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人类生存环境的复生

徙谷寿夫

当今地球上的自然环境
,

呈现一派荒废景象
,

其责任大半要归咎于人类的活动
。

荒废就意味

着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
。

人类生存环境的复生关系到地球自然状态的恢复
。

然而
,

复生和恢复

并不只是恢复以前的状态
,

而是要以新的发展来考虑问题
。

这里我借助生态学的观点
,

针对以上

问题谈一点我的看法
。

一
、

我居住的京都府乙训郡大崎盯介于古城京都和大阪之间
,

该区的土地开发
,

直至最近才

稍有收敛
。

十年前
,

我移居此地时
,

周围环境还完全保留着近郊农村的自然景色
,

可是由于后来

的盲目开发
,

尤其是近三
、

四年的急速开发
,

最近连仅存的一点绿地和空地也被工程建设占据 了
。

与该区相邻的长冈京市和向日市环境破坏的现状和大崎叮完全一样
。

以上两市一叮统称为乙训地

区
。

现在该区的
“

围困
、

乱开发
”

现象非常严重
,

如同暴风骤雨一 般席卷着该区
。

以上的乙训地区
,

并非是一个特例
。

在我国
,

特别是在大城市周围
,

这样的破坏现象是很普

遍的
。

城市的自然环境由于
“

围困
、

乱开发
”

遭到彻底地破坏
,

是我国不容否认的现实
。

从全国范围来看
,

情况完全相 同
。

美丽的獭户内海
,

由于沿岸的填海造田和工程建设
,

已经

使之变成了脏水河
。

从大阪湾到东京湾
,

这样无休止地破坏下去
,

必将使其变成一座
“

海洋
”

墓

地
。

六十年代
,

我国经济高度发展
,

自然环境遭到强行破坏

所缓和
。

可是现在为了克服经济上的困境
, ‘

旧 本列岛改造论
”

的
、

少公吞令
衍

之分己务 , 矛

树”的树
之‘、 ‘

向

衍
己‘ 乡公

的杏公

粉
、

”杏矛析
、

乡 巴分己‘
、

架

七十年代
,

经济发展较慢
,

破坏有

又在垄断资本和其代理人一政府中

间复活 了
。

结果连仅存的一点 自然

景色也遭致破坏
。

志布志湾
、

六小川

原
、

琵琶湖都未能幸免
。

位 护北海道

苦小牧市东北部的
‘ 

今 卜决 才湖
”

是

我国指定的
“

野
‘ ,

长地
” ,

!以却成 ∀

防洪泄水的流经地
。

因此说连湖的

存亡也危在旦夕
。

就面积来说
,

这

是一个地区的事
#

而就其影响而言
,

则波及全国
。

再加上大规模的
“

围

困
、

乱开发
”

遍及全国
,

若对此麻

木不仁
,

便是坐等待毙
,

这便是无

情的现实
。

从全球范∃祠来看
,

情况也一样
。

超越国境的酸雨危害
,

不但在欧洲
,

而且在北美也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

题
。

为此
,

森林大面积枯死
,

湖泊
、

沼泽和河流成了一滩死水
。

这是世

界性的灾害
#

人型工业地带所产生

的大气污染已波及到沿海齐个国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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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早就处在光化学烟雾的包围中了
。

大面积森林在保护和维护地球自然环境中
,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这是众所周知的
。

然而这

还有更重要的一异意义
,

如亚玛逊河流域的密林不断被破坏
,

若以一千年为单位的地球演变史观

点来粉的话
,

其危害是触 目惊心的
。

正因为如此
,

由于日本的公司插手了东南亚热带森林的毁灭

性采伐
,

遭到了国际舆论的遣责
,

被称为
“

残食森林之虫
” 。

另外在非洲也很典型
,

陆地表面严重

地出现沙化现象
,

致使非洲数亿人处于饥饿之中
。

造成这些恶果
,

虽然有气候等因素
,

但其主要

贵任要归罪于人类的活动
。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科学的角度都足以证明
。

总之
,

在全国范围内
,

破坏自然环境的状况是同时发生的普遍现象
。

地球好比是一个生物体
,

他现在所患的疡症症状是细胞
、

组织和器官的并发症
。

而以地球为生存环境的人类则处于极其危

险之中
。

然而却有人视此为笑谈
,

因此
,

对此加强认识是完全必要的
。

二
、

对待启然界和人类的关系
,

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

一种是垄断资产阶级和其政治上的代理

人一∋ 政府的自然观
,

这种观点在我国表现的特别突出
。

资本的本质并不只是追求利润
,

仅用货币所显现出的利润是不足以反应资本主义社会的
、

关

健在于迫求利润所采用的手段
。

在资本家
,

特别是垄断资本家的眼里所闪现的自然界
,

只不过是

一裸摇钱树罢了
。

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顾佣制度
,

致使部分科技人员也不得不和垄断资本家

持相同观点
。

这就是这一观点之所以还有一定市场的原因所在
。

和垄断资本家相对立的观点则主张
“

人类和自然界的协调
” ,

并致力于 自然保护运动
。

战后四

十年
,

我国的这个运动变化很大
,

不但有其幅度和广度
,

而且还在深入发展
。

大阪自然环境保护协会是该运动的倡导者
,

他(∃’证在进行
“

里山保护运动
” 。

他们在
“

里山动

物调查报告
”

中曾谈到
) “

今天
,

对于巨大变化着的城市和在城市居住的我们
,

里山必将成为防灾
、

水土保持
、

生物资源保护
、

旅游等涉及城市机能的重要场所
。

失去作为生产绿地的农业
,

环境将

不断地遭到破坏
,

城市的存亡将处
一

于危险之中
,

并将使在这里生存的人们遭受丧失生机的严重后

果
。”

这里所贯穿的思想是明确的
,

就是和垄断资产阶级的
 ‘

为追求利润而任意破坏 自然习境
”

的

思想作针蜂相对的斗争
,

提醒人们注意
,

积极致力于自然保护运动
。

另外
,

人们也认识到全面蜘∗和废除核武器是当务之急
。

大量地保存核武器就意味着人类和

地表会遭致瞬间毁灭
,

潜在着人类生存危机
。

另外
,

在人类生存环境中的大气
、

水
、

食物等污染

的漫延则是人类生存的慢性危机
。

这两个危机是当前科学家直接探讨的课题
。

为此围绕人类和自

然界的关系便形成了以上两种对立的自然观
。

那么应该赞同那一种观点呢了下面我们再进一步分

析
。

三
、

为了进一步提高认识
,

现从实际出发
,

分析一下自然界和人类的关系在人类史上占据的

位置和具有的特徽
。

当今的最大特徽是人类社会具有的生产力已达到极点
,

即达到了和自然力相对抗的程度
。

到

了六十年代
,

地球资源对人类来说不是无限的了
,

其有限的程度已被人们所认识
。

可能是基于资

源有限的立场才产生了
“

宇宙地球
”

的设想
。

消耗资源的生产就是社会生产力
。

首先要认识到
,

资源是有限的
,

生产力只是证实了资源的转化
。

因此用生产力的质变去解决当前的资源困境
,

并

在人类发展史上反复进行下去是行不通的
。

四
、

人类社会是和自然界密切相关的
,

对于人类来说这个关系又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类的

活动
。

也就是说生产力包含着人类和自然界相关的一面
,

这是生产力本质的一个方面
。

人类社会还和除生产以外的其他活动有关
,

但这将涉及到整个 自然界
二

比如有关广义消费生

活中的各种活动和周围的自然环境也是密切相关的
,

这里就不一一说明 了 那么应该怎样认识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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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和人类的关系呢

资本主义社会以前
,

社会具有的生产力与自然力相比是非常小的
。

对人类来说把自然界作为

恩惠
,

只从对人类有无利益来考虑自然界是有利的
。

但是
,

自然界在给于人类恩惠的同时也会给

予灾害
。

因此
“

大地是母亲
” ,

但也是无情的
,

不可掉以轻心
。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

社会生产力极大地发展 了
,

致使人类的能力和地球自然力之间的差距不

断缩小
,

如今人类的能力甚至超过了自然力
。

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相比
,

现在自然界和人类的关

系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

领导资本主义社会的是资产阶级
,

而现在是垄断资本家集团
。

他(∃’翩有大型生产手段
,

具有

改变自然界的能力
,

所以他们可以任意地按自己的意志对待 自然界
。

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追求利

润
。

为了追求个人眼前的利益
,

他们决不把整个 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放在眼里
,

而到了一种随心所

欲的程度
。

但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的关系发生质变的今天
,

放任便是破坏
。

人类以生产为中心
,

必须从正

反两方面的效果来约束自身的活动
。

只有这样作
,

才会造福于人类
。

到此不难看出现代垄断资本家的所作所为违背了自然界的演变规律
,

他们的随意和放任必将

导致人类的毁灭
。

今天自然界的荒废景象便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

但我们不能熟视无睹
,

承认现实

是不够的
,

必须使其复生
。

那么又应怎样使其复生呢

五
、

造成今天这一严重危机的既然是人类自己
,

那么人们就有责任用自身的力量去挽回这一

损失
,

并阻止这一危机的发生
。

要努力
,

就要奋斗
,

悲观会导致放纵
。

要看到潜在危机和破 火的同时也孕育着克服几危机而

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

前途是光明的
。

今天的危机是历史形成的
,

因此必须从这一根源出发探求其

克服的方向
。

从地球的演变史来看
,

今天的危机导致 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变化
。

这是由于无轨状态引

起的
,

因为起作用的不是生产力本身
,

而是人类社会
。

那么颐如何进行生产呢丫 这就必须对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方式进行约束
。

过去数千年中
,

由于对立的生产关系
,

人类使其生产力发展起来了
。

马克思把那样的生产关

系作为最终目的来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
,

曾发表过如下的沦述
“

⋯⋯在资本主义的胚胎

内正形成着生产诸力
,

同时也孕生着解决这种对抗的各种物质条件
。

而社会的构成
,

在人类社会
‘

史前
”

就已形成了
。 ”

这里马克思说的
‘ 

史 前
”

是指人类真正形成人类社会的准备时期
。

经历数百万年的人类社会史
,

作为最初的萌芽所表现的
‘·

社会性
”

是一个逐步克服和发展人

类
“

生物性
”

的过程
。

这个过程大体上完了
,

人类为了真正到达社会阶段的摹本前提也被确立
,

因而便进入了人类进化的最后阶段
,

即
“

理性人
”

阶段
。

进入新石器时代
,

由于农耕和畜牧的发展
,

人类便开始 了对地球 自然和生物资源的管理
。

但

是社会生产力还处于很低的状态
 

对整个 自然界的管理是不
)吓能的

,

因此社会生产力必然要
)

肴

超越自然力的方向发展
。

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把此变为现实
。

但是
,

生产力巨大化的今天和马克

思时代相比
,

具备了超越
“

史前
”

的条件和前提
,

在这种意义上
,

他更有先见之明
。

垄断资本家手中掌握着巨大的生产力
,

除所有者外
,

对人类则起负作用
,

同时也对地球 自然

界起负作用
。

为了克服现代的危机
,

必须改变这一体制
。

然而这是令人头疼的问题
,

但我们相信
,

事物总是会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
。

为此
,

,翻绕地球的自然管理等问题
,

发表以下具体见解
。

− ∃. 要继承和发展地球科学的基础理论和成果
。

− /. 要使社会生产力起到丰富地球自然界的作用
。

为此人们不能坐等自然界的恩惠
,

还必须

参加使自然界复生的活动
。

在地球史上
,

开始再生产的调查
,

这意味着向生物阶段前进
。

也意味
·

%0
·



硫循环 与人类生活

中 井 信 之

自然界的各种元素通过形形色色的化学
、

生物化学和物理过程而不断循环
。

其中硫是一个重

要的生物元素
,

它易接受生物化学变化
,

结果形成原子价为一 / 至1 2 的多种多样化合物
,

十分

复杂
。

约在/ 年以前笔者就开始对硫循环产生兴趣
。

自从从事硫问题研究以来
,

日本是不用说 了
,

全世界都面临着经济
、

工业发展招致的硫化物污染环境的问题
,

·

这与人类的生活也有密切的相互

关系
。

为了跟晾人与环境间硫的动态和由来
,

找到了测定天然存在的硫的稳定同位素比值这一有

力手段
,

并已取得一些成果
。

下面谈谈自然界的硫循环中
、

特别是大气与地球表面间的硫平衡由

于人类活动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以及硫同位素比值对于环保研究的有效性
。

一 大气一地裹间的硫循环 在23 年代随着天然硫化物分布资料的积累
,

开始出现有关全球

硫循环及其平衡的研究
。

%0 24 年5
 

埃里克森第一次发表了定量的硫秒翻屯的平衡表
。

从表中可看

出
,

,

包含细菌的生物活动起着重要作用
。

其中包括水圈
、

土壤中的%. 细菌造成的氧化和还原
,

别

细菌使67 产
一还原并向大气排放 践8

,

4 . 植物摄取和分解大气中的硫
。

在这以后的年代
,

人类活

动造成的排入大气中的8伪 量更剧烈 了
。

衰 % 大气与地球裹面间的硫动态

陆地 , 大气 海洋确 人气

海劣胜经激滋浪仑
,卜了

形成的 98 : #

人气、 ,击地 % 人气; 海洋

人为污染产生的 3 ) 降水的 3 草 降水的67 #

火山
产

−体中的 < 书
 

3 / ,

9 8 : #

有机物腐价产生 的

<
,

8

海岸潮间带中的< = 8
干散落物微粒

中的 9 8 : #
海水吸收的 3 /

海水中的 3 /

,! 植物吸收的 3 )

一9 8 −. ) )

毓∗酸去左
 

衍海 长 匕沫 拟入 人
’
、

、

水 址噪友 > ? 仅仪溶解盐以 很微小的微校
· ‘

戈济胶
·

形态进入 人代的现象

粉
,

生物对人类活动所起的作用和意义
,

必然会改变人们对农
、

畜
、

林
、

水产业的作用和意义的

认识
。

− 4 .为了把以上事情共体化
,

应该改变现在的生产力
,

使之有所创新和发展
。

这样
,

至少要

包括以下的目标
) ≅

 

实行彻底的民主
。

在个人间
、

地域间
、

产业间和各个国家
、

民族间
,

在所

有的地方
,

彻底地发扬民主
。

Α
 

尊重现实的自然状况
。

Β
 

顺应自然界发展的基本方向
,

这里

包涵着自然的多样性
·

Χ
·

研究经济禅
术的合理性

,

并把其内容更深一步丰富起来
。

。
·

研究

工程
、

技术学
,

对工程
、

技术人员进行再教育
。

例如
,

作为工程教育内容的生态学应包括进去
。

(
 

强化
、

提高地域居民的科学能力
。

这里包括提高居民本身的学习
、

研究
、

调查能力
,

长期保

证专家的必要条件
。

在社会达到高度发展阶段
,

有必要明确固定的分工
。

0
 

把以上各点作为前

提
,

再把科学发展成果转化为技术
。

Δ
 

最后
,

以此为目标
,

站在更高的立场上
,

发展
“

自然和

人类的协调
” ,

从而加强对它的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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