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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多年来，环保的口号和呼声随处可闻，散播愈

来愈广，声量也愈来愈大，响遍全球，响彻云霄。

这个现象反映环保课题，已从开始时的提上议程，

过后即迅速发展，逐渐普及和深化，备受重视。有

人甚至把 21世纪称为“环保世

纪”。 

人 类关注环保课题，与其形容为人

类社会对爱护地球的意识有所醒觉，

对保护地球生态表现出决心，无宁说

是情势所逼，人类的生存已然面对威

胁，临近绝境，不得不 正视今后的

处境，冷静的考虑如何力挽狂澜于既倒。人类是一种很自私的动

物，往往以本身的利益作为衡量各种利害关系的准绳。在长达几

千年的人类信史中，尽管 有各种宗教信仰在规范人类的道德品

行，制衡人心的贪，嗔，痴等过分的欲望（佛教称为“三

毒”），力求达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平衡发展；但一般的俗

众还是 难以摆脱受物质享乐的诱惑，追逐金车华堂，丰衣美食。

19世纪的工业革命与上个世纪末的资讯革命，科技迅猛发展，更

足长了人类醉心追求物资享乐的欲求。工 业的盲目生产，以及人

类对自然资源的任意开发，挥霍，糟蹋，制造了不断累积增加的

垃圾，工业废料，污染环境，污染空气，污浊水源，大量砍伐热

带雨林，大量 燃烧石油，使用化学物品所释放出的氯气（氟氯化

碳等），破坏天空的臭氧层，加剧地球的温室效应，气温上升，

海水上涨，低地陆沉；生物界面对污化的生存威 胁，

生态受到严重破坏，人类固然面临生存的困境，许多

珍禽异兽更是无可适从，濒临绝种，甚或终于灭绝。

这是地球的哀歌。 

 

在西方世界，人类热中追求物质享受的同时，已逐渐

淡漠，忽视宗教存在的意义。今天，西方宗教力求振兴，顺时应

势的把环保的课题纳入传教的范围及列为致力推展的工作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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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唤醒人类道德意识，宣扬教义的一个方向。 

这是很具有时代意义的运动。 

在东方社会，盛行的是佛教或回教。佛教发源于 2千 6百年前的

古老印度农业社会，受时代与社会发展条件的格禁，佛陀和他以

后的僧侣很难预见 2千 6百年后，人 类社会的确实发展情况。但

佛陀在他生前的言教中，已明确的提出环保的意识；佛教的净土

理想，即在鼓吹，鼓励世人通过觉悟，修持，协力缔造一个良

好，优质的 生存环境，“黄金铺地，七宝楼阁，七重栏楯，极尽

庄严清净”，让有情或无情的物质，山河大地，都得以相依相

存，共生共荣，祥和自在，世世代代，安身立命， 正所谓：“情

与无情，同圆种智。” 

佛 教推崇西方极乐净土，

也鼓励在现世建立人间净

土，重视优质的客观生存环

境。但佛教的理念，尤其重

视人类内心的修持，重视净化人心，亦即

“心灵环保”。无可 置疑，人类的一切行

为，皆受思想意识支配，有怎样的思想品德，就会有怎样的相应

的行为举止。一个人私心贪婪，欲海难填，必然会不择手段，甚

至损人利己，追 求物质和感官的享乐，不知饜足；相反的，人心

净化，清心寡欲，人就容易安于过普通人的生活，知足常乐，循

规蹈矩，不会产生许多非分的奢望，不会想方设法巧 取豪夺他人

的财富。一旦人人都能克制自己的奢望，社会就会减少因为争夺

利益而产生的冲突；一旦人类都能彼此尊重，相安无事，自然环

境不受破坏，自然生态保 持平衡，这就会实现人间净土，正如

《维摩诘经。佛道品》说的：“虽知诸佛国，及与众生空，而常

修净土，教化于群生。”《维摩经。佛国品》也说：“若菩萨欲 

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国土净。”一再强调教化先

于一切，环境保护，佛土清净，取决于人心的清净；人心毕竟是

决定性的因素。 

同样的，今天人类社会致力于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运动，

也应该从教育着手，在芸芸众生的思想中灌输环保意识，爱心，

明白利害所在，迷途知返，环保运动才会取得立竿见影的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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