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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代价:人类发展史上最值得铭记的20大教训》选取在人类发展史上代价最为沉重、教益最为深刻的20
大事件，按照"从代价的角度理解发展"这一独特视角，以通俗生动的语言，配以大量丰富多彩的图片
，向读者展示最值得人类永远铭记的20大发展教训。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
取得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伴随着沉重的代价。毁灭的两河流域文明和消失的古丝绸之路，诉说着人
类文明过度开发所导致的毁灭性后果；而咸海生态灾难和美国西部的黑色风暴，更是大自然对人类“
不思悔改”的警告和惩罚。通过阿斯旺大坝，可以看出人类为了追求发展而不顾一切的“本性”；至
于“黑色星期四”和日本的房地产泡沫，自然是无视经济规律的恶果⋯⋯面对一场场灾难，一次次教
训，反思人类行为，分析发展代价，减少环境破坏，确立科学发展观，创建和谐社会，已成为整个社
会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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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失落的“伊甸园”——巴比伦文明的毁灭消失的丝绸之路——被沙漠无情地吞噬的绿洲王国疯狂的郁
金香——荷兰郁金香狂热人兔之战——澳大利亚兔灾大繁荣与大萧条——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事件横
扫美国的“黑龙”——美国西部的黑色风暴雾都之痛——伦敦烟雾事件无法愈合的伤痛——水俣湾污
染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DDT的滥用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咸海生态灾难可怕的“海豹畸形儿
”——反应停灾难幽灵般的“水怪”——瓦依昂水坝悲剧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杰作”——阿斯旺大
坝纸上的“绿色长城”——阿尔及利亚“绿色坝”项目死亡之夜——博帕尔毒气泄漏事件欧洲大陆上
空的“幽灵”——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破损的人类保护伞——臭氧层空洞泡沫掩盖下的深渊——日
本房地产泡沫可怕的“天谴”——“疯牛病”事件“世纪之毒”是哪里来的——二恶英污染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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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代价：人类发展史上最值得铭记的20大教训》使读者不但能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还能思考这
些教训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区分发展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和由主观失误所造成的人为代价，从而澄清发
展与代价问题上的模糊认识，树立起真正科学的发展观，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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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历史发展中，人类制造的生态大案。
2、痛彻心腹的伤现今却仍不能让很多人吸取教训⋯⋯
3、有静雅思听，听完。不错
4、详细描写了20个震撼的历史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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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我们不要过分地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对于恩格斯的这句名言，学科技哲学出身的我自然并不陌生，可是当我捧起上海文化出版社最新推
出的《代价——人类发展史上最值得铭记的20大教训》，读着一行行文字，看着一幅幅插图，还是感
觉有些脊背发凉，脑门冒汗。当然，这不是一本惊悚小说，而是对人类自身一次次“伟大胜利”的生
动写照。当你看着澳大利亚草原上铺天盖地的兔子、美洲大陆上空遮天蔽日的黑风暴，以及“反应停
儿童”用套着铁丝的“手”打开房门的时候，每个人的感觉恐怕只有自己知道。还是建议那些关心人
类及自身命运的朋友们看看这本书，且不论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否只有这20大教训是最值得铭记的。如
果没有条件看书的话，那就看看我从书中摘出来的下面这些文字吧。只可惜我没法把那些更让人震撼
的图片放在这里。1．失落的“伊甸园”——两河流域文明的毁灭由于土地盐碱化而引起古文明衰亡
的最早案例位于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
，古代世界最伟大的三个文明曾经在这里繁荣昌盛。苏美尔、亚述、阿卡德和巴比伦人相继在公元
前4000至前2000年间，在这里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令世人叹为观止。然而，这些古文明的发
祥地如今却是盐碱泛滥、流沙纵横的不毛之地。就这个问题，美国亚述学家雅可布生对西亚出土楔形
文字史料做过一次深入调查。他发现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壤盐碱化由来已久，始于公元前2400年的拉格
什城邦，不久就发展到幼发拉底河，1000年后盐碱化进一步扩展到古巴比伦。20世纪50年代，美国芝
加哥大学教授布雷伍德在伊拉克的耶莫组织过一次由地质、气象、动物和植物学家共同参加的大规模
跨学科考古发掘，结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布雷伍德在《伊拉克库尔德史前调查》中这样写道：人类
以及他们从事的农业和牧业，总的来说起一种破坏作用，尽管无人想有意去破坏⋯⋯过去曾是丛林的
整个平原和切姆查玛克河谷的山麓地区，如今连灌木丛都不存在了。栎树灌木丛在还未长到６英寸之
前就被砍伐。由于树林和灌木树的消失以及草地每年春季全被吃光，只剩下草根，土壤大量流失，填
入河流⋯⋯2．消失的丝绸之路——被沙漠无情地吞噬的绿洲王国人类有文字以来最大的土地沙漠化
进程在征服自然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取得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伴随着对地球环境的巨大冲击
，以土地沙漠化、盐碱化为代表的生态危机则是这一现象的突出反映。这样的悲剧也发生在中国西部
的塔里木盆地。张骞出使西域时（公元前139年），塔里木盆地还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牛羊”的绿洲世界。据张骞介绍，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地区沙漠绿洲上一共有三十六个繁华的城邦国家
，史称“西域三十六国”。丝绸之路开通后，国际贸易和东西方艺术文化交流与日俱增，给这些绿洲
王国的经济生活带来空前的繁荣。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得以广泛吸收东西方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创
造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西域文明。然而，人类与自然的搏斗却是那样残酷无情，具有千年文明
史的绿洲王国相继被沙漠无情地吞噬，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后来不得不改由海路进行。物换星移，流
沙终于掩埋了塔里木盆地大部分土地，形成仅次于北非撒哈拉沙漠的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
沙漠。塔里木盆地永远失去了它昔日的辉煌，人迹罕至，与世隔绝，成为世界上最神秘的地区之一
。3.  疯狂的郁金香——荷兰郁金香狂热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投机泡沫事件。提起郁金香，许多人立刻
就会想到被誉为“鲜花之国”的荷兰。的确，荷兰人钟爱郁金香，将其奉为国花，并把它和风车、奶
酪和木鞋一起，统称为荷兰的“四大国宝”。每到暮春时节，满山遍野的郁金香争奇斗艳，晶莹修长
的叶片，像装满美酒的酒杯似的花朵，透明馨香，令人心醉。法国作家大仲马在他的传世名著《黑郁
金香》中，曾这样赞美一种名叫“黑寡妇”的黑色郁金香：“艳丽得让人睁不开眼睛，完美得让人透
不过气来”。小说家优美的笔调，更为郁金香增添了一层传奇而又浪漫的色彩。然而，如今的大多数
人可能并不了解，曾几何时，郁金香美丽的花朵，竟使无数荷兰人为之疯狂；一枚看起来与洋葱头别
无二致的郁金香球茎，竟然价值连城；甚至整个国家，都因郁金香而陷入混乱之中，并为之付出了惨
重的代价⋯⋯4．最意想不到的灾害——澳大利亚兔灾人类历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生物入侵事件这是
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生物入侵灾难之一。兔子并不是澳大利亚土生的，在1859年以前，那里还没有兔子
。但在那一年，有一个农民从英格兰带来了一群野兔，共有24只。他完全没有料到，他的这一举动将
要引起一场农业灾难。在澳大利亚，兔子几乎没有什么天敌，所以经过几十年它们已成为一个大问题
。它们吃庄稼，毁坏新播下的种子，啃嫩树皮和牙，并且打地洞损坏田地和河堤。筑篱笆也不能阻止
它们侵入农民的田地。在几十年时间里，澳大利亚的农业遭受了惨重的损失。直到1950年，人们又尝
试了一种控制野兔的新方法，一种能杀死兔子的病，即粘液瘤病被引入澳大利亚。科学家先将该病传
染给蚊子，然后经蚊子再传染给兔子。粘液瘤病一经引进，它便在整个野兔群中快速传播。在澳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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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东南地区，几乎80%的野兔群被消灭了。5．大繁荣与大萧条——“黑色星期四”股灾历史上最严重
的经济危机的开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20世纪20年代，被当时的
人们称为“新时代”，财富和机会似乎向所有美国人敞开自己吝啬的大门。整个社会对新技术和新生
活方式趋之若骛，“炫耀性消费”成为时代潮流。当时人们追求的消费包括收音机、电影、新型电器
（吸尘器，冰箱和洗衣机等）、汽车等等。对新汽车的追求永无止境，当福特在1928年宣布他将推出
新的A型车时，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对这种尚未谋面的汽车下了订单。“新时代”不仅改变了人们的
生活，而且还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在一片欣欣向荣的环境下，社会中涌动的暗流，像银行
不良资产增加、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社会信用受到破坏、上市公司行为扭曲，都被节节攀升的股市和
对幸福未来的预期冲得无边无影。然而，危机可谓出乎所有人预料地不期而至。1929年10月24日星期
四，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突然狂跌，许多人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到11月中旬，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
价格下降40％以上，证券持有人损失达260亿美元，严重削弱了金融制度，动摇了企业界的信心，使经
济陷入停滞状态，并引发了持续达十余年之久的“大萧条”。在这次大萧条中，工业、农业、信用危
机同时并发，并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使世界工业生产总产值下降36％，世界贸易缩减2／3。1929
年美国股市的崩溃和随后十年的经济萧条是整个20世纪世界历史中的重大事件。20年代是美国经济快
速发展的十年，由于股市预期的财富增长速度大大超出了实质经济能支持的速度，社会又没有及时的
纠错机制来制止虚拟经济与实质经济的进一步分离，泡沫的继续膨胀就不可避免。6．横扫美国的“
黑龙”——美国西部的黑色风暴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沙尘暴19世纪，美国鼓励向半干旱的西部
大草原移民开荒，认为这是既发展西部又解决饭碗的聪明之举。1860—1890年，90万平方公里处女地
被开垦。孰料过度垦牧造成大面积沙化，20世纪30年代，沙尘暴渐成气候，1932年爆发14次，1933年
达38次，1934年春季终于发展成灾害性的沙尘暴，扫荡了中西部大平原，使全国小麦减产1／3。1935
年，震惊世界的黑风暴降临了，裹挟着大量新耕地表层黑土的西风“长成”了东西长2400公里、南北
宽1440公里、高约3公里的“黑龙”，3天中横扫了美国2／3的地区，把3亿吨肥沃表土送进了大西洋。
黑风暴所经之处，农田水井道路被毁，小溪河流干涸，16万农民逃离西部地区。这一年的美国农业损
失惨重，粮食减产一半以上。事后美国不得不专门制定“农业复兴计划”，推行免耕法，建立了国民
资源保卫队，实施世界四大造林工程之一——“罗斯福生态工程”，沿西经100度线种植了一条宽100
英里、纵贯美国的防护林带，恢复了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才避免了黑风暴的继续肆虐。7．雾都之
痛——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大气污染事件与1952年的状况相比，今天的伦敦是
一座洁净的城市。那时候，伦敦有燃煤发电厂，离市中心不远处有许多工厂。大多数住家用烧煤来取
暖，以煤为动力的蒸汽机车拉着一节节列车进首都。对小汽车和卡车产生的废气几乎没有控制措施。
从所有上述的这些污染源产生的碳、硫化合物和其他化学烟雾，充斥在空气中。在多雾的天气条件下
，化合物与雾混合，会产生污染严重的“烟雾”覆盖层。这就是1952年12月5日发生的事情，当时大片
雾云降临伦敦。雾云在城市上空悬浮了5天，逐步变得更脏和更有毒。伦敦市中心空气中的烟雾量几
乎啬了10倍。烟雾使数千受害者患了支气管炎、气喘和其他影响肺部的疾病。最后，到12月10日烟雾
散去时，估计已有4000人死亡，其中多数是年长者，两个月内又有8000多人死去。8．“疯狂的”塑料
工厂——水俣湾污染历史上最著名的化学污染事件之一震惊世界的日本水俣湾污染，最早显示出征兆
的是猫，表明九州这个日本最南面海岛上的水俣小渔村出事了。1953年，那儿的猫开始出现反常行为
，它们发疯般地四处奔跑，甚至跳进河里淹死。不久，村民也开始表露出患病或中毒症状，比如痉挛
、言语障碍和失明。至少有150人因此丧命或终生残疾。不少婴儿出生时畸形或脑损伤。几年前，水俣
湾畔建立了一家生产塑料的工厂。它把废料排放到海里，工厂废料中所含的汞使鱼中毒，人和猫吃鱼
后也中了毒。但是，工厂主拒绝他人来检查。直到10年后，工厂主才承认负有责任。该厂于1966年关
闭，但那时已给水俣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幸存者面临极度艰难和困苦的生活，随之便是痛苦的过早
死亡。许多家庭必须照料无助的受害者，其中许多是儿童。水俣的年轻妇女怕生孩子，因为怕生下的
孩子万一智力迟钝或畸形。9．成也DDT，败也DDT——DDT的滥用历史上影响范围最大的化学品污
染1939年发生了一件事，似乎对全世界的农民以及对诸如疟疾一类热带病流行的地区来说，都是一个
好消息。那就是有一种新的、“安全的”、名称为滴滴涕（即DDT，双对氯苯基三氯乙烷的商品名）
的杀虫剂被发明了出来。昆虫一碰到它，便因神经系统麻痹而被杀死。将它喷洒在农作物上，或喷洒
在带菌昆虫赖以繁殖的沼泽类地区，会收到良好的灭虫效果。在后来的30年间，千百万吨嘀滴涕在全
世界被使用。在非洲，它可能拯救了几百万人的性命。消灭了虫害，农民的收成剧增。但不久以后，
科学家们开始担忧起来，因为有些昆虫对滴滴涕产生了抗药性，药效不如从前那样明显了。后来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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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发现，动物在吃了喷过滴滴涕的植物后，滴滴涕会在体内长期积累。由于滴滴涕在动物体内未被降
解，这使人担心它会通过食物链传递下去，最终的受害者必将是人类自己。对滴滴涕积聚的最初警告
信号是来自对鸟类的研究。鸟类从吃下的昆虫那里吸收了滴滴涕，从而使所产的蛋壳变薄。薄蛋壳很
容易破碎，致使幼鸟死去。既然滴滴涕能影响鸟类，难道它不会影响人类吗？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全球都开始禁止使用DDT，直到今天，科学家们还能从许多动物体内检测到DDT。与此同时，由于没
有合适的替代用品，非洲的疟疾又有流传迹象。10．白色的生命禁区——咸海生态灾难覆盖面最广、
涉及人数最多的生态灾害曾是世界第4大湖的咸海，位于中亚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交界处
，离塔什干市约640千米。在这里，发生了一次世界上最严重的环境灾害。灾难起源于将该湖周围地区
用来种棉花的决策。这一大规模工程，计划将河水改道，流入农田，以灌溉农作物。从1954年开始，
苏联在哈萨克、乌拉尔等地的半干旱草原，10年之内开垦了约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一度使前苏联粮食
年产量增加了2／3。但这种“创造性地再造自然”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阿姆河河水被截走使
得阿姆河下游的咸海水位急剧下降，30年间湖岸线后退了10至20公里。此外，大量的杀虫剂以及其他
农用化学品被用增加农作物产量，而这些化学品也排入湖底。当咸海的水平面下降后，这些化学品全
暴露在岸边，损害了该地区居民的健康。一件可怕的事实是，在咸海周围地区，每10个婴儿中便有1个
在出生后第一年内死去。由于湖岸线后退，咸海湖底盐碱裸露，周围地区沙化严重，“白风暴”(含盐
尘的风暴)接踵而至，不仅使咸海附近的环境荒漠化，白风暴还永久性地毁灭了60%的新垦区，使其成
为生命的禁区，导致了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11．可怕的“海豹畸形儿”——“反应停”灾难历史上
最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事故20世纪50年代，科学家推出了一种新药，据说它能在妊娠期控制精神紧张
，防止孕妇恶心，并且有安眠作用。这药名叫“反应停”（即酞胺哌啶酮）。它由美国开发，1957年
首次被用于处方，后来在欧洲也可以买到。到了1960年，医生们对很多新生儿四肢缩短和其他畸形的
状况开始产生警觉。究其原因是孕妇服用了“反应停”。该药在1961年被禁用，但当时全世界约
有8000名婴儿已经受害。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法律上的交锋，开发“反应停”的医药公司同意赔偿受害
者的损失。“反应停”在出售之前，并未仔细检验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反应停儿童”事件是一次
惨痛的教训。它提醒人们，任何新药在用于临床之前必须经过彻底检验，尤其是用于孕妇的药物。12
．幽灵般的“水怪”——维昂特坝历史上最严重的水库滑坡失事灾难横亘于意大利维昂特河上的混凝
土拱坝，位于两座陡峭的山坡之间，高858英尺，顶长625英尺。1963年10月9日，贝卢诺附近的一股水
流自维昂特大坝上100米高处直泻而下，在仅仅几秒钟内就淹没了山谷内的5个村庄，4000人丧生。令
人奇怪的是，翌日清晨，大坝与水库如常，安然无恙。前一天的晚上的大水，肆虐的“水怪”简直像
幽灵一样，转眼就渺无踪迹了，留下的只是死亡和灾难。后来进行的调查表明，由于连续4周的降雨
，没过了大坝边上的山坡，将1.5亿吨的泥石自山坡滑入长7公里、深300米的水库中，使等量的水从库
中排出，这些水又席卷了它在山谷中遇到的一切。而大坝的设计者都忽略了这一危险，没有制订持续
检查山坡状况及其加固的措施。维昂特水坝灾难说明，不听专家意见是愚蠢的。许多地质学家和工程
师早已忠告过：水坝不可建在这个地方，因为托克山山体不稳。可悲的是，专家的意见最终没被采纳
。13．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杰作”——阿斯旺大坝负面影响最难消除的水利工程这是二战后工业文
明大规模干扰大自然因而患上世界病的一个典型“病例”。因为它不是农业文明时期农民在自家门口
挖个水塘的规模。这项水利工程是大约40年前即1964年，埃及政府在前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改变了尼罗
河——这条世界上最长河流——的流向。当时阿斯旺大坝被认为是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杰作，大坝的
体积是著名吉萨大金字塔体积的17倍还多! 伟大的古埃及文明同尼罗河是分不开的。一年一度的洪水泛
滥，把从埃塞俄比亚高原冲刷下来的大约1.3亿吨沃土留给了尼罗河两岸。古埃及人每年便靠耕种两岸
的肥沃良田为生。今天，大自然的这份馈赠已经永远消失了。当年埃及总统纳赛尔曾夸口说，它是埃
及永远繁荣的源泉。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斯旺水坝的功过好像是相互抵消了。它居然引起了那么多的
争议!它被赞美为埃及经济繁荣基石的同时，又被斥责为破坏生态环境的罪魁祸首。对这项工程的批评
是非常尖锐的。其一：丧失了大量富有养料的泥沙沃土。由于失去了泥沙沃土，尼罗河河谷和三角洲
的土地开始盐碱化，肥力也丧失殆尽。现在，埃及是世界上最依赖化肥的国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化肥厂正是阿斯旺水电站最大的用户之一。其二：水坝严重扰乱了尼罗河的水文。原先富有营养的泥
沙沃土沿着尼罗河冲进地中海，养活了在尼罗河入海处产卵的沙丁鱼。现在沙丁鱼消失了，绝迹了! 14
．纸上的“绿色长城”——阿尔及利亚“绿色坝项目”未能获得理想效果的世界级造林工程即便是为
了生态恢复而实施的生态建设工程，如果不遵循自然规律，也会好心无好报。这在世界四大生态造林
工程之一的阿尔及利亚“绿色坝项目”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绿色坝项目是世界级造林工程。为防止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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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沙漠的不断北侵，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从1975年起沿撒哈拉沙漠北缘大规模种植松树。该工程延伸
到邻国摩洛哥和突尼斯，绵延1500公里。理论上讲，该工程能使阿尔及利亚林地面积每年扩展10％。
但实际上由于在没有弄清当地的生态水和生产水资源状况和环境承载力之前盲目用集约化的方式和单
一外来物种搞高强度的生态建设，结果使生态建设反而变成生态灾难：缺水多病虫害的松树纯林有一
半未能保存，另有30%成为残次林，沙漠依然在向北扩展。现在该国每年损失的林地超过造林面积
。15．毒气屠城——博帕尔中毒事件人类历史上最惨重的工业事故1980年，印度博帕尔化工厂开始生
产一些专治危害小麦害虫的化学农药。1984年12月3日，天还没亮，含有该厂生产的农药成分的毒云笼
罩了全城，当时市民们仍在睡梦中。人们从朦胧中被毒气熏醒，头重脚轻，四肢无力，而且得不到任
何帮助，约1万人躺在了博帕尔市的大街上，再也没有起来，另外10万人不同程度地中毒。 后来该公
司宣布造成这一事故的原因时说，在甲烷储存罐中错误地倒进了100公升水，水使甲烷的温度升到摄
氏200度。然而，储存罐中的冷却系统和一旦毒气外泄时所使用的中和系统均未发生作用，于是，压力
挤开了储存罐的阀门，毒气飘散，一场浩劫就这样开始了。16．欧洲大陆上空的“幽灵”——切尔诺
贝利核电站事故人类和平利用核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事故1986年4月26日凌晨，苏联基辅以北130公里
处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猛烈爆炸，熊熊烈火直升天际，反应堆内放射性物质大量外
泄。7天后大火才被扑灭。150多天之后，已报废的4号反应堆被埋在巨大的“石棺”下。苏联当局承认
，“事故的原因显然是主观问题，人为的错误”。 西欧各国及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测到了核电站泄漏出
的放射性物质。31人死亡，237人受到严重放射性伤害。而且在20年内，还将有3万人可能因此患上癌
症。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中小学生全被疏散到海滨，核电站周围的庄稼全被掩埋，少收2000万吨粮食，
距电站7公里内的树木全部死亡，此后半个世纪内，10公里内不能耕作放牧，100公里内不能生产牛奶
⋯⋯ 据认为，电站中石墨燃烧造成了大火，使反应堆中产生的热量不能散发，导致原子堆芯融化，酿
成了核能开发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悲剧。这次核污染飘尘给欧洲邻国也带来了严重灾难。这是世界上
最严重的一次核污染。17．破损的人类保护伞——臭氧层空洞影响整个地球的环境破坏问题臭氧层是
存在于地球上空16~48千米平流层内薄薄的一层气体。因为它能吸收太阳光中杀伤力很强的光线，特
别是紫外线，从而使生命有可能存在，堪称人类的保护伞。人造卫星上的仪器可以测量臭氧层的厚度
和范围。观测证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南极上空的臭氧层出现了日渐增大的“空洞”。 2000年，
南极上空的臭氧空洞面积达到创记录的28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澳大利亚。如果到达地球的有害辐
射增多，这对动植物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造成的后果之一是人类皮肤癌病例将会增加。臭氧层发生
变化的部分原因是由氟氯碳化物引起的，这类化合物常用生产气雾剂、电冰箱致冷剂、干洗剂以及某
些塑料。今天，许多制造商在产品中采用了各种对保护臭氧层有利的化学品。臭氧层已受到影响的不
仅是在南极上空。1988年，曾发现北半球上空臭氧层已比20年前要薄百分之三。这种变化是足以使皮
肤癌的病例增加。18．泡沫掩盖下的深渊——日本房地产泡沫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房地产泡沫事
件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期，出现了大量的剩余资金。日本中央银行
为了刺激经济的持续发展，采取了非常宽松的金融政策，但这些资金没有合适的投资项目，结果基本
上都流入房地产以及股票市场，致使房地产价格暴涨。当初，日本金融机构对房地产泡沫的危害认识
不足，也没有能够及时对房地产市场现状作出正确的评估，纷纷给房地产公司和建筑公司发放贷款，
形成了房地产不断升值和信贷规模不断扩大的恶性循环，泡沫越吹越大。据日本国土厅公布的调查统
计数据，1985年到1988年的短短的3年间，东京都的商业用地价格指数暴涨了近两倍，东京都中央区的
地价上涨了3倍。1990年，仅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制造了世界上空前的房地产
泡沫。日本经济从此埋下了十多年还未能了结的祸根。 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股价和房地产价
格同时开始暴跌，并一直持续到现在。不动产泡沫破灭带来连锁反应，一些涉足房地产业较深的大企
业纷纷倒闭、金融机构不良债权不断增长、几大银行相继倒闭、部分地区的经济产生了严重冲击⋯⋯
给日本经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导致日本经济十多年来一蹶不振。 19．可怕的“天谴”——“疯牛
病”事件由人类自身行为导致的大规模传染病事件疯牛病全称为“牛海绵状脑病”，是一种进行性中
枢神经系统病变，发生在牛身上的症状与羊瘙痒症类似，俗称疯牛病。疯牛病在人类中的表现为新型
克雅氏症，患者脑部会出现海绵状空洞，导致记忆丧失，身体功能失调，最终神经错乱甚至死亡
。1997年，英国科学家曾经预计，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可能会有1000万人最终死于新型克雅氏症
。2002年这一预计数字降为5万人。疯牛病的传播被认为是因为给牛喂养动物肉骨粉造成的。这种通过
喂养肉骨粉为牲畜提供蛋白质的方式已经普遍采用数十年。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动物肉骨粉的制作
过程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一种假设认为，是这种炼制过程的变化导致了羊瘙痒病因子的存活，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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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肉骨粉饲养牛而将羊瘙痒病因子传播给了牛。到2000年7月，在英国有超过34000个牧场的17万多头
牛感染了此病，最高发病时间是在1993年1月，每月至少有1000头牛发病。有科学家认为，给食草动物
喂肉骨粉，这种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必然会遭到“天谴”。20．自己制造的“天敌”——“二恶英”
事件影响最大的一次食品污染事故1999年，比利时、荷兰、法国、德国相继发生因二恶英污染导致畜
禽类产品及乳制品含高浓度二恶英的事件。我国卫生部等部门随即要求各地暂停从这些国家进口乳制
品、畜禽类制品(包括原料、半成品)，已进口的有关产品一律封存，暂停销售。20世纪末的春夏之交
极不平静，从5月底开始的“二恶英”事件，不仅给比利时本国造成了近10亿欧元的损失，也在全世界
范围内造成强烈影响。40多个国家和地区作出紧急反应，我国的有关部门依法暂停进口和禁止销售可
能污染的食品。“二恶英”这个陌生的名词一夜之间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6月22日，比利时有关
当局宣布，导致比利时饲养业遭受强致癌物质“二恶英”污染的主要原因基本查清：污染的元凶是向
动物饲料厂提供原料的比利时福格拉公司。至此，“二恶英”事件已尘埃落定，可它留给人们的思考
却是多方面的。在我国的许多地方，最常见的处理垃圾的办法，一是填埋，二是焚烧。尤其是近年来
生活垃圾中塑料制品大量增加，因其很难降解，许多地方便采取焚烧的办法。在许多垃圾堆放场所，
常常可以看到滚滚的浓烟，以及扑鼻而来的难闻的气味。也许人们没有想到，在焚烧垃圾的过程中，
却制造出了人类的天敌“二恶英”。“二恶英”固然可怕，但人类破坏环境的野蛮行为更为可怕。是
谁制造了“二恶英”？就是人类自己！(《代价——人类发展史上最值得铭记的20大教训》，洪星范 
等编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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