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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禾刀

越来越难以遏制的
“怒火”

就极端高温天气，《愤怒的天
气》呈现了这样一组统计数据清
单，“迄今为止，地球上最热的年
份是 2 0 1 6年，其次是 2 0 1 7年和
2015年，再次是2014年、2010年、
2013年和2007年。可见，地球上目
前为止最热的7个年份都在过去
的10年中”。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愤怒的
天气》初版于2020年，显然无法预料
到刚刚过去的2023年。今年3月，中
国气候专家、中国气象局科技与气
候变化司副司长张兴赢指出，“2023
年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最
热的一年，显著的升温造成全球多
地极端灾害事件频发，气候变化已
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自1776年以来，地球的气温
上升了约1℃。1856年，美国科学
家富特首次描述了温室效应，并
通过实验予以验证。40年后，瑞典
人阿列纽斯证实了富特的预测，
并量化了温室气体与气温之间的
关系。及至今天，气候正在改变人
类生存空间，其速度可能远超人
们的预计。

越来越多的案例和研究表
明，气候越来越像是一匹努力挣
脱缰绳的野马。不过，《愤怒的天
气》没有选择同类主题作品惯用
思路，将矛头对准与人类居住地
较为遥远的冰川，而是严格遵循
归因科学研究思路，“将极端天气
事件与人为气候变化直接联系起
来”。因此本书更在意聚焦那些可
能与气候变化产生更加紧密的联
系、对读者更能带来直观印象的

“身边人身边事”。
温室效应到底会给地球带来

什么影响？在普通人的思维里，很
可能只是气温升高，天气更热，比
如前面提到的一些地方最近几年
高温频频打破历史纪录。《愤怒的
天气》引用科学研究成果后指出，
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是复杂的，

“温室气体排放不仅使大气层变
暖 ，而 且 改 变 了 大 气 层 的 成
分——— 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甲
烷和水蒸气在积聚，随之而来的
是大气环境发生变化”。如果把原
来的大气环境比喻成在一个区间
值内相对稳定的活动，那么随着
大气成分的改变，原来的区间值
正在被打破，其结果往往是“极端
天气增多，降雨量在一些地方是
增加的，而在另一些地方则是减
少的”。

“根据经验法则：如果地球气
温上升1℃，降雨量会平均增加
7%。”2017年登陆美国得克萨斯州的
“哈维”飓风曾“夺走了83条生命，
造成了1250亿美元的损失，比美国
以往任何一次飓风都严重得多”。
而根据当地的观测统计，“休斯敦
三天的降雨量超过1000毫米，如果
没有发生气候变化，相关的降雨量
将减少12%-22%”。通过分析当地历
史降水记录还发现，“在过去的100
年里，该地区从未在如此短的时间
内有过如此大的降雨量。在统计模
型的帮助下，我们至少可以确定，
观测到这样一次天气事件的概率
低于每9000年一次”。

虽然一些地方遭受越来越多
的强降雨，但也有一些地方陷入
了另一个极端。随着全球气候变
暖，蒸发量随之增加，这意味着更
多的水分会被蒸发。于是出现这
样具有强烈反差的一幕：当一些

地方频频遭遇强降雨天气灾害
时，另一些地方却遭遇史无前例
的干旱，如东非的干旱愈演愈烈，
2015年埃塞俄比亚就经历了几十
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

极端气候的表现不只是极端
高温、强降水和干旱，甚至还有极
端寒冷天气。据报道，去冬今春以
来，中国北方邻居蒙古国就遭遇
极寒天气和暴风雪侵袭，该国平
均降雪量创下1975年以来最高纪
录，八成国土被大雪覆盖，390万
头牲畜死亡。

种种迹象表明，地球气候越
来越像是一头愤怒、难以约束遏
制的猛兽，正肆意地发泄自己的
愤怒情绪。不管人类是否愿意，这
样的极端气候越来越多地出现在
我们眼前，最终成为生活的一种
常态。顺便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人
类的许多应急措施只是基于历史

“吃一堑长一智”而形成的经验，
气候的难以预测性，意味着人类
未来还可能付出更多更大的难以
预料的沉重代价。

是谁点燃了
天气的“怒火”

《愤怒的天气》作者指出，归

因研究的目标，就是将极端气候
形成原因指向责任方，乃至有朝
一日，我们可以向那些对气候变
化影响最大的企业和国家追究
责任。

1776年，詹姆斯·瓦特改进的
蒸汽机投入使用，人类进入“蒸汽
时代”，工业革命进程因此加快。蒸
汽机的大量应用，人类对能源的消
耗驶上了新的快车道，不过相较于
今天，当时的碳排放增速较慢，对
气候的影响相对较小。“截至1960
年，全球平均气温只上升了0 .2℃。”
自那以后，随着全球经济进入新一
轮的快速发展期，反过来刺激工业
化进程不断加速，欧美工业国家碳
排放步入了加速期。或可以说，源
于人类科学认知缺陷，近代经济发
展显然没有考虑到对气候产生的
负面影响。

美国地理学家理查德·赫德
通过长达15年的研究发现：“自工
业化以来，导致世界平均气温1℃
的‘主犯’是欧盟(17%)，其次是美
国(近16%)。”而在同一时期，“仅
90家公司的排放量就占世界温室
气体排放量的63%”，主要包括沙
特阿美、美国石油巨头雪佛龙和
埃克森美孚各自“分担”了自工业
化以来人类向大气排放的全球温

室气体排放量3%以上。英国石油
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
司、荷兰皇家壳牌公司和伊朗国
家石油公司紧随其后，占比超过
2%。

不难看出，这些碳排放大户
往往对应的是经济大国和跨国大
企业，从道义上讲，他们理当在碳
减排方面承担更多责任。2015年，
获得全球195个国家投票通过的

《巴黎协定》明确：将全球平均温
度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
在2℃以内，并继续努力、争取把
温度升幅限定在1 . 5℃之内。协议
同时明确，全球将尽快实现温室
气体排放达峰目标，本世纪下半
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2020
年，中国作出“力争于2030年前实
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
然而，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碳排
放大国美国却在签署协议后又悍
然退出。

《愤怒的天气》指出，在英国，
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也跟气候怀
疑论者站在一起，帮助他们摇旗
呐喊。还有德国，种种迹象表明，

“媒体也不能免予被气候怀疑论
者渗透”。碳排放大户率先撂挑
子，甚至凭借自己的资源优势，使

绊子，唱反调，很难说不会令全球
减排努力功亏一篑。

靠什么平息
天气的“怒火”

天气在“愤怒”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意味着人类生存环境也会
越来越危险。平息天气的“愤怒”，
已经迫在眉睫。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预测，
按照《巴黎协议》，若想将全球气
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内，人
类在21世纪中叶消耗和燃烧的
化石能源不能超过已知化石能源
储备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人类
必须协调一致，对化石能源消耗
数量实行总量控制，然而目前还
难以看到曙光。

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
的科学家将气候影响与经济利
益挂起钩来，即试图通过导入碳
定价模式，在传统市场经济中锲
入气候定价体系。1975年，经济
学家威廉·诺德豪斯提出了对二
氧化碳规定价格的想法，威廉因
此获得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
奖。在传统市场经济体系中，带有
更多公共属性的碳很难立足，因
此碳市场的建立无一例外离不开
政府主导。

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
着力构建国际排放贸易机制、联
合履行机制、清洁发展机制，人类
首次将碳排放提上缔约国议事日
程。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国于
2001年退出《京都议定书》，好在
此举并没有为太多国家效仿。
2005年欧盟率先在全球建立了碳
市场，中国、墨西哥、加拿大亦紧
随其后。“目前国际上共有34个正
在实施中的碳交易体系，观察市
场规模及发展成熟度，又以欧盟、
中国以及韩国这三个地区各有其
代表性”。

据伦敦证券交易所碳研究组
发布的《2023年碳市场年度回顾》
报告，2023年全球排放市场约有
125亿吨碳许可证交易，价值达到
创纪录的9490亿美元。另据报道，
同年中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年度
成交量达到2 . 12亿吨，年度成交
额144 . 44亿元。

遏制碳排放冲动，《愤怒的天
气》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思路，除了
上面提到的构建碳排放市场，再
就是推进气候保险，培育气候补
偿机制，即“当遭遇干旱、飓风或
暴雨袭击时，投保人将在很短的
时间内得到补偿。补偿的形式是
农作物种子等实物”。本书第三条
建议是，那些遭遇极端气候的社
会个体可通过法律渠道向碳排放
大户索赔，这方面国外虽有零星
成功案例，但也仅仅处于探索阶
段，相关法律体系仍旧不够健全，
对气候灾难损失还缺乏界定依
据，未来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补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愤怒
的天气》一书着重梳理了国家
和企业的减排责任，其实我们
每个人又何不是温室效应的始
作俑者呢？勿以善小而不为，我
们每个人在减排方面都可以有
所作为，许多时候只是稍稍控制
下自己的欲望，改变下自己的习
惯。

某种意义上，天气愈来愈频
繁的“愤怒”表现，正是人类肆无
忌惮消耗能源的投射。平息天气
的“怒火”，也许先应努力遏制人
类对资源特别是能源消费的贪婪
欲望。

（作者为书评人，武汉道桥公
司员工）

【相关阅读】

没有什么词汇比“愤怒”二字形容现在的极端气候更合适了。《愤怒的天气》第一作者弗丽德里
克·奥托曾任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主任，业内称之为“天气侦探”。本书借助归因科学，从当前的
温室气候变化，通过大量观测研究结论，回溯导致天气事件的具体原因，并试图将温室效应与我们
的生活，特别是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从而找到一条遏制气候变暖的路径。

是谁惹“怒”了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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