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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作为国际大都会，是世界上最

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之一。其

所在的法兰西岛大区即巴黎首都圈，贡

献了全法国近四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

值。巴黎首都圈庞大的地铁网络，是支

撑巴黎这座浪漫都市日常运行的一大

“功臣”。

巴黎地铁的历史极为悠久。

1900 年 7 月 19 日，巴黎 1 号线从文

森门站驶向马约门站，标志着巴黎地铁

正式开通运营。目前，仅巴黎市区地铁

就有 14 条主线、2 条支线、304 个地铁站，

总长度达 255.1 千米。

不过，巴黎地铁的诞生历程，当真

曲折。

早在 1845 年，巴黎市政府便与各家

铁路公司商讨建设地铁，但囿于多方分

歧，未能开建。

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来自巴黎市政府

与法国中央政府，二者的地铁建设思路

完全不同。当时的铁路公司提出，巴黎

地铁应该在建造之初就与郊区铁路相

连，打造容量大、速度快、有利于城市间

交通的地铁线路。这一想法得到了当时

法国中央政府的支持，认为这将助力全

国经济发展。而巴黎市政府则希望建造

独立于铁路网线的地铁，优先考虑巴黎

市内的通行需求。

就这样，修建地铁一事一拖再拖。

1863 年伦敦地铁开通，1867 年纽约地铁

开通，布达佩斯地铁也于 1896 年建成，

眼看全球各大城市纷纷开通地铁，巴黎

却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直至巴

黎世界博览会即将开幕，大家才最终决

定，搁置争议，建设地铁。

1898 年，巴黎正式公布“城市铁路计

划”。当年 10 月，巴黎地铁动工。1900

年，巴黎首条地铁随巴黎世界博览会开

幕启用，正式拉开了巴黎地铁时代的序

幕。当年的统计显示，巴黎地铁一期网

络建成后，覆盖了当地约四分之三的人

口，大大缓解了人流压力。

受益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变革，

巴黎逐渐成为欧洲最具吸引力的城市之

一，人们竞相来此追寻梦想。在巴黎地铁

一期建成后的30年里，巴黎郊区的人口翻

了两倍有余，几乎与市区人口相当。不

过，绝大多数工作机会依然集中在市区，

这意味着市区与郊区间的通行压力比原

先只大不小。这一事实也证明，早年法国

中央政府的方案其实更有远见。

同时，新的难题也摆在了巴黎交通

规划者的面前：巴黎地铁该如何适应这

座不断发展的城市？

1929 年，巴黎市政府与周边省政府

达 成 协 议 ，计 划 将 巴 黎 地 铁 向 周 边 延

伸。此后，多条线路延伸至巴黎市区之

外，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直至法

兰西岛大区铁路快线的出现。

作为混合型系统，法兰西岛大区铁

路快线同时拥有现代城市中心地铁及地

区铁路的特征，可以与巴黎市内的地铁

无缝换乘。

铁路快线的建设可以视作巴黎经济

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1961年，考虑到巴

黎西部的拉德芳斯商业区兴起，法国当局

决定首先开通该路段地铁。1969年，连接

凯旋门与拉德芳斯路段的线路正式启用，

开启了法兰西岛铁路快线的时代。

也是从此刻开始，历史赋予了巴黎

地铁新的角色。广义上的巴黎地铁不再

是只满足巴黎市区人民日常需求的交通

工具，更成为连接巴黎与其周边卫星城

的纽带，支撑起巴黎首都圈的运转。

百余年间，巴黎地铁这个庞大的钢

铁网络极大地支持了巴黎首都圈的经

济发展，帮助这个闻名世界的国际大都

会在岁月沧桑、斗转星移中保持了令人

羡慕的活力。未来，它还将继续陪伴在

巴黎左右，见证浪漫之都在时代洪流中

奔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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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往 巴 黎 的 地 铁
钱 通

联 合 国 环 境 规 划 署（UNEP）近 日

发布的最新前沿报告《噪音、火灾和物

候错配：新兴环境问题》指出，喧闹不停

的城市噪音、频繁爆发且愈发猛烈的野

火正日益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威胁，而物

候错配——自然系统中各生物生命周期

的“节律”紊乱——正在造成严峻的生态

后果。

UNEP 执行主任英格·安德森表示，

报告凸显了解决气候变化、污染和生物

多样性丧失这三大全球性危机的紧迫

性，应引起政府和广大公众的关注。

减少噪音污染

刺耳、长时间且高强度的声音会损

害 人 类 健 康 ，轻 则 造 成 焦 虑 及 睡 眠 障

碍 ，重 则 导 致 严 重 的 心 脏 病 和 代 谢 紊

乱。统计显示，在欧盟，噪音污染每年

导致 1.2 万人过早死亡，五分之一的欧

盟公民受此困扰。全球许多城市如曼

谷、大马士革、达卡、胡志明市、伊斯兰

堡和纽约的噪音水平都超过了“可接受

的限度”。噪音污染还对鸟类、昆虫和

两栖动物等构成威胁，改变了各物种的

交流和行为。

其实，来自大自然的声音对健康很

有好处。这一点，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更多的人隔离

在家、更少的车行驶在路上，城市变得静

谧、安详，成了一个声音意义上的“绿色

空间”。

就此，报告建议，城市规划者应优

先考虑从源头减少噪音，加大对替代出

行 方 式 的 投 资 ；加 强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建

设，助力创造积极的“音景”，如修建防

护林带、绿植墙、绿色屋顶及扩大城市

中的绿地面积等。报告认为，伦敦的超

低排放区、柏林在宽阔道路上设立自行

车道以及埃及的国家抗噪计划都是可

借鉴的例子。

科学预防野火

在 2002 年至 2016 年间，平均每年约

有 423 万平方公里的地球陆地表面植

被——大约相当于整个欧盟的面积被

烧毁。尤其是在混交林和热带稀树草原

生态系统中，野火变得越来越普遍。极

度猛烈的野火甚至会引发雷暴、产生闪

电，进而加剧火势。

野火频发很大程度上由气候变化引

发，更炎热的天气、更干燥的气候等都是

重 要 诱 因 。 不 过 ，人 为 因 素 也 不 能 忽

视。比如，土地用途的改变就是另一大

风险因素，不当的火灾管理政策也难辞

其咎。

研究显示，野火产生的烟雾和颗粒

物会对居住在顺风方向的居民健康造成

严重影响，有时甚至会波及距离源头数

千公里的社区。

火灾频发还会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大

幅度丧失，危及超过 4400 种陆地物种和

淡水物种。野火产生的黑碳和其他污染

物会污染水源、加速冰川融化、导致山体

滑坡和海洋中藻类的大规模繁殖，并导

致热带雨林从“碳汇”变成“碳源”。

报告呼吁，未来应加大对降低野火

风险的投资；减少森林砍伐，制定将弱势

群体、农村和原住民社区考虑在内的预

防和应对管理方法；进一步改进遥感能

力，例如卫星、雷达和闪电探测等。

莫让候鸟迷路

物候学是一门研究生物周期性的学

问。在环境力量的驱动下，万物周而复

始、相互作用，响应并不断反过来影响外

部条件。比如，植物和动物能通过温度、

日照时间或降雨量等，判断大环境，从而

“决定”何时展叶、结果、繁殖、迁徙等行

为。当物种改变自身的生命节律，以响

应因气候变化而改变的环境条件时，就

会发生物候变化。

令人担忧的是，物候变化越来越受

到气候变化的干扰，植物和动物多少违

背了原本的自然节律，并导致了不匹配

现象的发生。

例如，很多植物比食草动物更快改

变了自身的生命周期。候鸟通常依照

当 地 的 气 候“线 索 ”做 出 迁 徙 决 定 ，但

气候变化导致它们无法准确预测目的

地和沿途休息地点。在气候变化的影

响 下 ，农 作 物 的 物 候 变 化 将 给 粮 食 生

产 带 来 挑 战 。 在 气 候 变 化 的 影 响 下 ，

具有商业价值的海洋物种及其猎物的

物候变化也会对鱼类种群和渔业造成

严重影响。

报告认为，物候错配的整体影响需

要进一步研究。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共同

努力，以实现维持适当的栖息地和生态

连通性、加强生物多样性的完整性、维持

物种的遗传变异性并加强种群的复原力

等目标。

该 关 注 这 些 环 境 问 题 了
李学华

为研究鸟类，美国学者贾雷德·戴

蒙德一生去过 30 多次热带岛屿新几

内亚。不过，他的新几内亚之行，最为

世界所熟知的成果不是鸟类研究，而

是孕育出《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

“亚力之问”。

亚力是新几内亚的一名政治人

物 。 他 见 到 戴 蒙 德 后 ，提 出 了 一 个

对后者影响极深的问题：“为什么是

白 人 制 造 出 这 么 多 货 物 ，再 运 来 这

里？为什么我们黑人没搞出过什么

名堂？”

这个问题促使戴蒙德开始研究文

明间的差异，思考现代世界不均等的

根源。

在 世 界 近 代 史 上 ，西 方 国 家 长

期占据着权力和财富的中心。探寻

其原因，大家的共识是：15 世纪开启

的地理大发现和 18 世纪开启的第一

次工业革命，造就了西方国家的领先

地位。

戴蒙德思考的问题则更为深远：

是什么造就了 15 世纪的世界？

他 研 究 了 1.3 万 年 前 的 人 类 历

史。那时候，人类还过着狩猎、采集

的生活，食物只够当天消耗，每隔一

段时间，就要随着食物供应的季节变

化而迁徙。直到农业的产生，彻底改

变了这一局面。农业生产让食物盈

余成为可能，人们开始定居下来，人

口日渐稠密，进而演化出文字、技术、

文明以及制度等。

戴蒙德发现，可供驯化的植物品

种和动物物种在世界各地分布不均，

大概集中在世界上的 9 个地区，这些

地区成了独立的农业发源地。欧洲

的发展优势正是得益于这种自然资

源禀赋。

为解释自然和地理因素在人类社会演化进程中的作用，戴

蒙德以温带国家和热带国家为例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热

带地区有两大特征不利于经济发展。一方面，生活在热带地区

的人们更容易感染疟疾等传染病，寿命相对较短；另一方面，热

带地区的土壤较为贫瘠，植物病害和动物疫病更多，农业生产

力普遍较低。

戴蒙德据此给出了“亚力之问”的答案：“各大洲上的族群，有

着截然不同的大历史，原因不在人而在环境。”

不过，戴蒙德的理论也受到不少批评。一个重要观点是，这

种理论有掉入“自然决定论”“地理决定论”之嫌，容易导致“历史

宿命论”。

确实，历史的演进是客观与主观结合、偶然与必然碰撞的结

果 。 过 于 强 调 任 何 一 种 因 素 而 忽 视 其 他 因 素 ，都 很 难 有 说 服

力。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戴蒙德的理论中寻找看待世界的

重要视角。

例如，戴蒙德认为，他的研究成果是对种族主义思潮的最好回

击。他说：“今天，西方社会中的一些角落里可以听到公然谴责种

族主义的声音，然而许多西方人私底下或潜意识里仍继续认可种

族主义的解释方法。”

在最新版本的《枪炮、病菌与钢铁》中，戴蒙德写了一篇《致

我的中国读者》的序言。对于种

族主义的问题，他再次给出了自

己的观点：“许多欧洲人至今仍

然坚信，那就是欧洲人比其他人

种更聪明。但是，欧洲的种族主

义者从未给出支持这一解释的

证据。我自己的经历是，尽管新

几内亚岛岛民使用石器工具，但

他们总体上至少和欧洲人一样

聪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全球种

族主义思潮暗流涌动的今天，再

读这本《枪炮、病菌与钢铁》，或许

会给我们更多启示。

另一种视角

—
—

《枪炮

、病菌与钢铁

》的启示

袁

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