 2015 年頒布的《願祢受
讚頌》通諭中提出的一個關鍵概念。這源於他認為「一
切都密切相關」，以及「當今的問題需要一種能夠考慮
到全球危機各個方面的願景」。因此，如果我們想知道
某個環境問題的成因，必須研究社會的運作、經濟、行
為模式以及它掌握現實的方式。同樣，在考慮環境危機
的解決方案時，我們必須尋求綜合解決方案，考慮自然
系統本身以及與社會系統之間的相互作用。

這些相互關係使教宗看到，我們面臨的不是兩個互
不相干的問題，即一個是環境危機，另一個是社會危機，
而是一個複雜的社會環境危機。因此，解決問題的策略
需要採取綜合方法來消除貧困、恢復被排斥者的尊嚴，
同時保護自然。

通諭已頒布了差不多七年，但社會環境問題依然嚴
重。我們有需要持續提醒大家，社會環境問題迫在眉睫，
在不同地方和領域都需要作出回應，採取行動。本期
《鼎》以「整體生態觀」為主題，從理論和實踐角度探
討，希望引發讀者持續對這議題的關注。

今期的主題文章一共有四篇，第一篇文章是從理論
角度探討整體生態學。在〈整體生態學的人類學基礎：
從《民族發展》到《願祢受讚頌》〉一文中，林榮鈞博
士描述了整體生態學概念的發展，研究了教宗方濟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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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整全理論之間的異同。作者在考察不同時期教會社
會訓導中有關「基督宗教人類學」概念時，指出了《願
祢受讚頌》通諭的範式轉變的關鍵突破。

在第二篇文章〈環境保護在中國：政策沿革、現實
狀況及倫理省思〉，周蘭蘭教授介紹了中國的環保政策。
作者指出，長期的環境政策的確改善了中國的生態環
境，但亦遇上不少壓力和困難，包括在生態修復與污染
防治、產業結構調整與發展方式轉型、民眾生態意識提
升與生活方式轉變等方面。以中國農民為例，周教授探
討環境政策的執行與貧農生態意識之間的張力。最後，
作者就天主教整體生態學與中華生態文化作了比較和找
出相同之處。

第三篇文章是鄭生來神父的〈邁向廿二世紀的教會：
懂得像天父這樣愛大地是信仰不可或缺的部份〉。透過
檢視梵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以及 1990 年
《和平日文告》， 鄭神父在教會對生態關懷的傳統中討
論《願袮受讚頌》通諭。他指出，愛惜天父的創造是「信
仰不可或缺部份」。基於整體生態觀，我們應該全面和
整全地愛主愛人愛大地。基於這理解，鄭神父認為有急
切需要修訂白話文天主經，因為當中願你的旨意承行於
「地」被改為「在人間」，收窄了天父旨意的範圍。

第四篇文章是阮美賢博士的〈整體生態學與生態女
性主義—對社會生態危機的回應〉。在探討了氣候變化
與貧窮的關係，尤其是氣候變化對女性的影響和在中國
的情況之後，作者討論了整體生態學的概念及其實施中
的障礙，並以解放生態神學，特別是生態女性主義神學
來重新構想整體生態學。作者還討論了整體生態學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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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儒家生態學的共同點。最後，文中列舉了一些牧民行
動和政策回應的例子。

其他論文部分有三篇文章，當中兩篇文章探討了
二十世紀的天主教會，另一篇文章關於梵二思想在中國
天主教會的實踐。

該部分的第一篇文章是黃懿縈博士的〈二十世紀中
國天主教徒的傳教運動：從公教進行會到聖母軍〉。黃
博士就二十世紀初至中葉，平信徒義務參與傳教工作進
行研究，並以「公教進行會」和「聖母軍」作研究對象。
第二篇是陳劍光博士的〈中國天主教會的緊張局勢—以
「解決衝突模式」作分析〉。基於「解決衝突模式」，
通過考察兩份反映 1950 年代中國天主教會的刊物，作者
發現 1950 年代的冷戰思維成為主要推動中國天主教會內
的緊張局勢的原因，在十年內從「分歧」階段升級為「視
對方為敵人」階段。

第三篇文章是耿占河神父的〈中國天主教會神學界
對於梵二啟示觀的接納與實踐〉。耿神父在文中總結了
中國教會神學界在過去數十年對於《啟示憲章》的理解
與接納狀況。他認為，雖然中國天主教神學界已經給予
《啟示憲章》不少關注並進行研究，但缺乏與當今中國
文化與宗教界在此問題上的對話。未來應該更加關注這
方面的對話。

除了這些文章，今期《鼎》還提供了兩篇書評和一
篇對 2021 年中國教會重大事件的回顧和分析。

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本人謹代表編輯委員會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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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者和幫助審稿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此外，特別
感謝擔任編委多年的田英傑神父，以及協助製作發行工
作的張景唐先生。他們已從聖神研究中心退休，兩位都
為《鼎》和聖神研究中心作出重大貢獻。我們衷心祝福
他們一切順利。願上主保守他們！

阮美賢
2022 年 5 月 3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