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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未來氣候變化的環境，是為了保護我

們以及下一代的生活與文化、農工商、基

礎設施，更為了保護自然生態系統。面對

未來可能的自然生態與氣候天災，我們都

需採取調適行動，越早準備安全係數將越

高。例如，災害的早期預警系統，可以拯

救無數生命和財產，這安全效益遠高於初

期投入成本所能計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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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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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尊敬的宗教領袖，各位宗

教界的好朋友，大家吉祥平安！

今天我們的題目是「捍衛自由

與人權」，我們必須從人類永續發

展來看待這個議題，才有意義。現

在地球和人類已經面臨生死存亡的

關鍵時刻，氣候暖化讓南北極冰山

融化，海水即將淹沒陸地，加拿大

森林大火一燒數月，大片森林資源

燃燒殆盡，各地水、旱災不斷，暴

雨、颶風災難頻傳，戰爭武器和核

子試爆，更加速烘烤地球，讓地球

成為一個大暖爐。春夏秋冬四季消

失，植物種子無法生長，糧食危機

已經到來，這些都是眼前的事情，

我們怎麼還能不想辦法，改變這一

切。雖然現在全球政商、科技業各

領域，都已經展開行動，聯合國、

COP 也積極討論尋找辦法，包括

人工智慧的高度發展，我呼籲這些

都要以靈性為基礎，固守好道德倫

理，不要破壞生態。技術和政策只

能治標，唯有人心的覺醒與改變，

才是治本的方法。

要覺醒和改變什麼呢？要認知

靈性既是生態，生態是靈性，靈性

跟生態是合一的，這是平等關係，

也是夥伴關係，而不是掠奪關係。

尊重物種存在的價值，包容彼此生

存的空間，分享共同的成果，這就

是多元共生、相依共存、互濟共生

的道理，是生命共同的根源，是形

成生態的 DNA。萬物在靈性中，

彼此串連成生命共同體，成為夥伴

關係的生態。從靈性中覺醒，在生

活中做出改變，人心共同的覺醒，

是人類生存的最後機會。

地球只有一個，繼續破壞生態

的結果，就是大家一起滅亡。所

以，我再次誠摯邀請大家，要靈性

覺醒、跨界合作，從宗教界開始，

共同推動靈性覺醒，讓破壞者反省

改正，大家通力合作找出復原生態

和解決生態危機的辦法。同時也要

終結戰爭，以及銷毀核子武器，這

樣才能消弭地球和人類的生存危

機，還給大家一個乾淨、和平、永

續的生活環境，這才是真正的自由

和人權。

我在緬甸籌備生命和平大學，

將靈性觀與生態保護整合成一套實

踐系統，培育各領域的人才，在共

同理念下化成行動，來解決問題。

最後，願靈性覺醒帶來改變的力

量，讓生態和諧美好，世界和平無

諍，生態永續人類才能夠永續。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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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好了嗎？我們居住的城市、建築物足以面對未來可能的地球環

境了嗎？

氣候衝擊持續發生！熱浪襲捲全球，乾旱、野火、暴風雨，還有洪

水、風暴，甚至如美國夏威夷茂宜島（Maui）野火災難。將於今年年底

招開的COP28，首次聚焦討論世界各國落實《巴黎協定》的進度與成果！

面對未來地球可能環境，除了提升適應未來的靈活力、增加面對不

同天災的承受力，也要永續基礎建設與調適措施之規劃，以上這三點也

依賴於預先規劃，而現在就必須採取行動。面對 2023 年破高溫紀錄的

夏季，世界經濟論壇提出解決方案供全球採納，如城市綠廊道、陰影納

入都市規劃等，並建議於城市中設置涼爽區，高溫熱浪襲擊時，可供民

眾避災，這也展現氣候正義、扶助弱勢的一環。

當基礎設施能夠改採低碳、減輕環境負擔，以自然為師，而非競爭

或改造的態度，才是調適型建設之道。心道法師常提及，我們要以萬物

為本，而非以人為本，我們與生態是多元共生、相依共存的夥伴關係，

我們要以「尊重物種存在的價值，包容彼此生存的空間，分享共同的成

果」，來應對未來可能的環境變化，並讓人與大自然和諧共好，促成地

球永續。

本期主題

適應「未來地球」適應「未來地球」

參考資料：

●     應對城市高溫的 7 種降溫妙方 , 2023-08-09, 氣候變遷新聞 , T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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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觀點

6

關鍵數據

荷蘭把開發多年，霸佔荷蘭把開發多年，霸佔

的河流區，透過數種措施，的河流區，透過數種措施，

如堤壩遷移、降低洪氾區水如堤壩遷移、降低洪氾區水

位、降低防波堤的高度，並位、降低防波堤的高度，並

清理河道障礙，提升河水流清理河道障礙，提升河水流

速，如此增加水流的空間，速，如此增加水流的空間，

把空間還給自然。從防堵對把空間還給自然。從防堵對

抗河水，轉為尊重疏導大自抗河水，轉為尊重疏導大自

然的力量。然的力量。

疏導洪水，而非對抗。疏導洪水，而非對抗。

2000 年啟動，2015 年完成。2000 年啟動，2015 年完成。

荷蘭《還地於河》荷蘭《還地於河》

為了地球與人類，

高密度都市是更環保的未來？

根據美國的調查研究發現，紐約市人口稠密，成為相對環保的生活

方式。

家庭碳排放總量，主要來自汽機車、電力與冷氣及大眾運輸。因此，

人口稠密的城市，開車需求較低，住宅更容易保暖與降溫，相對郊區或

鄉村地區的住宅，能有效降低日常生活碳排，消耗較少能源。

7

Page 6-7 參考資料：

●     還地於河 , 2000 年—2015 年 , Wikioedia, Room for the River (Netherlands), Ruimte voor de Rivier website Rijkswaterstaat.

●     城市的勝利：都市如何推動國家經濟，讓生活更富足、快樂、環保？（最爭議的 21 世紀都市規畫經典）, 作者：愛德華．格雷瑟 , 時報出版 , 2019.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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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蓋 婭 假 說 」 聞 名 的 英 國 環 境 科 學 家 洛 夫 洛 克（James 

Lovelock）曾對於氣候變遷表達看法。

地球已歷經 7次氣候變遷

他認為地球是活的。地球環境是個複雜而平衡的有機體系統，生物

在地球上擴張、成就、發明、學習的結果，生物生命共同塑造出世界。

整體生態具有自我調節系統，當穩定運作，生物界才能持續繁衍。一旦

地球溫度升高，將不再適合人類生存。目前的氣候變遷，與 5,500 萬年

前很類似，「蓋婭」釋放大量二氧化碳、均溫升高 8 度，並經過 20 萬年

才恢復至最適合孕育生命的狀況。

90%人難以倖存

拉夫洛克認為地球目前處於「生病狀態」，更將進行巨大的自我調

節，不再適合文明發展。不過他認為人類不會滅絕。過去地球最少歷經

7 次大規模的氣候變遷，都有少部份人類存活下來，如同 5,500 萬年前

人類躲到極地區域求生、延續生命，待大氣均溫降低後，再逐漸遷徙至

赤道地區生活。

8

靈性生態

地球生病了

當今氣候變遷，

與 5,500 萬年前相似：

大量二氧化碳、

均溫升高 8 度。

洛夫洛克說：「我認為大多數人都撐不過去，洛夫洛克說：「我認為大多數人都撐不過去，

但是人類不至於滅絕，一個炙熱的地球無法但是人類不至於滅絕，一個炙熱的地球無法

支撐超過 5 億人的生存。」支撐超過 5 億人的生存。」
註：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英國環境科學家，於 2022 年 7 月 27

日去世，享嵩壽 103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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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療癒

作者 Copyright © 2019 by P. Pelser & J.F. Barcelona

圖 / 作者：金門植物誌。KIN-01-331。典藏者：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數位物件典藏者：臺灣生命大百科。創用

CC 姓名標示 - 非商業性 4.0 國際

台灣有 9 種饅頭果屬植物，

最常見的就是細葉饅頭果，從

低海拔 50 公尺處至中海拔地區

1800 公尺，於森林邊緣向陽的

環境都有機會和它相遇。 「多

羅觀音道場 - 觀音步道」 遮蔽

性不高又經年受強風吹襲，細

葉饅頭果還是能悠然生存，每

年 5 月至 9 月會開出小小的黃

色花朵，到了 10 月至翌年 1 月

果實形狀可愛如小南瓜般的果

實陸續出現，並露出橘紅色種

子。有機會到訪福隆靈鷲山，

記得去尋覓它的蹤跡喔！

以「靈性即生態」理念，透

過《平安聲林》邀請您，一

起聆賞自然生態，感受大自

然的療癒力。

平安聲林
─ 細葉饅頭果 Glochidion rubrum

歡迎收聽《平安聲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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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鷲山愛地球行動

關於城市綠化，最新的

研究發現，居家附近若有可

見的綠色植物，能強化心靈

力量，有益心理健康。丹麥

的菲特列斯堡市 Frederiksberg

制定綠樹政策，要求每個公

民從房屋或公寓看出窗外，

至少須能看到一棵樹。

在城市增加綠色空間、

綠廊帶、改善人行環境，有

助於緩解情緒、紓解心靈，

並能促進社會平等，促進社

區和諧，提高社會效益，更

是達成 2030 年聯合國永續發

展目標的重要行動之一。

靈鷲山愛地球九大生活主張

就是替地球撐把傘

看見綠樹 強化心靈力量

種一顆樹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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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應未來氣候變化的環境，是為了保護我

們以及下一代的生活與文化、農工商、基

礎設施，更為了保護自然生態系統。面對

未來可能的自然生態與氣候天災，我們都

需採取調適行動，越早準備安全係數將越

高。例如，災害的早期預警系統，可以拯

救無數生命和財產，這安全效益遠高於初

期投入成本所能計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