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nesis                                                                                                        羅老師 
 
一看書名, 那不就是 “創世記” 嘛!  
天父開天辟地, 從 0開始創造, 包括星空宇宙, 土地, 大自然物種 (動物植物), 當然
也包括人種.  
但再仔細看一下今天的地球情況, 跟當日天父創造出來的美好標準相去什遠. 大
自然生態受到破壞, 地球被污染, 物種被殺捕至頻臨絕種, 人種及人性被扭曲, 資
源被操縱濫用開採… 
 
剛訂購了這本由巴西的攝影老手 Sebastiao Salgado 及他的老伴 Lelia 撰寫及拍攝
的書 Genesis,1 一口氣把它看完, 內心感到澎湃, 也感到戚戚然. 
 
先介紹這本書.  
全書 191頁, 其中 152頁是作者在全球各處拍攝到的第一手珍貴照片(請不要誤
會, 這書絕對不是一本旅遊打卡指南).  作者不是地質學家, 不是生物學家, 不是環
保專家, 不是走訪全球名山大川的背包客…都不是; 而作為職業攝影家, 他以一個 
“探古尋源” 的心態, 尋找和報導, 在一個被扭曲被破壞被變色的地球, 還可以找到
當日天父創造天地, 至今人類還沒有 (相對很少) 觸碰到的 “源始世界”. 包括在非
洲撒哈拉沙漠, 在南美洲亞馬遜雨林, 在亞洲印尼熱帶叢林, 在南極洲和北極圈極
度寒冷的海洋環境…作者盡可能尋找天父在創世時直到今天還可看到的痕跡, 並
把它們一一拍攝記錄下來.   
100多頁照片, 全以黑白照印刷, 這更加深了在視角上的震撼. 其中有關大自然環
境的佔 35%, 有關人和動物的分別佔 30%, 有關植物的佔 6%. 當然, 有些照片範
圍是重疊的 (即同時顯示人物及動物的…) 
作者以他作為職業攝影老手的觸覺, 以不參與破壞和打擾當地動植物和族群的謹
慎態度, 加上個人的勇氣和信念, 頂著環境的嚴寒暴熱, 攀越高山, 深入不毛, 親身
進入存在一定危險的環境; 除了拍攝照片之外, 還記錄不少珍貴資料.  
在他夫婦倆的分析文章中, 提及幾千年以來人類的 “文明發展” 行徑, 不斷 “優
化”, “改造”, 把我們今天的地球弄得支離破碎; 地球環境受到污染破壞, 便自然而
然的威脅到地質, 動植物, 及人種的生存.  
 
那裡才是 “This is my Father’s World”?   
 
 

 
1 Sebastiao Salgado, Genesis, Taschen, 2024 



作者是巴西人, 就以巴西有名的亞馬遜雨林作個例子吧. (請不要被誤導, 亞馬遜
雨林不是巴西專有的. 它是以亞馬遜河作為根據得名, 橫跨南美 8個國家, 其中以
巴西佔的面積最廣而已.) 這個被稱為 “地球肺腑” 的地方, 因著全球紙質產品和
木材需要, 農耕土地需要等理由, 而出現過度砍伐樹林現象. 巴西國家太空研究院
在 2022年發表亞馬遜雨林最新情況. 整片雨林面積本為 700萬平方公里, 但目前
已僅存約 500萬平方公里, 且以每天約 120萬畝的速度減少. 單在 22年 4月至少 
1,013 平方公里的雨林被砍伐清除, 對比 2021 年 4 月的 580 平方公里, 驟升 
74.6%. 雨林被清空, 直接威脅動植物種的生存. (還有礦物質被過度開採, 同樣引
致相同效果.) 更什者, 就是在雨林中一生沒有跟外界接觸, 一直以祖先傳留下來
生存方式的族群, 他們的生存也一樣受到威脅.  
 
除了巴西之外, 作者走訪七大洲五大洋, 了解到不少依然存在, 但差不多仍與世隔
絕的族群. 這些族群大小為數不一, 有些只是數十人, 有些卻可以用千位計算. 他
們都有自己生存的本能和方式及自己溝通的語言.  
作者特別指出有些被稱為 “宣教士” 的人, (當然也有其他攪政治, 攪軍事, 攪經濟, 
攪權力的人…) 他們不停 “努力” 要進入這些族群中, 要 “幫助” 他們進入 “文明” 
境界. 為他們提供醫藥, 衣服, 糧食, 砍刀, 鏡子等生活用品, 在當地建造降落跑
道…什至信仰. 其中被點名的機構是新部落差會 (New Tribe Missions) , 他們的美
國宣教士在 1987年進入 “Zoe 族” 進行傳教活動. 結果 3年後被當地政府以保護
原著民條例趕走.2 
 
對我們參與普世宣教工作的人而言, 我們除了尊重天父一手創造出來的世界大自
然環境之外, 更對地上存在的 “人” 有自然的興趣. 我們當然會問, 萬民在何方, 好
讓我們可以對他們傳講及見證耶穌基督的大恩典. 可… 
 
過去人類學家跟我們一樣在這方面努力, 不斷尋覓地球上鮮有被接觸, 什至被遺
忘的族群, 多一些研究, 好讓多些了解他們.  
這跟宣教士的方向明顯出現分歧. 人類學者需要盡力 “保護” (或說是”保留”) 這些
族群, 盡量不 “改變” 他們, 只在研究層面多作一些記錄. 而宣教士卻在不打擾當
地族群的情況下, 認識他們, 學習他們, 以他們可以明白和接納的方式介紹天地間
的真主耶穌. 而在整個過程中一定會出現因彼此有互動而帶來的更改 (或變動, 變
的更好, 或變得更差…). 

 
2 同上, 174頁 



我們得要承認, 一些對人類文化了解不深的宣教士, 他們傳福音的行為和手法出
現 “急功近利”, “威迫利誘”, “高高在上”, “我來幫助你, 教導你” 等情況, 為人詬
病. 這不是我們的目的, 也不是願意看到的情況. 可惜… 
 
誰願意付上代價, “道成肉身” 來到這些原始族群當中, 謙卑地學習他們, 委身給他
們, “倒退地” 跟隨他們的生活 (生存) 方式, 以生命傳達耶穌的愛? 
說得容易, 付諸實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