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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討論緣起

• 1. 教宗方濟各第二道通諭《願祢受讚頌》
(Laudato si’ 2015) 的整體生態學思維

1.1. 提倡「整全生態學」(Integral Ecology) 的
信仰關懷

• 『整全』生態學：萬物息息相關互相扣連
(interconnectedness / interrelatedness / integrated)

• 指出二元論對立形式的倫理學將人類與天主割裂
和人類與受造界割裂都是導致當代生態危機的一
種意識型態問題

• 回應現代世界對整體真實的割裂及社會分工的實
踐所衍生的弊病

• 為生態系統遭受人類破壞的危機尋求一種整全性
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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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何謂萬事萬物互相關連？

• 「世上萬物彼此相連的信念」 (16)

• 「所有生物彼此息息相關，每個個體必須以愛及尊重被珍惜著，而我們也是生物，且彼此互相依賴。」(42)

• 「萬物是互有關連的，我們人類在美妙的朝聖旅途上，被天主對每一個受造物的愛交織串連起來，如同兄弟

姊妹一般，且流露出我們對太陽兄弟、月亮姊妹、河流兄弟、及大地母親的珍愛。」(92)

• 「萬物皆環環相扣。當人宣稱本身獨立於現實，且表現絕對支配的行為，人生命的根基開始崩潰」(117)

• 「若萬物是互有關聯，一個健全的社會機制必定會有一些有助於環境和眾人生活質素的影響。」(142)

• 「萬物的互有關連，使我們發展出全球性精誠團結的靈修精神，它原是湧自天主聖三的奧祕。」(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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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當代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

2.1. 生態危機的人性根源

「一種過度的人類中心主義是現代的特點，而且仍

繼續以隱約不明的形式，損害與人類共識和社會團

體的團結有關的一切事物。現今時機已到，我們要

重新關注現實的境況和其局限；況且這也是個人和

社會能更健全及更賦有成果地發展的條件。基督宗

教人類學的論述不足，曾造成一種對人與世界之間

關係的錯誤了解。很多時候，所傳遞的是普羅米修

斯式的觀念，強調征服世界，好像只有胆小怯懦的

人才關心保護大自然；反之，我們對「支配」宇宙

的正確理解，應是更適當地以負責任的管理為己

任。」(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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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以科技官僚統治為本的效益主義

「當人以自我為中心，以即時的便利為絕對優先，那麼其他一切相對地變得不重要。凡事以科技為中心的

思想，無處不在，加上對人權力崇拜的無限延伸，使得相對主義興起－－即除非能滿足人的即時需要，否

則一切事物皆互不相干──也就不令人驚訝了。」(122)

2.3. 重建基督宗教人類學：管理的責任

「此境況已導致持續的精神分裂症，一個極端是以科技為中心，不認同較微小的生物有其真正價值；另一

極端則是認為人類毫無獨特的價值。但是萬物不能與人類分割。人類若不自我更新，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

則無法更新。沒有適當的人類學，則不會有生態學。若人類純粹被視為眾多物種之一，且是出於偶然或物

理定律，我們整體的責任感便會消退。」(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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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德日進的貢獻

3.1. 天主創造受造界的價值和意義

「在猶太基督徒的傳統，「受造界」一詞的意義更廣闊，非純指「大

自然」，因為此詞與天主愛的計劃有關，每一受造物皆有其價值及重

要性。」(76)

3.2. 宇宙的發展

「在宇宙中──是由許多開放而相通的系統所塑造成形──我們可在其中

辨識出無數形式的互動關係和參與模式。由此也令人聯想到宇宙整體

是向天主的超性開放的，並在其內發展。」(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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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天主臨在於宇宙萬物與人類之間

• 大自然和一切萬物反映天主的慈愛和美善 (85)

• 宇宙作為一個整體反映天主的富饒 (86)

• 天主臨在於大自然一切受造物之內 (88)

• 人類是宇宙的一分子，與其他受造物組成宇宙大家庭 (89)

• 人類懷有與自然和萬物深度共融的意識 (91) 

• 兄弟情誼：反對漠視與虐待非人類的受造物 (92)

• 基督奧跡：受造界一切的終極是回歸於自起初已存在的基督此一奧跡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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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教宗論及德日進的貢獻

〈第二章‧創造的喜訊：III. 宇宙的奧秘〉

83. 「宇宙存在的終極目的在於天主的圓滿，

復活的基督已經達至，祂是衡量萬物成熟的準

繩。[53] 我們再加個論點為反對人類蠻橫霸道，

及不負責任地主宰其他受造物。其他受造物的

終極目的不存在於人。反之，受造物與我們共

同邁向同一目的──天主，在天主超性的圓滿內，

復活的基督擁抱及光照一切受造物。人類獲賜

聰明才智和愛，並被基督的圓滿所吸引，蒙召

引領一切受造物回歸創造者。」

[53] 按此我們可加入德日進神父的貢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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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何謂德日進神父的貢獻？

主題：德日進的神學及哲學思想為
我們如何認識整全生態學提供一個
嶄新的神學性方向

重點：宇宙基督論 ─ 基督、宇宙、
生命、人類及天主的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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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 Phénomène humain (1955)  《人的現象》

2. L’Apparition de l’homme (1956)

3. La Vision du passé (1957)

4. Le Milieu divin (1957) 《神的氛圍》

5. L’Avenir de l‘homme (1959) 《人的未來》

6. L’Énergie humaine (1962) 《人的能量》

7. L’Activation de l’énergie (1963)

8. La Place de l’homme dans la nature (1965) 
《人在自然界的位置》

9. Science et Christ (1965)

10. Comment je crois (1969)

11. Les Directions de l’avenir (1973)

12. Écrits du temps de la guerre (1975)

13. Le Cœur de la matière (1976)

德日進著作全集 (法語原著)
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Œuvres Complè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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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德日進的宇宙基督論

• 1. 時代背景

1.1. 宇宙基督論的傳統：新約、教父及中世紀聖徒

1) 聖史若望的聖言成為血肉及「元始」(Alpha) 和「終結」
(Omega)

2) 宗徒保祿之「一切」及「圓滿」基督論

3) 教父依勒內 (Irenaeus) 之「同歸於一論」
（Recapitulation）及奧利金 (Origen) 之「萬有復歸論」
(Apocatastasis) 

4) 中世紀教會聖師聖賀德佳．馮．賓根 (Hildegard von 
Bingen) 宇宙論類比說：小宇宙及大宇宙

5) 聖方濟各亞西西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的〈太陽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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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啟蒙運動：啟示與理性之緊張關係

§ 自然的定義：一個自然神學的問題

• 1) 斯賓諾莎：上帝或自然 (Deus sive Natura) 

→ 創造者自然 (Natura naturans) & 受造者自然 (Natura naturata)

• 2) 康德：理性神學的構想 (Rational Theology) 

→ 哲學性宗教(Philosophical Religion)

• 結果：泛神論 (Pantheism) 及自然神論 (Deism) 成為理性宗教信仰最合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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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天主教現代主義運動的困惑

§ 現代主義

教宗庇護十世 (Pius X) 1907年《應牧放主羊》
(Pascendi dominici gregis) 通諭譴責現代主義為
「一切異端的綜合」(omnium haereseon
conlectum / Synthesis of All Heresies)

• 1) 自然神學的問題：超越論 (transcendence) 與
內在論 (immanence) 的衝突

• 2) 進化論的爭議：進化論與創造論衝突或適應？

A) 「內在生命」的假設：一個否定天主創造
無中生有的進化論 (Creatio ex nihilo)

B) 「教義的進化性詮釋」：進化論原則應用
於信理及人類歷史的發展？



1.3. 梵二前新神學運動的湧現
(Nouvelle théologie)

§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歐洲哲學思想

1) 精神哲學 (Spiritualisme français)：
莫里斯．布隆代爾 (Maurice Blondel)

2) 生命哲學 (Lebensphilosophie)：亨
利．柏格森 (Henri Bergson)

3) 現象學 (Phänomenologie)：馬克
斯．舍勒 (Max Scheler)

4) 人格哲學 (Personnalisme)：艾曼
紐．穆尼埃 (Emmanuel Moun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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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日進與新神學的思想關係

1) 漢斯．烏爾斯．馮．巴爾塔薩 (Hans Urs von Balthasar) 批
評德日進神學是沒有歷史的自然主義

2) 亨利．德．呂巴克 (Henri de Lubac) 認同德日進重新思考
自然神學的重要意義：自然與超自然(恩寵)關係



• 2. 德日進的進化神學

2.1. 進化神學的特色

1) 回應宗教與科學二元對立的張力

→ 一個綜合神學與科學的構想或是科學與宗教神祕主義的結合

2) 法國生命科學史傳統 ─ 演化論 (Transformisme) 的影響

→ 拉馬克 (Jean-Baptiste Lamarck) 《動物學哲學》(Philosophie zoologique 1809)

→ 柏格森 (Henri Bergson) 《創造進化論》(L’Évolution créatrice 1907)

3) 挑戰達爾文進化論的獨斷地位

→自然選擇的神哲學問題

4) 理論困難源於大量自創兼語意曖昧的詞彙

→ 德日進自創及翻新再用原有法語詞彙大概有超過200多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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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自然」(Nature) 在德日進思想中的意義

1) 兩種基本意思

a) 自然界、地球或行星

b) 宇宙，泛指受造界，包括心理、精神、靈性及形而上層面

2) 自然與人的關係：

a) 自然界作為生命及人類進化的場域 → 人在自然界的位置

b) 人類的生機本性 → 人的特色及定義

3) 自然概念的特色

a) 自然是超自然轉化的對象：天主在自然界中的臨在

b) 人被定義為在自然界中的存在而非自然界之外的存在

c) 自然的範圍包括人類一切活動，即是人類的歷史、技術發明及文化藝術

d) 自然界與人類命運相連，在進化中得到聖化，直到終末與人類同歸於基督合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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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宇宙、生命及人類的進化

〈創造性聯合〉L'Union créatrice (1917)

1) 創造性聯合：創造的目的就是為了聯合

一與多的關係：如何理解人與天主與世界
在創造計劃中互相聯繫的關係？

「生存就是為了聯合」(152)

「創造就是實現一種聯合的行動；沒有創
造的行動，真正的聯合是不能實現的。」
(155-156)

「從創造性聯合的觀點看，宇宙的全景就
是一個集中，一個聚合，一個朝向著中心
的匯合」(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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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化創造論 (La création évolutive)

《人的現象》Le phénomène humain (1955)

§ 進化原則：意識─複雜化原則 (Loi de Complexité-Conscience) 、集中 (Centration)、聚集 (Convergence)、聯合 (Union)

a) 前生命─物質 (宇宙創生 Cosmogénèse / Cosmogenesis)

宇宙的進化運動：展現一個正在進化過程中的動態宇宙，以集中聚合一切為目標

b) 生命 (生命創生 Biogenèse / Biogenesis)

生命的進化運動：揭開生物由簡到繁的生理和意識複雜化過程

c) 思想 (智能創生 Noogénèse / Noogenesis)

思想與精神的進化運動：一切思想的聚合，包括個體、社團及民族的思想聚合，成為所有優秀思想的中心

d) 超生命 (基督創生 Christogénèse / Christogenesis)

基督中心化運動：基督作為宇宙生機及物理的中心，以聚合宇宙萬物為目標，邁向天主在奧米茄點上的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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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智力圈 (noosphère) 的形成

a) 人類的智力範圍。一種心智創生的演化過程，是宇宙演

化史迄今為止的一次大事件：生命和認知構成了宇宙和地

球演變的基本特質。這種認知能力在於人類能夠意識到自

己是人類的意識，有別於其他物種。

b) 人化過程 (hominisation)。人類出現，經歷由各個猿人群

種走向智人 (Homo sapiens) 的階段，形成各種民族及文化

中心，促成了人化的實現，即是一種心智化或人文化普及

現象的實踐：「人的進化在世代相傳之中慢慢地發展寓居

於他之內的本質及宇宙的總體特性。人化這個詞彙就是用

來概括這一偉大的提昇過程。人化可以說首先是個體由本

能到思考的瞬間跳躍；但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人化是一

種由動物界各種力量所誘發從人類文明中邁向精神世界的

一種進步及種類的轉化過程。」(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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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批判人類中心主義的理解。人類受造極為獨

特，重新思想人在天主創造及宇宙萬物進化過

程中的角色和意義：「人並非如我們天真地所

想的那樣簡單是宇宙的中心。事情要奇妙得多：

人乃是指向世界終局生命聯合的上昇標記。人，

也只有人，是連續的生命層中最遲生成的，最

新近的，最複雜的，也是最為精緻的。」(174)

d) 一個會思考的地球。人類集體意識的增加及

擴充促使智力圈在生物圈之上出現，形成一個

全球人類思想網絡：「從動物學的角度看，人

類是一個『種』的特殊景觀，能夠實現在它先

前出現其他種都遭遇挫敗的事情。它不單只形

成為宇宙性生物，也可以延伸自己成為一個有

組織的外殼來覆蓋地球而不會破裂。」(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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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奧米茄點 (Point Oméga) 的實現

a) 奧米茄的超越及中心位置：超級意識的形成或人類意
識的中心

1) 人類及宇宙萬物聚合的中心 ─ 從發生史的角度看：人
類及宇宙萬物進化的極致必定經過互相聯合的一點

2) 終末的實現 ─ 從超越者的角度看：天主既是起初又是
終結，並且藉著基督創造萬物達到最後圓滿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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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愛的能量 (Amour-énergie)：進化的能量

愛的自然基礎及成為推動進化的力量：「作為一個充
份的生物學事實，愛 (即一個生物對另一個生物的親近) 
並不是人類專有，它是所有生命的共同屬性。」(264)

愛是宇宙能量並以萌芽的形式存在於一切事物之內：
「千差萬別的愛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宇宙向自身的心理
趨同在它的成員心裡留下的直接痕跡。」(265)

愛聯合萬有：「在宇宙間將所有元素逐一沈澱下來並
聯合成為一個整體，愛就是這種具有宇宙接合及宇宙
感應的一種情感。」(26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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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宇宙基督論 (la christologie cosmique)：
德日進的基督中心主義

§ 基督是宇宙萬物的中心：

─ 宇宙性基督 (Le Christ cosmique) 

─ 普世的基督 (le Christ universel)

§ 德日進的宇宙基督論：

→ 基督在進化之中

1) 泛神論的特色

2) 聖體論的幅度

3) 圓滿論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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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泛神論 (Panthéisme / Pantheism)

§ 天主與世界的關係：超越神論或泛神論

1.1.) 基督教泛神論 (le panthéisme chrétien) 的提議：

§《人的現象》談及泛神論的意義

「聖保祿告訴我們，天主將會成為一切的一切。這真是一種最高形式的『泛神論』‧‧‧‧‧‧一個對完美聯合

的期望，以致每個沉浸於其中的元素都將要與宇宙同時達到完滿的狀態。」(294) 

「一個非常真實的泛神論，但又是絕對可以理解的泛神論，假如在最後的方法，世界的反思中心實際上

是「與天主合一」，這種狀態絕不是透過混同歸一而獲得 (天主變成一切)，反而是透過愛的區分和交流

行動 (天主無處不在而成為一切的一切) 來促成。這本質上是符合正統信仰和基督教的泛神論。」(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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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基督教泛神論是一種泛在神論 / 萬有在神論 (panenthéisme / panentheism)

§ 泛在神論的定義：萬有「在」神或神在萬有而非萬有「是」神

E.A. Livingstone: The 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The belief that the Being of God includes and penetrates the whole universe, so that every part exists in Him, but 
(as against Pantheism) His Being is more than, and not exhausted by, the universe.” 

§ 過程哲學或過程神學 (Process Philosophy / Process Theology) 的泛在神論主張

懷德海 (Alfred North Whitehead)、哈特雄 (Charles Hartshorne)、科布 (John Co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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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顯臨 (Diaphanie / Diaphany)：如何理解天主臨在宇宙萬物的概念

→ 顯臨 [鄭聖冲 翻譯] (Diaphanie / Diaphany) 與顯現 (Épiphanie / Epiphany) 的區別

§《神的氛圍》關於顯臨的描述

「如果允許我們用稍微改變一點已經通用的話來說，我們或將說：把基督信仰的偉大奧蹟，說成是天主顯現出

來並不完全正確，而是天主透過世界顯露出來 (la Transparence de Dieu dans l’Univers)。是的！主！那光輝不僅外

逸，而且深入 (pénètre)。耶穌你不僅顯現 (épiphanie)，而是透過萬物顯臨出來 (diaphanie)。」(142)

「沒有任何混雜，一點也不含糊，天主，基督信仰中心的真實天主，將擁佔整個宇宙，也就是我們今天這個宇

宙，這個以其廣袤遼闊，或其異教色彩而使人無限驚惶的宇宙。天主透入宇宙，就如同光線透過水晶體；因著

形形色色不能勝數的受造物，我們遂處處碰觸得到，且處處見到祂在工作；祂是那麼親近，同時又是那麼遙

遠。」(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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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聖體論 (Eucharistie / Eucharist)

§ 聖體：思考物質性 (materiality) 的神學意義

屬於自然界的物質受超自然行動的作用而轉化成為神聖的對象

〈在世界祭台上的彌撒〉(Le Messe sur le monde 1923)

「上主，又一次地，雖然這一次不是在埃納的森林，而是在亞洲的大草原上，我既沒有餅酒，也沒有祭台，

我要讓自己超越這些象徵，到達真實的純粹尊榮裡：我，祢的司鐸，要把整個地球作為我的祭台，在其上向

祢獻上世界的勞動及苦難。」(29)

「在今天自我繁衍的新人類中，聖言延續了它誕生的無限行為。由於聖言深入地融於世界，物質的洪流毫無

畏懼地托負起生命。在這種不可言喻的轉化中，表面上似乎都沒有什麼顫動。其實，在觸到那句實體性的聖

言時，宇宙這塊巨大的聖餅，神秘而真實地變為了肉身。從而，我的主，通過祢降生成人，一切物質都已化

作肉身。」(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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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聖體聖事變質 (transubstantiation) 的意義：
神聖行動對物質的轉化作用

§ 聖體聖事是基督對物質世界施行的一種轉化
性行動，一種在物質之內進行的神聖行動

2.2.) 宇宙基督論的聖體聖事性特色：宇宙萬
物在進化過程中轉化為基督的身體

§ 宇宙或世界的神聖不是出於自身的本質，有
如一般泛神論所指的神就是世界；而是造物
主的臨在令宇宙或世界得到聖化，就是耶穌
基督臨在於聖體聖事的一樣。

§ 基督身體真實臨在聖體聖事解釋及指向基督
如何臨在宇宙受造界作為一個總體的神學性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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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基督臨在的三個幅度

§ 歷史性：道成肉身

§ 聖事性：聖體聖事

§ 宇宙性：終末圓滿

→ 教會使命：轉化及聖化物質世界成為基督的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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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圓滿論 (Plérôme / Pleroma)

3.1.)《神的氛圍》關於圓滿的描述

「天主陶冶作育我們，最後要完成的偉大繁複的工程是怎樣

的？這是量的充實與質的完滿；這是奧妙的圓滿，在這圓滿

內，實體的一與受造物繁多，在一個完整體內，並不混淆，

卻連合在一起：這種連合雖然沒有增添任何東西在天主身上，

但是對於存有來說卻是一種勝利和擴展。」(130)

「至於失落的心靈，即使因為墮落而破壞了奧祕的身體，我

也懂得，他們也不可能妨害那最終的大圓滿。天主！有人不

顧聖寵的召喚而喪亡，因而似乎摧毀大圓滿的完整時刻，祢

使用一種再熔鑄的補救方法，時刻不斷予以修復，使它常保

新鮮純潔。被絕罰的人，並未被拋棄於大圓滿之外，只是無

份享見祂聖容的光明及福樂。祂讓他失落，但為圓滿自身並

不損失甚麼。」(165) 33



3.2.) 技術在宇宙基督邁向圓滿實現的角色

§ 宇宙和基督共存及成長：從物理性宇宙進化人格化宇宙再實現基督化宇宙

§ 技術是人類在智力圈的智能產物，不能純粹約化為簡單的機械活動，相反
有助於基督創生的實現

〈技術在人類總體生物學中的地位〉(Place de la technique dans une biologie
générale de l’humanité 1947)

「人類整體也可以比作一種橢圓形，其中技術組織的焦點和心理認知的焦點

是共軛的。鑒於人類被看成是擁有上述兩個焦點的現實存在，其結論自然是：

技術總體並非僅是一批商業機構，一種機械沉重，而是經過深思熟慮，將各

種程序方法組合在一塊的總和，從而使人類保持自己的意識狀態，以適應我

們的聚集和聯合程度。技術具有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生物作用，因而它完全有

資格進入自然領域。從這個角度看，人工和自然、技術和生命之間的對立

消失了。」(276-277)

「技術和意識覺醒之間的關係已得到證實。技術自身的發展使人類更高一層

的，即精神範疇的能力，因而也迫使我們對宗教有所理解的方向」(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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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普世救贖的問題

§ 早期教會亞歴山大學院教父奧利金 / 
俄利根 (Origen) 修復論 (Apocatastasis) 

§ 魔鬼及一切被詛咒的靈魂與整個受造
界都一同得到救贖並與天主得到復和

§ 伯多祿在聖殿裡向百姓講道：「因為
他必須留在天上，直到萬物復興的時
候；對此，天主藉着他古聖先知的口
早已說過了。」(宗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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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總結要點

1) 「生態」作為一種理解天主與人類及宇宙萬物的「整全」關係

2) 「宇宙基督論」作為建構一個當代基督宗教宇宙論的神學案例

3) 為宇宙萬物互相關連提供一套神學及哲學形而上學的思想基礎：
『創造性聯合』(Union créatrice)

4) 重新確立「自然」或「自然神學」的觀念：

1) 自然與人性：人性與自然及宇宙萬物在進化歷程中互相關連

2) 自然與文化：糾正人類文明獨立於宇宙萬物以外的觀念

3) 自然與超自然：自然成為超自然恩寵轉化的對象

5) 更新「天主臨在」的意思：「顯臨」

6) 從終末論「天主的圓滿」角度理解「天主的創造」

7) 為更新基督宗教人類學提出一種神學性構想：後人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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