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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水資源

可永續利用

響應 3 月 22 日世界水資源日，及「SDG 6 

乾淨用水與公共衛生」，一起促進人人都有

便利使用、衛生安全，且可負擔的水資源。

以
水
促
進
和
平



01 心之道

用愛連結靈性、守護生態    

04 本期主題

分享水資源 即是分享和平

06 愛地球視角

開墾沙漠 徹底改造大地

08 愛地球視角

乾涸的科羅拉多河

10 靈性生態

河流分享與協商

12 靈鷲山愛地球行動

《地球的眼淚 ─ 愛護地球從珍惜水開始》

CONTENTS
目        錄

創 辦 人｜釋心道

策      劃｜生命和平大學籌備處

出版發行｜靈鷲山佛教基金會

編輯處所｜新北市永和區保生路 2 號 20 樓

編 輯 台｜靈鷲山文化組

執行編輯｜楊振暉

美術主編｜傅華麗

服務專線｜（02）8231-5789

版權為靈鷲山志業單位所有。

影 像 圖 片 取 材 自 all-free-download.com、

Pexels、Pixabay、Unsplash 等。

本刊物採用環保油墨印刷

水的價值顯而易見：維生、和平、繁榮。

The value of water - for our survival, peace 

and prosperity.

機關、團體、單位或商家等，願提供空間

支持推廣本刊物，

請洽 02-8231-6789#1526 靈鷲山文化組

生命和平大學 

參考資料：

封面及封底

●    圖片由 eon Sang-O 在 Pixabay 上發佈

●    圖片由 congerdesign 在 Pixabay 上發佈

Page 01 - 03

●   圖片由 Gerd Altmann 在 Pixabay 上發佈

●   圖片由 Jeon Sang-O 在 Pixabay 上發佈

●   插圖取材自 UN Water Day

Page 04 - 05

●    TCCIP, 全球環保新聞 ,「聯合國歷史性會議，全球水危機解決之路浮現」, 表日期：

2023-04-07, 作者：United Nations, 上刊編號 20230407182143。

●    Mayotte : l'eau potable coupe deux jours sur trois, Publie le 03/09/2023 20:34, France 

Info.

●    TCCIP, 全球環保新聞 , 禍不單行，馬爾他面臨水資源嚴重匱乏 , 發表日期：2023-05-15

●    圖片 Gerd Altmann, Jeon Sang-O on Pixabay

Page 13

●    圖片由 Edson Moura Souza Edinho 在 Pixabay 上發佈

封面影像合成 / Stella



編按： 編按： 

靈鷲山佛教基金會創辦人心道法師受邀出席「全球信仰領袖高峰會」（Global 靈鷲山佛教基金會創辦人心道法師受邀出席「全球信仰領袖高峰會」（Global 

Faith Leaders' Summit），以佛教領袖代表致詞，並親自簽署「第 28 屆聯合Faith Leaders' Summit），以佛教領袖代表致詞，並親自簽署「第 28 屆聯合

國氣候峰會阿布達比跨信仰聲明」（The Abu Dhabi Interfaith Statement for 國氣候峰會阿布達比跨信仰聲明」（The Abu Dhabi Interfaith Statement for 

COP28），題為「匯合全球良善：團結合作實踐地球重新復甦」（Confluence COP28），題為「匯合全球良善：團結合作實踐地球重新復甦」（Confluence 

of Conscience: Uniting for Planetary Resurgence），展現全球宗教界攜手承諾，of Conscience: Uniting for Planetary Resurgence），展現全球宗教界攜手承諾，

支持環境永續的愛地球行動。支持環境永續的愛地球行動。

本峰會於阿聯酋首都阿布達比（Abu Dhabi, United Arab Emirates）召開，主辦本峰會於阿聯酋首都阿布達比（Abu Dhabi, United Arab Emirates）召開，主辦

單位為「穆斯林長老委員會」（MCE），並由「第 28 屆聯合國氣候峰會」主單位為「穆斯林長老委員會」（MCE），並由「第 28 屆聯合國氣候峰會」主

席團、「聯合國環境署」（UNEP）和「阿聯酋寬容與共存部」（UAE Ministry 席團、「聯合國環境署」（UNEP）和「阿聯酋寬容與共存部」（UAE Ministry 

of Tolerance and Coexistence）等共同主辦，於 2023 年 11 月 5 日至 7 日舉行，of Tolerance and Coexistence）等共同主辦，於 2023 年 11 月 5 日至 7 日舉行，

被視為 COP28 氣候峰會的前導指標會議，受到全球高度重視。被視為 COP28 氣候峰會的前導指標會議，受到全球高度重視。

心之道

用愛連結靈性、守護生態用愛連結靈性、守護生態
文 / 創辦人 心道法師

1

─ 於全球信仰領袖高峰會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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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6、7 日 兩 天，

我們來到阿布達比參與今年的「全

球信仰領袖高峰會」，如同大會的

訴求，希望透過集體的智慧影響力

與靈性的引導，加強人們了解氣候

變遷對世界帶來的影響。

很高興大會能夠傾聽不同的聲

音，連結各界的智慧，看見信仰的

力量，借此機會，也讚歎阿聯酋對

於淨零碳排、乾淨能源、愛護地球

所做的成果。宗教共同的連結，就

是靈性，我們在這裡同願同行的討

論現在的生態危機，以及如何讓生

態永續。也就是靈性生態， 因為

「靈性即是生態，生態即是靈性。」

怎麼說生態是有靈性的？我們

從萬物的生命看得到它的靈性。萬

物的靈性源於種子，生命種子就是

記憶體，因為記憶體，才能春生、

夏長秋收、冬藏，運用四季的變化

長出它的樣子，而種子能夠養活所

有的生命。

現在四季混亂，水災、火災、

風災、地震頻傳，這些都是因為人

類大量的碳排、任性的消費、甚至

用戰爭烘烤地球，用核彈毀滅地

球，地球的氣候只會越來越極端。

由於開發抽取石油，讓南北極冰山

無法凝固，因為石油是凝固雪的元

素，把石油抽完了，支撐雪山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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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元素就沒有了，導致冰山雪崩，

四季因此錯亂不再分明。

春夏秋冬亂了，種子就無法記

憶生長，物種無法生長繁殖，就會

滅絕，物種滅絕，人類也會滅絕。

我們破壞生態的生存條件，就是把

自己的糧食切斷，這就如同是自殺

行為！

過去，我們不知道重視生態的

價值，現在，我們必須從靈性覺

醒，認識到人與生態的關係，是多

元共生、相依共存、互濟共生的生

命共同體，所以我們有責任保護生

態，知道生態真正的價值，自然而

然就會「尊重物種存在的價值、包

容彼此生存的空間，共同成就分享

的世界。」

現在，我在緬甸籌備的生命和

平大學，主要是做生態循環系統、

生態永續的教育，讓大家了解，我

們跟生態之間是夥伴關係，將靈性

生態推動到不同的領域，培養未來

的生態守護者。祈願大家共襄盛

舉，一同成為生態大學教育的夥伴

關係。

各位宗教領袖們，我們的責任

就是用靈性連結，把這份愛給生

態，讓宗教的靈性聯合起來，用這

份共振共鳴來守護生態的永續。謝

謝！



4

面對 2050 年全球水資源的供需

緊繃，相較今日需求增加至少 40%，

水資源缺乏將是國際社會穩定發展

的重要關鍵。奠基於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的倡議，聯合國終於在睽違 46

年之後召開「2023 水資源會議」(UN 

2023 Water Conference)，以呼籲主要

國家投入更多資源與行動。

本期主題

圖 Image by Susanne Jutzeler, Schweiz ch suju-foto from Pixabay

分享水資源分享水資源

即是分享和平即是分享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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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與生命息息相關，然

而目前全球仍有 2 億人口沒有安

全 水 資 源， 約 40% 人 口 受 缺 水

或旱災威脅，而且氣候變遷中的

90% 以上災害都跟水資源相關。

世界水資源日 World Water Day 繼

去年的《加速改變》(Accelerating 

Change)，今年更提出《以水促進

和平》(Leveraging Water for Peace)

呼籲大家關切缺水議題。

創 辦 人 心 道 法 師 受 邀 出 席

2023 年世界宗教議會時提到，現

有的技術和政策只能片面解決問

題，唯有人心的覺醒和改變才是

根本解決之道，而這也是水資源

可以扮演的角色之一：推動和平

的橋樑。雖然水也能成為爭奪的

衝突主因，唯有人心覺醒，當世

界一家共同分享、珍惜淡水資源，

即是分享、珍惜和平。

在法屬馬約特島 (Mayotte)

位於馬達加斯加西北方，於去

年夏天大缺水，甚至於 9 月 6

日，僅剩三天生活用水，除了

氣候變遷調適作為缺乏之外，

基礎儲水設施數十年來沒有規

畫任何建設，導致這場嚴重的

人道危機。

無獨有偶，地中海的馬爾

他島也面臨因氣候變遷，而造

成水資源短缺危機。除了降雨

量變得不穩定，更因非法超抽

地下水，導致鹽分滲入地下水，

加劇淡水資源匱乏。

在歐洲冬天將無雪可滑！

根 據「 自 然 氣 候 變 遷 (Nature 

Climate Change)」期刊滑雪場

的雪資源研究顯示，即使全球

控制在 1.5 度 C 的升溫目標，

歐洲三分之一的滑雪勝地還是

會面臨缺雪的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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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地球視角      

開墾沙漠 徹底改造大地
─ 鹹海 消失的中亞內陸豐沛水資源

圖 / 鹹海邊被拋棄的船舶 , 哈薩克 , 攝影 Staecker, 2003 年 4 月 29 日 , Wiki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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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西 元 2000 年 之 後， 持

續乾涸的世界第四大湖泊鹹海

(Aral Sea)，已不再是當地人

倚賴的經濟來源，沒有豐盛漁

獲，湖底已長出植被。鹹海面

積從 1960 年 的 68,000 平方公

里，到了 2010 年僅剩約十分

之一。

蘇 聯 政 府 於 1918 年 決 定

開發中亞沙漠，把注入鹹海的

河水導入沙漠地帶，以利種植

大量棉花和穀物等。然而鹹海

水資源並非沒有極限，每年水

位持續下降，到了 80 年代，

發生每年下降平均 9 公分的驚

人速度，雖然提高棉花產量，

但卻也大量流失寶貴水資源，

以及當地賴以維生的重要漁

業。滄海桑田，如今當地水資

源嚴重不足，除了受到農耕化

學汙染，更出現伴隨而來的公

共衛生嚴重挑戰。參考資料：

「挽救鹹海：同一片湖泊裏的不同命運」, Chen Dene-Hern, 上刊日期

2018 年 8 月 14 日 , BBC 新聞網。

圖 / 鹹海狀態比較：上邊 1985 年，下邊為 2021 年。

圖源：NASA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

1985 年1985 年

2021 年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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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地球視角      

乾涸的科羅拉多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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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國 原 住 民 用 水 權 利 爭

議，由於氣候變遷影響更受

威脅。瓦拉派部落 (Hualapai 

Tribe) 定 居 於 科 羅 拉 多 河

（Colorado River） 沿 岸， 家

園與河岸接壤長約 200 公里，

卻無權取水使用，即使美國政

府於 1922 年《科羅拉多河契

約》明定部落有權取得足夠用

水建立永久家園，仍懸而未

決。

如今，更由於沿岸居民超

用河水、乾旱期增加，和越來

越明顯的氣候變遷影響，河流

量持續萎縮，科羅拉多河已無

法提供依賴的 4 千萬人口，及

超過價值 150 億美元的農業需

求，距離入海口 100 英哩處，

河床早已乾涸且鹽化。

參考資料：

State of unease: Colorado basin tribes without water rights, By 

FELICIA FONSECA, 2022/09/15, AP NEWS

圖 / Image by Hans from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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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分享與協商

圖 / Image by Robert Balog from Pixabay

靈性生態

「河流，一直是泰雅族生活場

域中重要的一環，河流和土地、森

林共同形成了「居所」的意義，這

種意義往往是整體而不能分割的。

然而，隨著現代科學化管理被引進

之後，它逐漸被化約切割為水資

源、土地資源、森林資源而分屬到

不同的管理體系之中，並且在「發

展」的目標下被消耗、利用。」

「 以 捕 魚 為 例， 一 個 流 域 內

的河流包含了 llyung（主流）和

gong（支流），而捕魚包含個人的

射魚、置放魚籠，以及集體捕魚。

( 略 )

此外，流域內各部落的長老每

年都會聚會，依照他們對各自鄰近

的河段或支流的魚群狀況的觀察，

協商捕魚的時間，使各部落輸流在

不同時間用毒籐在主流的不同河段

進行集體捕魚，甚或是跨部落聯合

進行集體捕魚。

除 了 捕 魚 之 外， 種 魚（muya 

quleq）也是很重要的工作，部落

中的人會從主流捕撈魚苗，放到支

流內，稱為種魚。因為部落內與各

部落間會協調對於主流魚群的取

用，又有支流供作魚苗休養生息，

在輪流使用的調節機制下，魚群得

以維持不絕（官大偉、林益仁，

2008）。」

摘錄自《原住民生態知識與流域治理》、《從「資源」「地方」到「居所」應該說一個由河流串起的泰雅故

事》作者：官大偉教授兼系主任，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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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鷲山愛地球行動

靈鷲山愛地球九大生活主張

12

圖 Image by David from Pixabay

別讓地球的最後
一滴水只剩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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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生命之源，能夠滋養萬物，孕育眾生，萬物因水而

存在，人體 70% 是水，地球由 70.8% 的海洋覆蓋。人類在出生

前是生活在母親充滿羊水的子宮裡，然後出生到成長都離不開

水。因此沒有水就沒有生命！水，是自然界一切的動力來源！

由於資源浪費以及物質主義使然，人類是破壞地球生態與

萬物和諧的始作俑者。全球將近 400 個地區的民眾生活在「極

度缺水」的環境下。水資源造成的自然災害不但遍及全球，更

佔總自然災害中的 74%，除了破壞生態系、地區性的經濟，甚

至影響民眾的日常生活，更有可能導致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引

發戰爭衝突和糧食危機。

歡迎掃描觀賞靈鷲山電視台製作的專題《愛護地球從珍惜

水開始》。

《地球的眼淚 —

愛護地球從珍惜水開始》

LJM TV 靈鷲山電視台

《水的旅行 —

愛護地球從珍惜水開始》

LJM TV 靈鷲山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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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應 3 月 22 日世界水資源日，及「SD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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