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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鸟鸣已经远离我们的生活太久了。
50 年前，担心从此在自家后院听不到鸟鸣，美国海洋生物学

家蕾切尔·卡森写出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吹响了人类环境保护
的第一声号角，“环境保护”第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如今，由于持续的雾霾天以及时不时见诸媒体的水污染，环
境问题从未像现在这样引发人们的关注。如学者范春萍所说，是
时候为卡森写一点纪念文字了，这既是因为明年便是卡森离开这
个世界的第 50 个年头，更因为她在书中警示的环境危机恰是今
天困扰我们的难题。

为了不再“寂静的春天”
——— 热销书籍中关于环境危机的警示
□本报记者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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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进入公众视野 50 年间，人类未调整好与地球的关系
许多年以后，阿尔·戈尔依然

记得小时候与家人在饭桌上讨论
《寂静的春天》的场景，这本由戈尔
母亲指定他阅读的书目，直接培养
了戈尔的环境保护意识。戈尔后来
担任克林顿政府的副总统，在他办
公室的墙上，卡森的照片挂在政治
领袖、总统以及总理们的中间，这
位副总统对环境保护充满热情，在
全球范围内，他推动世界各国关注
全球变暖问题。即便在卸任后，戈
尔依然不懈地为此努力，并因在环
境保护方面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
和平奖。

不妨把视线退到 50 年前，那时
在公众视野中并没有“环境”一词，
在西方发达国家，烟雾已经引起人
们的注意，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意
识到它对公众健康的威胁，而是

“因为它太显眼了”。DDT 和其他杀
虫剂或化学药品被大范围使用，人
们热衷于展示这些化学药品在农
业及医疗上取得的成绩，并未意识
到它们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危害。

卡森的出现显得不合时宜，这
位柔弱的女海洋生物学家指出了
滥用杀虫剂的危害：鸟儿不再鸣
唱，泥土里的蚯蚓、水中的鱼儿、田
陌间的老鼠少见了；夏、秋、冬也笼
罩在雾霾下，灰暗了。她将书命名
为《寂静的春天》，人们由此第一次
了解了“环境”这个词。

卡森的警告并没有立即引起
人们的重视，相反，舆论对她冷嘲
热讽，生产农药的相关企业对她进
行了猛烈的抨击，并利用掌握的资
源否定卡森的研究成果。

卡森没有屈服，在生命最后
的时光里，她依然向人们警告滥
用杀虫剂的危害。“我们正在经历
的是，整个人类都暴露于动物实
验已证明极具毒性，并且许多例
证表明有积累毒效的化学药品的
侵害。”卡森呼吁人们尽快行动，
因为我们等待得越久，我们要承
担的风险就越多。

在社会上，卡森的书籍很受
欢迎。伴随《寂静的春天》的流行，

人们也开始审视环境保护的重要
性。在各方的推动下，美国环境保
护署在 1970 年成立，美国国会也
开始不断评估杀虫剂的危害，但
直到克林顿政府时期，受利益驱
使，农药制造工业的强硬派人士
仍成功阻止了《寂静的春天》中呼
吁的保护措施的施行。戈尔在为

《寂静的春天》30 周年纪念版所撰
写的序言中说，到了 1988 年，美国
32 个州的地下水已被 74 种不同
的农业化学药品污染；1993 年，整
个密西西比河流域 25% 的地表水
都超标。

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卡森在
《寂静的春天》一书引言里，引用 E·
B·怀特的话的深意：“因为人类太
精明于自己的利益了，因此我对人
类是悲观的。我们对待自然的办法
是打击它，使它屈服。如果我们不
是这样的多疑和专横，如果我们能
调整好与这颗行星的关系，并深怀
感激之心地对待它，我们本可有更
好的机会存活下去。”

如果不减少对生态的破坏，地球将很快迎来极限
在《寂静的春天》一书影响下，

“环境”开始进入西方国家的公众政
策视野。1972 年 6 月 5 日，在瑞典首
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第一届人类环
境会议，使环境保护上升到政府事
务及国际社会合作的层面，成为全
人类的共同事业和使命。为纪念这
次会议，每年的 6 月 5 日被定为世
界环境日，中国政府也参加了这次
会议。15 年后，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
员会发布《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
首次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

1996 年，已经就任美国副总统
的戈尔为西奥·克尔伯恩等著的《我
们被偷走的未来》作序，这本书警告
人们遍布我们身边的合成化学药物
已经严重危害了人类的未来，被他
称作《寂静的春天》的姊妹篇。在序
言中，戈尔说：“《我们被偷走的未
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迫使我
们对曾经在遍及全球范围内散布的
合成化学物质重新质疑。为了子孙

后代，我们必须尽快找出答案。对于
这一切，我们人人都有知晓的权利，
人人都有了解和学习的义务。”

在世界范围内，随着资源的减
少与生态的恶化，人们对环境的关
注已经超越了农药危害本身，陆续
有关于环境保护的书籍问世。其中
比较著名的是由全球著名智囊机构
罗马俱乐部在 1972 年推出的《增长
的极限》一书。这本书提出，地球的
资源承载能力将无法承受经济增长
的压力，最终导致灾难性末日的降
临，“如果人类不能减少生态足迹，
地球的极限将在未来的一百年之内
到来”。

这本带有预言性质的书问世
后，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大辩论，其
争议也一直未停止。媒体报道显示，

《增长的极限》问世以来被翻译成 30

多种语言，一共卖出了 3000 万本。这
本书在引入中国后，也影响了国内
的多位官员，据《南方日报》报道，在

东莞官员的读书学习会上，市长袁
宝成就推荐了这本书。

虽然在问世 40 年后，《增长的
极限》一书中预测的情况没有出现，
但环境的恶化却日益严重。“如果不
作出改变，我们就会越来越快地走
向自己的坟墓。”这本书的作者之一
兰德斯说。

今年 9 月，译林出版社引进了
兰德斯的新著《2052：未来四十年的
中国与世界》，对未来再次进行预
测。在这本书中，兰德斯表示，温室
气体排放量已经超过海洋和森林可
吸收量的两倍。如果人类社会不能
进一步加大低碳转型的力度，用最
多只占全球 GDP2% 的成本投入，提
高能源效率、使用可再生能源、控制
人口增长和减少经济增长，那么 21

世纪后半叶就会面临地球温度上升
超过 3 摄氏度的危险，出现崩溃性
的灾难，导致生活质量的大幅度下
降。

实际上，《 2052：未来四十年的
中国与世界》原版并没有“未来四
十年的中国与世界”这个副题，中
文版附上这一行字旨在说明作为
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环
境问题上的取向越来越受关注。

这在加拿大记者马克·德·维
利耶新著《人类的出路》中同样可
以看到，《人类的出路》中文版序言
中指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
中国家，经济建设取得惊人的成
就，也是地球上污染最为严重的地
区之一。这实际上也在提醒中国，
环境污染不仅威胁民众的健康，在
某种程度上也会成为国际政治关
注的焦点。

《只有一个地球》这本书便是
提醒发展中国家，应该注意到发达
国家对抗污染设计和技术上的发
展，对那些效果好、花钱少的方法，
通过法令或合同使所有国内外新
投资者采用这些技术，“经过仔细

的计划工作，当前的一部分工业增
长可以绕过工业化污染的原始阶
段，而把新工艺设备纳入最初的整
体设计之中”。

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本可
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避免走“先
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回到《寂静
的春天》出版的年代，那时的中国
正经历“大跃进”的狂热，战天斗
地的口号不绝于耳。以首都北京
为例，新中国成立后，著名建筑学
家梁思成曾建议保护古城墙，限
制城区工业，但令人遗憾的是，新
政权领导人给他描绘的画面是未
来“从天安门望过去到处都是烟
囱”。

早在 1979 年，科学出版社便引
进了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不过，
这本书的遭遇也是寂静的。在 2007

年该书中文版再版时，著名环保人
士、“自然之友”创办人梁从诫在序
言中坦言，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问

题，其实要比上世纪 60 年代卡森笔
下所描述的情景更为严重。“污染
环境的岂止是一般化学制剂，整座
整座的工厂……将未经处理的生
产污水和工业废弃物直接排放到
自然环境中去，把天然河流干脆当
成下水道、垃圾坑来使用。”梁从诫
说，在中国的城市里，鸟鸣已经成
为人们心中遥远的记忆，“对于中
国人来说，环境问题已远远不只是
什么听不听得见鸟鸣，而是人能不
能正常生存的问题了”。

为此，梁从诫提醒，中国必须
学会在追求富裕与保护资源环境
之间找到平衡，而不能以预支我们
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来换取当代
人的所谓“美好生活”。如学者范春
萍所说，悲观不代表放弃，“只要还
有时间、还有机会，我们就应该努
力，去唤醒那些沉迷于消费和争斗
中的人们，去努力面对和找回我们
那被偷走的未来”。

中国必须在追求财富与环保之间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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