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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雨時節，春意融融。在萬物生長的最佳時節，

處處一派忙碌景象。在春光燦爛、溫暖祥和的氣氛

裡，世界地球日悄然而至。世界地球日是一個專門

為世界環境保護而設立的節日，旨在提倡大家過綠

色低碳的生活，以改善地球的整體環境。今年世界

地球日的主題是「眾生的地球」，為此我們特別刊

發了一篇「合理干預」的論文，該文從人與動物之

間的辯證關係的視角，簡要介紹了文明的進程中人

與動物從衝突對立到和諧共存的發展過程，進而通

過案例研究，論述了中國現代生態旅遊中的人與動

物和諧共存的生存智慧，說明人與萬物之間通過不

斷的融合，從對立經過博弈正在走向合一。地球不

應該是衝突博弈之所，而應該是眾生和諧相處的家

園。

如卷首論語所言，地球不僅是眾生和諧共處的地

球，還應該是眾生各美其美、凝聚共識、協同合作

的人文化成的世界。其中「人不是為野蠻而生，而

是為了美德與知識」的人文精神正應該是全球化時

代的底色與共識。在這個意義上，「眾生的地球」

不只是平面意義上的和諧相處，還有縱向維度的追

求與盼望。本期的中華神學欄目中「成聖之學與人

的神聖化」一文，在儒家與東正教的雙重視域中討

論了人的成聖之路，指出成聖之道的基礎是人人皆

有的上帝的兒子性（天人合一），在上帝與人的感

通交融中，人由此走向神聖。人的價值與尊嚴不僅

在於人的成聖，更在於人將帶領一切受造之物歸向

神聖的上帝。因此，世界的未來不僅是人與萬物和

諧共處，更是「天地位、萬物育」，一切受造之物

最終「止於至善」的盼望。「希望與受難」則從希

望神學的角度，探討了萬事萬物「中和位育」的盼

望的神哲學基礎——十字架神學。一味強調社會的
改革並不能解決世界的衝突，反倒促進了世間的冷

漠，代替冷漠的應當是悲憫。十字架神學是受苦受

難的神學。沒有耶穌基督的苦難與死亡，就沒有永

生和解放，這是十字架上的悖論。痛苦受難的十字

架和對未來的期盼是否定之否定的關係。被釘十字

架的救主的復活，使得十字架神學不僅代表死亡，

更代表新生，還有一切都將被更新，以及實現永久

的和平的盼望。

經典在各自的人文傳統中具有基礎性的意義，

後世學者經過新的理解與詮釋，可以揭示其當代

的價值；通過跨時代與文化的研究，也在反思其局

限性，進而為經典所影響的文化傳統提供與時俱進

的反思。本期的經典詮釋欄目中的兩篇文章對於道

家經典《道德經》與《莊子》分別作了創造性的詮

釋。「經驗、邏輯與拯救」一文，通過對老子處理

美與善、變與恆、去與不去等問題的思想內涵及語

言方式的追問與分析，發現老子處理這些問題的思

維是純經驗式的，他的經驗思維方式使得他無法處

理美善的標準問題、變與恆的邏輯關係問題及去與

不去中的拯救問題，因而無法區分邏輯標準的絕對

性和經驗感受的相對性、時間的相對性與永恆的

絕對性。故而得出，經驗智慧的非超越性和拯救的

超越性，出現以相對代替絕對、以同為恆、以任自

然為進入永恆的邏輯和信仰謬誤。作者的這番洞

見發前人之所未發，可謂一家之言。而「莊子的感

知」一文，則認為莊子通過破除對象性的感知方式

來確立本體意義上的感知方式，確立了以「神」、

「氣」為特徵的視覺、聽覺區域的本體論，「虛以

待物」，將中國古典詩詞中的視覺、聽覺美學系統

呈現了出來。回應上文《道德經》中老子對經驗的

描述可知，經驗中的「無」與「虛」是進入本體與

永恆的路徑。

4月23日是世界讀書日，最是書香能致遠，「讀
書」，讀的不僅僅是書中文字，還有書背後的人。

在閱讀中，我們的靈魂與古今聖賢邂逅對話，我們

的心靈與天地萬物相感通往來，養吾浩然之氣，形

塑君子品格。讀書可以使我們開闊眼界、增益智

慧，有助於我們在一切境遇中，氣定神閑，心廣體

胖。在這美好的季節裡，讓我們珍惜光陰，一起讀

書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