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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 ▲在 T 台上

飞沿走笔

【现在，芬克拜娜芳龄 30岁。
她说，T台再风光，也比不了她对昆
虫的热爱。】

Susan Finkbeiner（苏珊·芬克拜娜）目前
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昆虫学博士后（波士顿
大学也有一位教授担任其导师，两校联合培
养）。她可能在厄瓜多尔的热带雨林中流连
忘返，在泥泞中跋涉几个星期去寻找一种罕
见的蝴蝶———红带袖蝶。不过，让她大出风
头的不是这些田野工作，而是她的另一重身
份———时装模特。她签约了一家模特经纪公
司，参与了伦敦时装周的多次时装表演。在
谈到模特工作时，她说：“这是一番灰姑娘般
的经历。不过，我现在急不可待地要赶回去
做科研了。”

她酷爱昆虫，拥有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
博士学位，她的博士后研究选题是：迅速多
样化的蝴蝶谱系之适应性表型变异的进化
机制。

她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乡下长大，别的
孩子玩各种体育项目的时候，她的兴趣是捉
虫子。十几岁的时候参加过选美比赛，学过
一点芭蕾舞。这些奠定了她日后走 T 台的基
础。但她对蝴蝶、毛毛虫和蛾子的兴趣有增
无减，于是，她最终选择进入康奈尔大学，于
2009 年以优异成绩获得昆虫学专业的学士
学位。然后，她去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
继续深造，于 2015 年获得生态学和进化生
物学博士学位。她在康奈尔大学有一个校友
叫 Phil Torres（现在是著名电视科普节目
TechKnow 的主持人），他除了学习研究昆
虫学以外，还参加电竞比赛和做模特，赚些
外快。受他的影响，她尝试参加了“音乐排排
坐”游戏竞赛，走出了“不务正业”的第一步。

从 2015 年起，她在芝加哥大学和波士
顿大学作博士后研究。此时，她决定尝试模
特表演。她把自己的资料寄给波士顿的王朝
模特经纪公司，公司老板看了资料很满意，
就在 2017 年 4 月与她签了两年的合同。她
说：“我下决心做什么事或尝试什么事，就一

定会采取行动。”
伦敦的时装设计公司 House of Ikons（偶

像之家）的主管 SavitaKaye 女士认为，芬克拜
娜具备他们公司所偏好的理想模特的条件：
身高 1.73 米（穿上高跟鞋的身高为 1.83 米），
但并非瘦骨嶙峋。于是，偶像之家聘用她在
2017 年 9 月举行的秋冬季伦敦时装周做时
装走秀。Kaye 评价说，芬克拜娜在 T 台上的
优雅和自信无可挑剔。2018 年 2 月，芬克拜娜
再次参加了春夏季伦敦时装周的表演。

芬克拜娜说：“平时在大庭广众中我几乎
从来不穿高跟鞋，一穿就鹤立鸡群了。”她还
承认，自己只接受过一小时的走猫步专业训
练。因此，她只能在宿舍里苦练。与她同台演
出的其他模特都有六七年的 T 台经验了，她
若不苦练，在走秀时很可能就互相配合不好。

现在，芬克拜娜芳龄 30 岁。她说，T 台
再风光，也比不了她对昆虫的热爱。

不要以为芬克拜娜真的是“不务正业”的
坏学生，其实她是学霸。自大学毕业后开始研
究生学业以来，她获得的奖学金、学术奖励等
各种奖项高达 14 项，包括国家科学基金会研
究生奖学金（2011～2014 年）、史密森学会差
旅奖、《国家地理》杂志年轻探索者基金，等
等。她已经发表了 9 篇论文，其中 7 篇以她为
第一作者。她最新一篇第一作者论文是今年 4
月发表在伦敦皇家学会学报上的

（《频率依赖性形
塑着贝氏不完全拟态的适应性景观》）。

爱乐者说

当“花果山文明”遇上“黑暗森林法则”
姻隋淑光

【以“黑暗森林法则”来解构《西游
记》，我们可悲地发现在吴承恩构设的
世界里，文明没有善恶之分，文明间也
没有什么共同的道德准则，有的只是强
者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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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是一位音乐大师诞辰 205 周年、忌辰
135 周年。人们说他是歌剧大师，说他是乐剧开创
者，还说他是作家；不可或缺的，他又是一位激情
洋溢的革命者。20 世纪 40 年代，希特勒与这位音
乐家有了共鸣，以至感动流泪。二战之后，已去世
半个多世纪的他，被缺席“审判”。至今，以色列禁
演他的作品。当然，他也少不了浪漫与风流，娶几
近同龄友人之女为妻，成为乐坛一大轶事。他一生
70 岁，却活出一般人几辈子的“容量”。说到他，直观
先置一词：“多彩”！

这人，就是德国艺术家瓦格纳。他在音乐与文
学领域皆有造诣。他本长于文字，走向音乐人生，也
是一个激情选择：听了贝多芬的交响乐，他说：交响
乐止于贝多芬；于是，他再不去碰交响乐。听了贝多
芬唯一一部歌剧《费德里奥》，英雄性题材和音符让
瓦格纳昂扬立志；终选歌剧为毕生之业。

歌剧是文学与音乐综合的艺术样式。在文学
上，作为一个作家，他曾写下许多音乐评论。为寄托
对贝多芬的崇仰，他还写了一部穿越式的小说，叫
作《朝拜贝多芬》；让这位大师与自己与世人在同一
空间对话和交往。当然，文学功底更没有在歌剧领
域荒废。瓦格纳拿起了笔，他一生的歌剧几乎全是
自己写作脚本。连文字带音符，综合创作，全面发挥
了两种艺术样式的特长。两长集于一身，使瓦格纳
在歌剧创作上占了先机。他想改词就改词，不必受

制于一些剧作家一字不容改的桎梏。文学与音乐让
他游刃有余地在歌剧天地中潇洒独步。于是，他的

“多彩”，渐渐就有了“精彩”。
瓦格纳早期歌剧曾走在传统疆域中。但循规蹈

矩不是他的性格。这时，不可不说他的政治作为了。
1848 年，德国爆发革命。起义队伍在德累斯

顿街头筑起壁垒。年轻“愤青”瓦格纳参与了枪林
弹雨的巷战。起义失败，他遭通缉。在他后来的“老
丈人”帮助下，瓦格纳逃亡国外。在海上，他与第一
个妻子经历了暴风雨。船上冒险的经历化作乐思，
在一部叫作《漂泊的荷兰人》的歌剧中，倾洒下了
浸透海上风雨的音符。

通缉十年，亡命十载。他辗转在歌剧这个融进
两样艺术的舞台上。但革命气质又使他冲决音乐传
统规范。瓦格纳将“纯音乐”的力量，或者说贝多芬
式的交响思维，放到以歌唱为主体的歌剧之中。于
是，一种贝多芬“命运”交响动机式的理念，在他的
歌剧中形成。他用交响乐队奏出歌剧中人与物的种
种“主导动机”：剧中男女角色，以及河水、风声、城
堡、剑刃、舟船、搏战、爱意等等，瓦格纳一一给予形
象音调，以各自不同的“身份”出现在歌剧情节的演
进中。这是歌剧艺术上的改革性突破。

但，瓦格纳的作为还不止于此。晚岁时节，因路
德维希国王资助，物质上无后顾之忧尚在其次，重
要的是，他得以在拜罗特建立了专门演出自己歌剧
的剧院。为着这个瓦格纳式的歌剧院，他创作了巨
作《尼伯龙根的指环》。这部四联剧由“莱茵的黄金”

“女武神”“齐格弗里德”和“诸神的黄昏”组成。这是
一部延宕 20 年方竣笔的歌剧，不仅结构庞大，场面
宏大，音乐浩大，而且一部剧要演出四小时以上。这

个巨制与传统歌剧以及瓦格纳早期歌剧完全不同。
他以及后人，为之定义为“乐剧”。这表明，他的歌剧
再次冲决传统歌剧模式，强烈彰显了音乐自身魅
力。这是歌剧艺术的巨大改革，或用他的一部音乐
论著的书名来说，那就是：“音乐与革命”。他的“多
彩”人生之中，又现辉煌的“精彩”。

瓦格纳音乐中的德国风范，不是艺术上的色
彩，而是包容了一种强大的日耳曼意识。当年，一个
德国音乐家的这种表达，并没有政治目的。但在他
辞世很久之后，德国人希特勒从瓦格纳音乐中聆听
出了他的“理想”。于是，在法西斯诸多集会上，他的
音乐成为纳粹典仪中的“背景音乐”。这是他所始料
不及的。当然，后人也没有怪罪这位确实执着于“日
耳曼”民粹思想的音乐家。不过，这个不是多少艺术
家所能遇到的政治“误解”，多少又表明了瓦格纳音
乐与人生的异常与“多彩”。

最后，不得不说说瓦格纳的爱情生活。他有过
共患难的妻子。离异对于像他这种不安于现状的革
命者和艺术家来说，并不为怪。后来的事情是，他的
好友，曾帮他躲过通缉的大音乐家李斯特，有个叫
柯西玛的女儿，她是指挥家彪罗之妻。瓦格纳爱上
了她，并情终成眷。于是，只比李斯特小两岁并早逝
三年的瓦格纳，竟不得不叫这位友人为岳父。

细数瓦格纳一生，他的生命够“多彩”了，他的
艺术堪称“精彩”了！他能“出彩”，实赖于他的时
代，那个横亘在音乐史程上的 19 世纪浪漫主义时
代。这个时代的艺术，本身就“出彩”。与古典主义
相比，浪漫主义多了人性的释放，有了艺术的开放。
于是，时代之“彩”，映射着瓦格纳，他的生命便有
了比同代人更强烈的“多彩”与“精彩”。

那个多彩又精彩的瓦格纳
姻李近朱

【他一生 70 岁，却活出一般人几辈
子的“容量”。说到他，直观先置一词：
“多彩”！】

走 T 台的科学家
姻武夷山

格致书屋

对外星文明的探寻一直是个不衰竭的话题。虽然
人类社会对自己安身立命的地球都管理得相当不怎
么样，但并不妨碍人们痴迷于仰望星空。至于外星文
明究竟是什么样，人们无从得知，但是基于遥远距离
所产生的神秘感和一厢情愿的摹想，人们一度将其想
象得无比美好。

在这方面，科幻作品要比人类的现实行动走得更
远。比如说，许多科幻作品，尤其是年代较早的作品，有
一个共性，就是先入为主地把外星文明假想为善意的
文明，遵循和人类一样的道德准则。如刘慈欣对 20 世
纪 80 年代国内科幻作品的总结：“那时的科幻小说中，
外星人都以慈眉善目的形象出现，以天父般的仁慈和
宽容，指引着人类这群迷途的羔羊。金涛的《月光岛》
中，外星人抚慰着人类受伤的心灵；童恩正《遥远的爱》
中，人类与外星人的爱情凄美而壮丽；郑文光的《地球
镜像》中，人类道德的低下，甚至把技术水平高出几个
数量级却怀有菩萨心肠的外星文明吓跑了！”某些外
国科幻作品亦如是，最为人熟知的如斯皮尔伯格导演
的电影《E.T.》，反复歌咏小男孩艾里奥特与外星人的
纯真友谊……这或许可以视作人类在审视外星文明
时所犯过的“幼稚病”。

刘慈欣很可能是第一个深入思考并探寻是否存
在“宇宙中共同的道德准则”的科幻作家。他并非局限
于空想，而是编制了一个模拟宇宙点状文明体系总体
状态的软件，将假定存在的宇宙间智慧文明简化为
点，数量设置为以十万计，然后对每个点设置描述该
文明基本特征的简单参数，并在软件中模拟这个体系
的整体演化过程。不知软件推演的结果如何，但后来
他在《三体》中将宇宙中不同文明间的关系定位为“黑
暗森林法则”，即宇宙间每个文明都如同屏住呼吸在
幽暗森林里小心潜行的猎人，发现其他生命的第一反
应就是开火———在宇宙这个浩渺的森林里，基本生存
原则为“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

“黑暗森林法则”的立论基础是宇宙资源有限，文
明扩张的足迹密布，终有一天不同文明会面临争夺资
源的生存危局。该理论引入了两个概念，即“技术爆炸”
和“猜疑链”。

前者是指任何弱小的文明都有可能实现技术上
的突飞猛进，从而成为其他文明的威胁。例如地球生
命史长达几十亿年，人类文明史有数千年，却能在短
短三百年时间内发展出令人惊异的现代技术，而在宇
宙尺度上，三百年只是弹指一挥间，这表明技术飞跃
的可能性是埋藏在每个文明内部的炸药，只待内部或
外部因素将其点燃。

后者是指宇宙文明分属不同的物种和文化，不同
种族之间的生物学差异和文化差异巨大，且相隔无比
遥远的距离，即使相互怀有善意，也难以如在地球上
通过有效沟通建立信任，而是只能使相互间的猜疑呈
链环状延伸：“他们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想他们……他
们不知道我们是怎样想他们怎样想我们……他们不
知道我们是怎样想他们怎样想我们怎样想他们怎样
想我们怎样……”为了自保，在猜疑消除之前往往就
爆发了旨在消灭对方的“黑暗打击”。如果一方甚至双
方怀有恶意，后果更不需赘言。因此对一个文明来说，
在宇宙中最危险的做法莫过于暴露自己的精确坐标、
让其他文明知道自己的大致方位、让其他文明知道自
己已经存在……总而言之，“在宇宙中无论是让你知
道我的存在还是你存在下去，对我来说都是危险的”。

“黑暗森林法则”是否真正揭露了宇宙生存的血淋
淋真相？这基本上无法验证。以宇宙尺度来看，地球只
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数千年文明纤如微尘，以它来
验证这一法则不仅需要几乎无法等待的漫长时间尺
度，并且极有可能意味着血本无归。但是我们如果回溯

人类文明发展史，则不难读取“黑暗森林法则”的影子。
放眼古今中外，无数的战争、无数的权谋、无数的喋血，
乃至冷战对峙、军备竞赛、宗教杀戮、种族冲突等历史
片段，都在诠释不可消解的猜疑链，都在诠释资源争
夺、文明对峙、黑暗打击，以及“他人就是地狱”的生存
准则。比如说阿兹特克文明的消亡就可以归因于殖民
者对资源和土地的掠夺。这一法则甚至可以用来诠释
无数历史典故和文化作品，人们对它们耳熟能详，有的
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积淀，这看起来尤为可悲。

《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曹操误杀殷勤待
客的吕伯奢家人，逃跑途中遇到买酒归来的吕伯奢，他
非但未心怀愧疚，反而索性手起剑落。这一非常举动的
出发点看似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骄
横和自私，其深层次原因却在于“无论是让你知道我的
存在还是你存在下去，对我来说都是危险的”恐惧感。再
比如说吴承恩撰写的《西游记》，如果我们滤去书中的宗
教和神话元素，也将其故事发生空间定义为文明，就会
发现这其实是一部描述星际战争的小说，故事表述的
其实是文明之间的碰撞，从中同样可以读取“黑暗森林
法则”的印痕。解读这本书，同样可以从“资源争夺”“猜
疑链”“技术爆炸”“黑暗打击”等几个概念出发。

首先我们可以读取书中所涉及的文明有以天庭
为代表的包含月球、金星、土星、木星等三垣二十八宿
的地外文明或者说天宫文明，其代表人物有玉帝、太
白金星、昴日星官等；以人间帝王为代表的地球文明、
以龙王为代表的遍布水泽的水族文明、以阎君为代表
的幽冥空间文明。而地外文明为统领和主宰者。

故事的缘起在于以孙悟空为首的独立于上述文
明的，花果山这个小文明社会的创生和发展。该文明
初创的标志是石猴出世，目运金光、射冲斗府，从而为
另一文明所感知，按照“黑暗森林法则”来解读就是让
对方知道了自己的存在并暴露了坐标。但此时由于花
果山文明弱小，玉帝犯了战略性错误：“下方之物，乃天
地之所生，不足为异”，从而错过了实施“黑暗打击”的
最佳时机，故事也因此得以展开。

此后众猴占居水帘洞并尊石猴为王，序齿排班、
制定秩序，分派君臣佐使，文明初具形态。再后来孙悟
空学道有成，使得该文明实现了“技术爆炸”，进入迅猛
发展期：“计有四万七千余口”；七十二洞妖王均拜猴王
为尊，“每年献贡，四时点卯。也有随班操演的，也有随
节征粮的。齐齐整整，把一座花果山造得似铁桶金城”。
从此花果山文明拥有了侵凌、掠夺其他文明的资本并

开始扩张，具体来说就是为争夺资源侵凌水族、为免
除生死轮回而侵凌幽冥空间。

面对迫近的威胁，玉帝虽欲实施“黑暗打击”———
“着龙神回海，朕即遣将擒拿”，“着冥君回归地府，朕即
遣将擒拿”，但已力有所不逮，因此出于成本最低化、利
益最大化的考量采纳了太白金星的建议，采取羁縻策
略，其最终目的是将其同质化，使花果山文明消解于无
形：“授他一个大小官职……拘束此间……若违天命，
就此擒拿。一则不动众劳师，二则收仙有道也……”

颇有意味的是，两个文明的第一次接触，即孙悟
空初见太白金星时，第一句话就是：“我这两日正思量
要上天走走，却就有天使来请。”按照“黑暗森林法则”
来解读，无疑是他已经注意到了天宫文明，并且这种
注意绝非出于善意，去天庭的目的当不是顶礼膜拜，
而是伸展文明扩张的触角。书中的另一句话也将其本
意彰显无遗———“待我上天去看看路，却好带你们上
去同居住也。”

此后的情节为人熟知，孙悟空在天宫两次任职，
“无事闲游，结交众星宿，不论高低，俱称朋友”，玉帝因
此心不自安，猜疑链逐渐延伸，最终由于利益，具体来
说就是资源，如蟠桃、金丹、御酒等的分配不均，双方矛
盾不能调和，黑暗战争因此爆发。值得一提的是，孙悟
空对天宫文明所拥有资源的觊觎是不证自明的，比如
说他逃离瑶池后众猴安排酒果接风：“将椰酒满斟一
石碗奉上。大圣喝了一口，即龇牙咧嘴道：‘不好吃，不
好吃！’崩、芭二将道：‘大圣在天宫，吃了仙酒仙肴，是
以椰酒不甚美口……’”因此在战争中孙悟空明确表
达了以花果山文明取代天宫文明的目标诉求：“皇帝
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只要玉帝搬出去，把天宫让于
我”“强者为尊该让我”；而天宫文明的目标也非常明
确，即彻底消灭花果山文明。最终孙悟空被擒并被镇
压于五行山下，此后为求救赎而踏上取经之路———他
最终被另一文明同质化，花果山文明就此消解。

以“黑暗森林法则”来解构《西游记》，我们可悲
地发现在吴承恩构设的世界里，文明没有善恶之
分，文明间也没有什么共同的道德准则，有的只是
强者为尊。不敢妄言这一结果可以迁移到宇宙间文
明，或者说该法则足以概括宇宙间文明的生存真
相，但是大刘立论的出发点看起来却有些坚不可摧
的味道，或许我们在仰望星空时能有所借鉴———

“‘人之初，性本善’之说在人类世界都很可疑，放之
宇宙更不可能皆准”。

你善良的样子
真的很美

赵琼

一只刚刚分娩后的母羊，低着头
在溪边饮水
一条鱼儿，在羊的唇边
将一些碎草觅食
一只蜂来，一朵花
敞开了胸襟
一阵风
让一场雨，绕过了河谷
全都注入一片
焦灼的土地
一个以卖肉为生的屠夫
一手抚摸着，一只
正在跪乳的羔羊
一手，将磨了半宿的尖刀
慢慢收起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水文与气候专家埃
尔法第·艾尔塔希尔（Elfatih Eltahir）等人 7 月
31 日刊登在《自然—通讯》杂志网站上的一篇
报告旋即成为 8 月 1 日英国《卫报》和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CNN）的热门报道文章。《卫
报》文章的标题是：令人无法生存的热浪或将
在本世纪末侵袭中国核心地区；CNN 文章的
标题是：酷热会让中国不再宜居吗？

这些文章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北部平原
既是人口密集区，也是最重要的产粮区。由
于气候变化影响，到 21 世纪末能在数小时
间置健康人于死地的潮湿热浪会反复侵袭
中国北部平原，使这个地区成为“全世界最
致命的热浪区”。

毫无疑问，人们会因酷热而死亡，而且，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热射病、中暑等夺人
性命的悲剧总是一再发生。但是，此次艾尔
塔希尔等人的研究引进了一些热力学概念
和其他证据，如湿球温度，力图证明未来酷
热将对中国人造成的极大杀伤力，而且美国
国家气象局也已将 31 摄氏度以上的湿球温
度列为“极端危险”因素。

湿球温度要与干球温度结合起来理解，
后者是从暴露于空气中而又不受太阳直接
照射的干球温度表上所读取的数值，是温度
计在普通空气中所测出的温度，即一般天气
预报的气温。湿球温度也称绝热饱和温度，
是指在绝热条件下，大量的水与有限的湿空
气接触，水蒸发所需的潜热完全来自于湿空
气温度降低所放出的显热，当环境中空气达
饱和状态且环境达到热平衡时的环境温度。

简单地讲，湿球温度就是用湿润的棉布
包裹住温度计顶端的测量球，这时候水分的
蒸发可以降低测量球体的温度，当空气传给
水的显热等于水汽化所需要的汽化热时，湿
球温度计上的温度维持稳定，这就是湿球温
度。显然，干球和湿球温度如果是同样数值，
则湿球温度下的环境更加酷热。

艾尔塔希尔认为，在一个环境中湿球温
度达到 35 摄氏度时，人在户外生存的极限
是 6 小时。因为湿热的空气使人难以通过出
汗降低体温（湿度越大越难以出汗降温），湿
球温度达到 35 摄氏度时，结合热量与湿度
得出的热指数约为 165 华氏度（约 73.8 摄氏
度），健康人即便坐在树阴下，也会在 6 小时
内丧生。而且，由于中国北部平原是重要产
粮区，人们在夏日也必须下地干活，因此酷
热对人的伤害最大。加上因为灌溉造成更多
的水蒸发，导致空气中的湿度更高，从而进
一步加剧高温压力，使热伤害能力增强。而
且，中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这些因素叠
加会在 2070 年至 2100 年间，使中国北方平
原的湿球温度频频超过 35 摄氏度，致命热
浪将造成很多人死亡。

艾尔塔希尔等人的研究结论是否危言
耸听姑且不论，可以看到的另一种相似现象
是，极端高温天气可能是现代和未来人类必
然面临的另一种巨大的自然灾害，导致的人
员死伤可能并不亚于地震、洪水、飓风、干
旱、雷电等造成的死伤。这种情况更吻合发

达国家的现状和特点。
2003 年 8 月法国高温热
浪造成 11000 多人死亡，
2018 年 4 月 30 日至 7 月
29 日，日本因中暑死亡
125 人，被紧急送往医院
的人数累计 57534 人次，
老 年 人 占 送 医 总 数 的
48.7%。今年仅 3 个月的
中暑送医人数就已超过
去年整个炎热季（5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的总数

（52984 人次）。目前，中国
的自然灾害中，极端高温
造成的伤害和损失并无
确 切 统 计 ，2016 ～2017
年，中国自然灾害以洪
涝、台风、干旱和地震灾
害为主，2017 年各类自然
灾害共造成全国 1.4 亿
人次受灾，881 人死亡，98
人失踪；2016 年各类自然
灾害造成全国近 1.9 亿
人次受灾，1432 人死亡，
274 人失踪。在这些灾害
中，并没有明确极端高温
造成的人员死亡和损失
情况，但相较于其他自然
灾害，极端高温灾害对中
国的威胁还提不上议事
日程。

此前的 2015 年，艾尔
塔希尔等人也发表科研报
告称，本世纪末，中东海湾
和南亚等地区有可能不适
宜人类居住。而且，极端高
温天气过去已经出现于中
东海湾地区，但是那是发
生在海上和非人口稠密
区。未来在中国的极端高
温天气会出现在人口密集
的生活地区，因此造成的
危害将可能比肩地震、洪水、飓风、干旱。

那么，艾尔塔希尔等人的预测是否会成
为魔咒呢？这取决于时间和人们的行为，当
然，还有地球本身的自然规律。美国国家海
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的数据显示，2018
年有望继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之后，
成为地球有气象记录以来第四热的一年。全
球陆地和海洋表面温度目前比 20 世纪的平
均值高 0.77 摄氏度。这是有气象记录以来温
度第四高的一年，最高的一年是 2016 年，其
次是 2015 年和 2017 年。

显然，人类工业化以来二氧化碳等温
室气体充满地球大气层，促成了高温天气
的出现。

如果艾尔塔希尔等人的预测不幸言中，
所有人都有责任，因为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
雪花是无辜的。我们应该从现在起逐步减少
温室气体的排放。另外，可以用人类的智慧
来战胜高温天气灾害，一方面要提升劳动保
护和公共卫生水平，另一方面还要借助科技
的力量降温，例如，普及空调，设置移动空调
小屋，让户外工作者随时可以进空调屋休
息，此外还应有户外降温装置、降温服装等，
从而避免高温对人的健康和生命造成危害。

【如果艾尔塔希尔等人的预
测不幸言中，所有人都有责任，因
为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
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