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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地球科学
,

推进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

李 佩 成

长安 大 学
,

陕 西 西 安

摘 要 从界定 自然的定义出发
,

论述 了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是历史的必然
,

以及做到和谐发展的主要标

志
。

指 出对人类来说地球是最大的 自然
,

并列举 了人地关系存在的严重不 和谐事例
。

笔者在分析的基础

上
,

从宏观战略层面提出了实现人地和谐应做的努力 ①树立地球科学新思维
。

②改造人 的世界观
,

尊

重 自然
,

做到三态平衡
。

③与时俱进
,

用科学的发展观审视过去
,

策划未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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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我国已进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时期
,

面

对人 口 的增加
,

能源
、

资源的大量消耗以及人地关

系
、

人人关系的复杂化
,

中央提出了实现人与 自然

和 谐发展
,

建立 和谐社 会 的奋 斗 目标 新华 网
,

,

在这种形势下
,

作为研究地球的地球科学如

何通过 自身的发展
,

推进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
,

促进

和谐社会的建立
,

十分值得研究
,

笔者就此发表一

些粗浅的认识
。

关于
“

自然 ” 的界定

在讨论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时
,

应 当首先明确什

么是
“

自然 ” 。

对 自然一词有两种理解
,

一种是哲学

上的
,

亦即广义的理解 自然即世界
,

即宇宙
,

或

者说 自然即客观世界
。

另一种是狭义的理解 自然

是指地球上的有机 有生命 和无机 无生命 界
。

动物
、

植物和微生物属于 自然有机界
,

也可叫生物

界 岩石
、

矿物
、

水
、

土和空气等所有无机物都属

于无机界
。

有机界和无机界的物质体 —自然体通

常被称为 自然资源
,

它们所形成的环境被称为 自然

环境
。

自然资源和 自然环境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

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

由于人类的出现及其群体的壮大
,

人类为了 自

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大规模的参与 自然的发展过程
,

如找矿采矿
、

修建灌排系统
、

开垦荒地
、

营造农 田
、

植树造林
、

兴修水库
、

建设城市等
。

从而在人类主

观世界之外存在着两类客观实体
,

一类是人类 尚未

扰 动或基本没有扰动 的
“
天 然 自然 ” 或

“
自在 自

然
” ,

有人称其为第一 自然 另一类是人类活动严重

参与的以及人用 自己 的劳动智慧所创造 的第二 自

然
。

随着人类的繁衍生息和发展
,

第二 自然在迅速

扩大
,

所以人们所说的改造 自然既包括着改造第一

自然 天然 自然 也包括着改造第二 自然
。

例如
,

我

们其所以开展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建设与再造山川秀

美
,

开展西北地区环境地质研究
,

就是因为西北的

自然在其演化过程 中发生过某种程度 的 自塑或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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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
,

同时也可能遭受过人为的扰动和破坏
,

尽管有

些破坏并非人类本意而是其不当行为所引发
,

但是

可能使水土流失加重 了
,

沙漠扩大了
,

荒漠化加重

了
· ·

一
,

环境恶化 了
,

使山川失去 了美丽容颜
,

人

穷水恶
,

因而需要再造山川秀美 李佩成
, 。

人类认识 自然改造 自然的任务就是想达到这样

的 目的 在 自己获得必要的物质资源的同时
,

能使
“

第一 自然
” 天然 自然 与

’‘

第二 自然
”

和谐共存
,

自然与人类社会和谐相处或和谐发展
,

这也是党中

央的指示精神
,

是人类从古到今的期盼
,

也是人类

社会能否得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

但是
,

要形

成这种和谐态势和局面是十分不易的
,

需要人们做

出长期不懈的巨 大努力

和第二 自然 打交道的程度 日趋激烈
,

伤害 自然 以

及遭受 自然报复的事件都在增加
,

在这种形势下
,

中

央作出人和 自然和谐相处的指示
,

教育人们正确处

理人与 自然的矛盾
,

减少人对 自然的破坏和 自然对

人的报复
,

力争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
,

从而形成一个

和谐的社会
,

时乎势乎
。

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党中央

作出的指示
,

十分符合时代的需求
,

具有十分深刻

的哲理与治国之道

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主要标志

人与 自然的和谐相处是历史的必然

和时代的需求

从上述关于 自然的定义可知
,

人生在世有两种

关系必须处理 一种是人与人的关系
,

另一种是人

与 自然的关系
。

人的衣食住行都要和 自然打交道
,

作

为 自然人是这样
,

作为社会人也是这样
。

从古到今
,

政治家
、

哲学家
、

教育家
、

文学家都在教导人们正

确处理这两种关系
。

公元前的战国末期
,

孔圣人说

过
“
伐一木

,

杀一兽
,

不以其时
,

非孝也
” 。

他谴

责不按季节乱伐林木
,

随意捕猎的行为
,

把对待生

物的态度当成一个道德问题 佘正容
, 。

我国

的大思想家荀子提出了
“

上得天时
,

下得地利
,

中

得人和
,

百事俱兴
”

的天地人系统优化 目标 齐豫

生等
, ,

实际上也就是建立和谐社会
,

造就人

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初期理念
。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人

与人的阶级对抗
,

以及人与 自然的对立
,

马克思提

出了
“

使人和 自然之间的矛盾真正解决
”

的历史使

命
。

恩格斯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中进一步指

出了克服私有制社会中人与 自然冲突和人与人冲突

的任务已变为
“

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两大变革
,

即

人类 同 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而

已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一卷 页 中共

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辑局
, 。

当前
,

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
,

一个开发资

源
,

改造 自然
,

再造山川秀美的热潮出现在全 中国
,

中国的人类活动在强化
,

人与 自然 包括第一 自然

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

人也是 自然的一部分
,

但在人 口 迅速增长
,

人类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强烈依赖于索取天然 自然资

源
,

侵占生存空间
,

干扰生态环境的情况下
,

人已成

为天人能否和谐相处的主要矛盾方面
。

社会人是否

从主观上尊重 自然
,

善待 自然
,

是衡量和谐的第一

标志
。

人 向自然的索取和利用应有量的限度
,

对

于可再生资源的采取不要超越它的再生能力 对于

不可再生资源要尽量少采少用
,

并尽量寻找替代资

源
,

弥补其不足
,

保证其可持续利用
,

这是人与 自

然是否和谐相处的另一标志
。

任何生产过程 —包括人的生产和生活过

程
,

除了消耗资源外
,

还对环境产生影响
,

这些影

响往往是消极的
,

如对水体的污染和对大气的毒化
。

把污染和毒化减少到环境可以容纳的程度
,

是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标志
。

人的行为取决于人的认识
,

人的认识并非

始终正确
,

因此
,

在索取 自然和改造 自然的过程 中

往往出错
。

人或人群对 自然的伤害
,

应当有 自责和
“

痛改前非
,

将功补过 ” 的勇气
,

并应对遭受伤害或

破坏的生态环境及时采取补偿和修复措施
,

这也是

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应有表现
。

人对 自然的态度取决于众多因素
,

涉及技

术
、

经济
、

人文和伦理道德
,

涉及社会性质
。

一个

善待 自然的社会
,

必定是一个节约型社会
,

一个井

井有条的社会
,

这个社会的最终出现
,

必将是共产

主义社会的建立
。

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应在总 目标

的感召下
,

认真地逐步实现阶段性 目标
,

使节约型

社会的建立
,

人和 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想的实现有迹

可查
,

有政可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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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

地球上存在着 日益加剧的人地关系

不和谐

地球是直接涉人的最大 自然
,

山川河海是地球

的脸面
,

土地矿山是地球躯体的组成部分
。

以地球

为载体的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
,

不得不向地球索取

营养和生活物质
,

不得不开发地球资源 —包括开

发能源资源和矿产资源
,

有学者统计
,

当今工业原

料的 以上
,

能源的 以上取 自矿产 吴凤鸣

等
,

” 而土地和水资源百分之百的均属地球的

产物
。

但随着人 口 的增多和贪欲的增强
,

开发规模

迅速扩大
,

破坏行为加剧
,

引发了 日益增多的人与

地球不和谐的现象
,

以下试举数例
。

地下水的过 开采 和无控制 的找矿采矿 引发

地沉地裂

在不少地区
,

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水
,

致使地下水

位大幅度下降从而引发地沉地裂等地质灾害
,

表 列

出了我国主要城市地区沉降
、

塌陷情况的统计数字
。

了追求产量和利润
,

一些矿 区不严格执行规定而采

取野蛮开采的方式
,

不仅降低了开采率
,

而且破坏

了矿山的地质环境
,

一方面给后人的开采造成困难
,

同时又破坏了植被和当地的农牧业生产条件
。

例如
,

陕北的某些能源矿井
,

只开采浅层或露天煤层
,

而

把地下煤层丢弃 不做隔水处理致使地表水体漏失
,

地面塌陷
。

仅据国土资源部组织的调查统计
,

神木

县因采煤而塌 陷的土地面积达 到
,

约为
·

公顷
。

不文明采矿不仅破坏着生态环境
,

而且使千百

万人丢失生命
,

危害安定团结和社会和谐
。

表 列

出了近几年因突水
、

巷道塌陷和瓦斯爆炸而造成的

煤矿事故和死亡人数
。

表 一 年中国煤矿事故及死亡人数统计

一

表 我国主要城市地面沉降
、

场 陷情况统计

城城市市 沉降面积积累积沉降量量 城市市 塌陷面面 累积塌陷量量

积或处处

北北 京京 焦 作作 平方千米米

上上 海海 晋 城城 平方千米米

西西 安安 贵 阳阳 多 处处处

天天 津津 淮 北北 处处处

常常 州州 遵 义义 处处处

青青 岛岛 龙 岩岩 处 平方千米米米

许许 昌昌 玉 林林 鱼塘塌陷陷陷

阜阜 阳阳 韶 关关 局 部部部

宁宁 波波 河 山山 矿坑抽水水水

泰泰 安安淄淄 博博 秦皇岛岛 石门水源源 余户户

洛洛 阳阳 地 处数数 居 民受威胁胁
平平平平平平方千米米米

年 度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全 国共发生煤矿事故数

起

起

起

起

起

起

死亡人数

人

人

人

人

人

人

由表 可以看出在我国城区 出现的低沉地裂状

况
,

其实在农村也很严重
,

并大范围出现
,

其原因

主要是大量抽取地下水的结果
。

不文明采矿引发环境地质灾害

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煤
、

油
、

铁等矿产资

源
,

我国正处于矿产消耗强度迅速增大的时期
,

为

滑坡泥石流的发生使灾害增多

由于采矿
、

修路
、

破坏植被等原因引发了滑坡

泥石流
,

加剧了灾害的发生
,

使人 民生命财产遭受

损失
,

表 是 年滑坡泥石流造成 人以上死

亡情况的统计
。

水土资源的污染危害人类健康

在采油
、

采煤
、

采金等采矿过程中
,

可能使水

质不 良的水穿层而破坏优 良含水层
,

给人畜供水工

程造成困难
。

更加有害的是重金属污染
,

例如在金

属矿开采时
,

由于在采
、

选
、

冶过程中不合理排放

的废水
、

废渣和废气中的砷
、

汞
、

铅
、

铬
、

锡等
,

污

染了矿区地表水
、

地下水
、

土壤
、

大气环境
,

甚至

进人籽粒和食物链
,

严重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
,

而且有可能遗患后代
。

据有关调查资料
,

陕西某金

矿区新生儿的先天性异常
,

世纪 年代末是

年代的 倍 ①
。

① 中国地质调查局 西北地区不同类型矿产开发环境地质研究 报告摘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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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年地质灾害造成 人以上死亡情况统计

地地 点点 时间间 灾害类型型 受伤人数数 死亡人数数 直接经济济 诱发因素素

月 日 人 人 损失 万 元

福福建省安溪县剑斗乡后井村村 滑坡坡 采矿
、

降雨雨

湖湖北省恩施州咸丰县椒石公路老沟溪路段段 滑坡坡 修路
、

降雨雨

湖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南溪
、

月峰
、

江 口
、

大塘
、

鲁塘塘 群发型崩滑流流 降雨雨

湖湖南省郴州市临武县金江
、

麦市
、

万水
、

南溪溪 群发型崩滑流流 降雨雨

广广东省茂名市化洲市平定乡乡 泥 石流流 采矿矿

广广东省梅州市五华县双华镇军营村村 群发型滑坡坡 降雨雨

云云南省昭通 市盐津
、

永善
、

绥江
、

威信 县县 滑坡泥石流流 降雨雨

云云 南省 昭通市盐津县庙坝 乡民政村村 滑坡泥石流流流 降雨雨

云云南省玉溪市新平县水塘镇
、

戛洒镇
、

者奄 乡乡 群 发型滑坡泥石流流流

云云南省楚雄州武定县东坡乡赤叨村村 群发型滑坡泥石流流流

云云南省楚雄州双柏县鄂嘉镇镇 滑坡坡坡

甘甘肃省定西州 漳县殖虎桥 乡瓦房村村 泥石流流流

人类强烈的地质活动加剧水土流失

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原本广大
,

截至 年
,

达

到 万
“ ,

约占国土面积的
,

每年约有

亿 泥沙进人江河湖海
,

仅黄河流域每年人海泥沙

高达 亿
。

而一向被视为山清水秀的长江流域
,

水

土流失也在加剧
,

其诱因也与过激的采矿等地质活

动有关
。

这里仅列举 了人类的采矿等地质活动
,

引发灾

难
,

伤害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的某些事例
,

其中有些

事件是血淋淋的
,

有些事件还处于隐忧和渐变之中
,

如土地沙漠化
、

荒漠化
、

盐渍化和干早化等
,

但后

果也许更为严重
,

因为它会给后来人带来灾难
,

它

会积聚和激化人与 自然的矛盾
,

进而加剧社会的不

和谐
。

面对上述不和谐的事件
,

人们应该思考 自己 如

何在追求物欲满足的同时
,

也造福于后人
。

地球科

学家和地质工作者们
,

应当高瞻远瞩
,

努力用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指导和改进 自己 的工作
。

构建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格局
,

实现

人地和谐

对在涉及地球科学的领域
,

如何做到人与 自然

和谐相处
,

实现人地和谐
,

笔者将从战略层面进行

探讨
。

树立地球科学的新思维
,

扩大其功能和研究领

域
,

综合解决找矿
、

采矿和环境安全等问题

国际开发地学工作者协会主席
· ·

库雷教授

提出
“

地质学起源于采矿业
” 。

现在的问题是
“

寻

找和开采矿产是不是还要作为地质工作者的首要任

务呢 我认为已经不是了 —尽管这仍不失为重要

的内容
”

昊凤鸣等
, 。

朱训先生和 吕国平先生在
“

协调人与 自然的关

系开拓地学探索的新领域
”

一文中指出
,

地球科学

的发展
“

应不再只是以找矿为主体的增长性延续
,

而

将要产生结构性调整
,

扩展其功能和领域
,

在解决

环境
、

粮食
、

人 口 问题等方面
,

也应作出 日益重大

的贡献 ” 朱习等
,

笔者赞同上述专家学者的观点
,

认为地球科学

和地质工作应 当从单纯的找矿 中解脱出来
,

在采用

先进技术继续搞好找矿的同时
,

还应对
“

后地质工

作
”

—如何开采
,

如何在采矿过程 中保护环境
,

如

何保证生产安全等作 出规划
,

作出立法
。

地质行业

不能在找到矿之后便万事大吉
,

而把矿山给他人去

追 求最大利润
,

去粗糙 开采 和任 意糟蹋
,

结果是
“

地质工作者跑断腿
,

老板赚大钱
,

百姓遭了殃
,

国

家苦补偿
” 。

当然
,

要实现地质工作的综合性和可持

续发展
,

不是一个或一群专家的事情
,

而应当是 由

多方面的专家集成配套
,

协力完成
。

这也要求地质

教育的改革
,

改造老专业
,

增设新专业
。

以便培养

相关人才和深化地球科学研究
。

改造人的主观世界
,

尊重 自然
,

做到三态平衡

三态平衡的观点是笔作者在 年提出的 李

佩成
, 。

三态平衡的观点认为 只有做到心态
、

世态的平衡
,

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生态的平衡
,

对保

护和推进地质环境安全来说也是这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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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人与 自然和谐发展

这里 的
“

三态
”

是指生态
、

心态和世态
。

所谓

生态是指生物与环境 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或态势
。

人类生态学所说的生态是指人与环境的关系及其相

互作用的状况和态势 所谓心态是指驱动人的行为

的心理态势
。

影响心态的因素包括人的世界观
、

人

生观
、

伦理道德素养
,

行为准则及习惯
、

信仰等 所

谓世态是指驱动众人行为
,

影响人际关系
、

天人关

系的社会态势
。

影响世态的因素包括属于社会主流

为社会所倡导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社会风气
、

文化

教育
、

社会信仰
、

伦理道德
、

政策导向
,

以及社会

成员的精神文明素质等
。

三态有着辩证关系
,

人的心态与其世界观有关
,

众人的心态必然作用于世态
,

而世态又影响和决定

着心态
。

如果社会人的心态失去平衡
,

如果这种人既盲

目崇拜 自己 的实力
,

又抱着
“
人不为 已

,

天诛地

灭 ” 之 自私 目的
,

把享受第一
、

发财第一作为处世

哲学并受到世态的唆使或认可
,

则这种心态失衡的

人便会只顾交易
,

只顾获利和只顾赚钱
,

他们 以获

得最大利润为 目的
,

以掠夺资源为手段
,

以破坏生

态环境为代价
,

在市场交易上这些人很难顾及到别

人和后人
,

甚至也不会认真考虑 自身的明天和后天
。

他们一味地向他人掠夺
,

向自然掠夺
,

也 向后人掠

夺
。

因此
,

社会应当加强文化教育
,

加强精神文明

建设
,

实现三态平衡
。

在考虑人地和谐时
,

应 当重视人的心态和社会

世态的良好和平衡
,

做到尊重 自然
、

爱护 自然
、

珍

惜 自然资源和科学的利用 自然
,

把实现人与 自然和

谐发展作为奋斗 目标
。

与时俱进
,

用科学的发展观从战略上审视过

去
,

规划未来

历史 是 一 面 镜 子 中共 中 央 文 献 研 究 室
,

,

在以史为鉴的同时要深人开展调查研究
,

对

过去的工作机制
、

发展规划
,

乃至地球科学教育等
,

应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总结 冯春涛
,

徐友宁

等
,

白喜庆等
, 。

在肯定成绩的同时
,

更需要发现问题
,

分析为什么会出现相当普遍的乱

挖乱采 为什么会出现探矿落后于国家发展需要 为

什么发生那么多矿难 为什么久治而收效不够理想

如此等等
,

都值得反思和总结
。

例如水文地质工作
,

笔者认为十多年前取消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专业和相

应的硕士点
、

博士点似乎就值得反思
。

社会十分需

要的专业为什么要取消 致使有关的人才培养受到

严重伤害
,

较以前增加出现的涉水灾难
,

不能不认

为与缺乏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科技人才有关
。

又如在

世纪 年代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

本来走在发展

前列的探矿
、

采矿事业为什么被弱化了
,

其后遗症

就是相关人才的缺乏 以及探矿成果的滞后
。

再如乱

采乱挖
,

是在
“

个人集体一起上
”

的 口号下哄起来

的
,

要整顿就要首先整顿好政策思想
。

总之
,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
,

我们奋斗 了五十多

年
,

总结五十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

我们要以史为鉴
,

努力做好工作
,

迎接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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