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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文化视角下来认识地球科学’就是要超越科

学的范畴’将地球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认识’探
讨地球科学的文化内涵’

科学已经从传统科学时代进入到现代大科学时

代’人类社会也已经由传统的工业社会跨入当今的

信息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对地球的认识与探究

的地球科学仅仅视为一种纯粹的自然科学’其局限

性已暴露无遗’正因为如此’地球科学才开始由传统

地学向系统地球科学转变$刘本培和蔡运龙’")))%’
大科学时代的地球科学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

景下发生的’会受到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和制

约&同时’地学研究的结果也会反过来对社会文化和

价值观念产生影响’促进整个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

变革’欧洲近代科技革命正是在文艺复兴的背景下发

生的’并以文艺复兴所倡导的文化理念为先导’在文

艺复兴运动中提出的崇尚理性(探索自然的文化(价
值理念构成了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逻辑根基$殷跃

平’"))>%’
近代工业革命在促进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同

时’也强化了人与地球的分离’对地球的认识和探究

也就成为了一种同社会文化无关的纯科学活动’并
且使地球也作为客体同人类相对立’而一旦地球作

为客体与人类相对立’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便成为一

种必然的逻辑结果’各种异化现象便会接踵而至’
当今时代’地球已经深深地烙上了人类活动的

印记’地球的演变已经不可避免地将人类活动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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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在这种状况下"对地学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可

能完全撇开社会和文化来单独进行"地球科学必须

重新审视人类与地球的关系’而要重构人与地球的

关系"必须超越传统地学的科学视角"从文化的视角

来研究地球科学"赋予地球科学以新的文化内涵"这
也是地球科学创新的内涵之一’

从文化的视角来审视地球科学"或者将地球科

学当作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地球科学至少应包含

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地学研究方法或思维逻辑"即

$真%的问题&二是人地关系或地学的价值理念"即

$善%的问题&三是地球演化中的平衡及人与地球的

和谐"即$美%的问题’$真%’$善%’$美%三者的统一就

构成了地球科学文化的体系’

#!$真%的问题#从分析性思维向综合

性’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转变

古代地学思维是一种整体性思维"它将地球乃

至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但是由于缺乏对地球

细节的把握"这种对地球的整体性认识只能是笼统’
直观’猜测性的"因而也是非科学的’

近代分析性思维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

飞跃’分析性思维将地球分解为各个部分"并对它们

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如地球的各个圈层)"由此了

解了许多过去不清楚的有关地球的细节"从而使人

类对地球的认识有可能超越古代笼统的直观和猜

测"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分析性思维是近代科学的

最基本的方法之一"它的产生和应用使地球科学更

加接近于真实"从而促进了近代地学的极大发展’恩
格斯(#D*")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将分析性思

维称之为$近代自然科学产生的助产婆%’但是分析

性思维只是认识地球的一种方法"是地球科学研究

地球整体的一个环节’如果地球科学对地球的认识

仅仅停留在分析性思维基础上"那么在理论上就会

走向形而上学"实践上则会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
当今的地球科学所面对的问题"如资源枯竭问

题"环境污染问题"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等等"已不是

分析性思维所能回答得了的’这些问题突出地体现

了地球的整体性特征"因此必须以整体性思维来应

对"必须要综合气象学’海洋学’地质学’地理学’生
物学’化学’环境科学乃至社会科学来联合作战"共
同解决’

人类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地质时期!!!人类

世’在这样一个地质时期"尽管各种自然力仍然一如

既往地在对地球发生作用"但是同其他地质时期相

比"人类世时期"人作为地球有史以来最具地质影响

力的物种"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能量改变地球的面貌’
因此"人类世时期地球科学对地球的研究"不能将人

的作用排斥在外’在对地球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思

维方式应当被改变"社会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思维

方式也应当进入到地球科学的研究中来’
地球系统科学的产生体现了地球科学的整体

性’综合性特征"它把地球的大气圈’水圈和生物圈

作为一个系统"把地球与人类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来
综合考虑地球的固体与流体’地球的各圈层’以及地

球与人类的关系’
从传统的地球科学到现代的地球系统科学"体

现了地球科学已经开始由线性科学向非线性科学转

变"地学思维开始由简单性思维向复杂性思维转变’
而系统思维’非线性思维’复杂性思维正是现代地球

科学文化的内涵之一’

"!$善%的问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

$以地球为本%

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类一切活动都要以人为中

心"以人为目的"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
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渊源和历史必然

性’早期人类是地球的奴隶"那时的人类"由于自身

的弱小"不得不受制于自然"$顺者昌"逆者亡%是早

期人类生存的惟一法则’中国古代哲学中提出的$天
人合一%的价值理念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之上

的’相比而言"古希腊时期的西方哲学家的思想则要

积极一些’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

著名命题"阿基米德更是扬言"$给我一个支点"我可

以撬动整个地球%’尽管这一时期"人类尚不能实现

作为万物尺度的价值理念"撬动地球至多也只能算

一个科学假说"但这其中所包含的主体意识的觉醒

却为以后$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人类中心主义%价值理念的真正形成应该是近

代科技革命以后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把人类中心主

义看成是近代科技革命的产物’当人类有力量与自

然界相抗衡时"便产生了征服地球以实现自身利益

最大化的愿望’#*世纪的法国人笛卡尔主张让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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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稍后的德国人康德则

明确地提出了"人是目的#%"为自然界立法#的思想

&杨祖陶和邓晓芒’"))#(’这种价值理念又强化了人

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强化了人类征服地球%战胜地球

的行为与活动’
人类中心主义是科技进步与社会发展的产物’

具有强烈的反宗教%反神学的意义’它也是"以人为

本#的价值观念在科学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因此’人
类中心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

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产生也

具有了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它对人与自然之间

对立关系的强化也为后来地球科学和社会的发展留

下了无穷的隐患’因为它把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对地

球破坏的基础上’英国哲学家洛克的一句话为此作

了最好的注脚’他认为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

之路’但问题在于’这种以破坏地球的代价所获得的

幸福只能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早在#))多年前’
恩格斯就作出这样的警告’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

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恩格斯’#D*#(’当今地球

范围内出现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气候变暖等一系

列问题印证了这一点’
全球问题的产生要求我们的价值观念有一个根

本的转变’即从"人类中心主义#到"地球中心主义#’
重新构建"天人合一#的地学文化价值观念’

"地球中心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念当然是对"人
类中心主义#的一种否定’但它却不是对"以人为本#
的人道主义的一种反动’因为地球是人类生存的家

园’对地球的爱护’也就是对人类的爱护’如今的地

球不仅担负着人类的现实’而且还承载着人类的未

来’没有地球的未来’也就没有人类的未来’从这个

意义上讲’"地球中心主义#同"以人为本#的人道主

义理念是相统一的’恰恰相反’"人类中心主义#把人

类社会的发展建立在对地球的征服和破坏基础上’
因此’它从"人类中心#的前提出发’最终却达到毁灭

地球从而毁灭人类的结局’
即使是在理论上’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也只具有

相对的意义’在现实中’人类与地球是不能分离的’
由主客两分到"天人合一#’人与地球的关系也由主

体与客体的关系转变成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人类社

会只是地球的一部分’如果认同这一点’那我们就可

以逻辑的推导出这样的结论来!善待人类’就要善待

地球$善待地球’就是善待人类’

!!"美#的问题!在和谐即美的理念下

构建人与地球的和谐

"和谐即美#是美学的基本理念’这一理念也是

在人类文明和文化的长期发展中形成的’
人类文明史上’对和谐与完美的追求不仅是科

学的目标’也是神学的宗旨’古希腊时期的学者们曾

认为存在有无数个世界’但是这一认识被稍后的亚

里士多德的统一观所替代’亚里士多德认为宇宙只

能有一个中心’所有的星体都围绕这一中心运动’并
且向这一中心回归’如果认同存在有多个世界的话’
必然会导致多个中心存在’而多个中心并存会使星

体在向中心回归时变得不知所措’不知道该向哪个

中心回归’因此亚里士多德断然拒绝了"多个世界#
的假定’并且得出了"宇宙为一#的结论&陈修斋和杨

祖陶’#DI#(’
中世纪的基督教从神学的角度强化了这一观

念’当时的教父学的代表人物奥古斯丁论证说!如果

真的存在多个世界’那么每一个世界都需要一个救

世主’多个救世主的存在必然与基督的惟一性相矛

盾’经院哲学的最主要代表人物托马斯)阿奎那也

否定了多个世界的存在’在阿奎那看来’多个世界的

存在有损于上帝的形象’上帝是尽善尽美的’创造不

出一个和谐完美的世界来’这对于全能的%至高无上

的上帝来说总有点交代不过去’所以宇宙不可能是

多’多就会有差异%有矛盾%就不会有和谐&陈修斋和

杨祖陶’#DI#(’
尽管古代科学与宗教神学在对地球与宇宙完美

问题的论证上还是有些本质的区别’但无论是亚里

士多德%还是奥古斯丁或者阿奎那’他们的论证都是

基于这样一个假定或前提!宇宙是完善与和谐的’
不能把这一假定看成是一种凭空的捏造’和谐

是地球存在和演化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在人类产生

以前’整个地球总体上处于一种和谐状态’地球的各

圈层之间%地表的各个物种之间所形成的生物链都

显得井然有序’尽管地球作为茫茫宇宙中的一颗行

星’其存在和演化状态必然会受到宇宙及其他星球

的影响’因而对地球和谐状态的认识’还必须从更宏

观的层面’即将地球纳入到整个宇宙系统中来加以

思考’但自从有人类以来’地球同宇宙以及其他星球

的关系大体是和谐的’可以这样来说’人类最早关于

和谐地球的理念不是来自对地球未来进化的期待’

!*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第!"卷

而是来自对当时地球和谐状态的一种反映"和谐原

本就是地球的内在本性之一’
自从地球上有了人"地球的这种原始和谐状态

就被打破’尤其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地球自身的不

和谐以及地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不和谐日益彰显’
这种不和谐已经威胁到地球的存在和社会的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对地球的研究仍然仅仅

局限在自然科学范畴中的话"我们是否会在无意的

固执中"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并且"不和谐也不

仅仅涉及到质的方面"它也包括量的延伸’当地球上

的不和谐现象在量上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人类将会

在人与地球不和谐中走向毁灭’
人类当然不可能也不需要回归到原始地球和谐

中去"但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克制来努力重新构建新

的地球和谐"地球和谐或和谐地球包括两方面内容#
一是地球自身的和谐"二是人与地球的和谐"即社会

和谐’
对地球和谐的追求要求在地球科学中重塑和谐

的理念"这种和谐理念的产生首先在于超越传统的

文化理念"在对现实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反思中

实现文化的觉醒与升华’
正是在这种和谐理念的指导下"人类对地球和谐

的重建才可能有新的突破’世纪之交在全球范围内兴

起的新一轮深空探测热潮"标志着人类对构建和谐地

球的视野已经超越了地球的框架"开始深入到地球以

外的其他星体和整个宇宙系统"无论是将地球上的人

类转移其他星球"实现所谓的星际移民"还是将火星$
月球上的可用资源转移到地球上来"人类都是尝试在

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来解决地球上人与自然的矛盾"因
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深空探测活动实质上是要把地

球上无法根本解决的人与自然的矛盾转移到地球以

外的其他星球去"从而构建一种新的和谐’

和谐是地球的本质"也是现代人类文化的主题’
当今的地球科学正在实践%和谐即美&的文化理念"
因此"%和谐即美&的理念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地球

科学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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