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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 6月 16日，美国作家蕾切尔·卡

逊的著作《寂静的春天》开始在《纽约客》

杂志连载。尽管当时卡逊在美国已经颇

有名气，《寂静的春天》引发的反响之热

烈，还是让很多人始料未及。

卡 逊 在 书 中 将 矛 头 对 准 了 一 种 叫

DDT 的农业杀虫剂，称它不仅杀死了害

虫，也污染了大自然的食物链，甚至让人

类染上癌症，并危及子孙后代的健康。

彼时，DDT 在全美广泛使用，被美国

农业部门寄予厚望，认为它将有效控制虫

害和杂草，实现粮食大幅增产。特别是在

冷战背景下，依靠 DDT 这样的“神药”实

现经济快速增长，一度被西方国家奉为

圭臬。

这样的景象引发了一些人的担忧。

美国一位鸟类保护区管理员给卡逊写了

一封信，告诉她 DDT 造成保护区内鸟类

濒临灭绝，希望她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

动调查，改变 DDT 滥用现象。这促使此

前就一直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的卡逊开启

了《寂静的春天》的写作。

《寂静的春天》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环

境科学著作，其内容带有很强的文学色

彩。卡逊的文笔极具张力。例如，她将

DDT 称作“死神的特效药”。

作品一经发表，立刻轰动了整个美

国，引发了全民讨论。《寂静的春天》也被

认为是“现代环保运动的肇始”。它第一

次让环境议题成为全民讨论的对象，环境

意 识 和 环 保 运 动 成 为 一 种 全 社 会 性 现

象。1963 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国会

讨论这本书，并成立了咨询委员会调查书

中谈及的问题。它产生的社会效应还促

使美国成立单独的环保机构，并开始针对

环保问题大量立法。10 年以后，先是美国

进而是其他国家，也开始逐步禁用 DDT。

然而，因为《寂静的春天》中的内容及

语言风格剑走偏锋，并对农业化工企业等

利益相关方造成巨大冲击，招致了猛烈的

抨击。该书的出版编辑说，《寂静的春天》

是继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之后遭遇攻击

最多的著作。有化工企业高管声称：“如

果人人都听从卡逊小姐的教导，我们就会

回到中世纪。”科学界也有人对卡逊的这

本书提出了批评，认为它毫无严谨性可

言。例如，卡逊在书中几乎断言 DDT 是

一种致癌物，但科学研究却一直没有找到

DDT 直接致癌的有力证据。

虽然《寂静的春天》充满争议，但是 20

世纪以来，环境污染导致的现实残酷性丝

毫不逊于书中所述。尤其是二战结束后，

许多国家都忙于战后的社会经济重建，加

之工业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冷战带来的

狂热竞争，经济增长被置于至高位置，环

境污染和破坏也随之而来，人类也开始承

受代价。

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使人痛心的包

括：发生于 1930 年 12 月的比利时马斯河

谷烟雾事件，致 60 余人死亡，数千人患病；

发生于 1948 年 10 月的美国多诺拉镇烟雾

事件，致 17 人死亡，5910 人患病；发生于

1952 年 12 月的英国伦敦烟雾事件，短短

5 天时间导致 4000 多人死亡，事故后的两

个月内又有 8000 多人因此病故；二战后连

续多年爆发的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

件，烟雾致人五官发病、头疼、胸闷，汽车、

飞 机 安 全 运 行 受 威 胁 ，交 通 事 故 增 加 ；

1952年至1972年间发生在日本的水俣病事

件，致 50余人死亡，283人严重受害而致残；

1931年至1972年间发生的日本富山骨痛病

事件，致 34 人死亡；1961 年至 1970 年间在

日本四日市发生的哮喘病事件，受害人超

2000 人，死亡和因不堪病痛折磨而自杀者

数十人；发生于 1968年 3月至 8月的日本米

糠油事件，致 5000 余人患病，16 人死亡，另

有数十万禽畜死亡。这些问题集中爆发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60 年代这短短 30 多年的

时间里，统称“世界八大公害事件”。

然而，尽管环境污染已经如此严重，

但那个年代的大部分国家依旧没有足够

重视，其中又以日本尤为典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进入经济快

速增长阶段，工业飞速发展，但由于缺乏

相应的环境保护及治理措施，致使工业污

染和各种公害病泛滥成灾。

1956 年，日本水俣湾地区最早发现水

俣病病例，轻度患病者口齿不清、面部呆

滞、步履蹒跚，重者极度亢奋，身体慢慢变

成“弓”字形，并很快死亡。最终确认病因

是由于当地氮肥厂将大量含汞废水直接

排入水俣湾，污染了鱼虾，进而导致当地

人食物中毒。然而，日本政府对此却毫无

作为，以至于该公司肆无忌惮地继续排污

12 年，直到 1968 年。

《寂静的春天》的面世和日本发生的

一系列悲剧，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醒，

随 之 展 开 了 大 规 模 的 环 保 社 会 运 动 。

1970 年，美国开展了旨在保护环境的“地

球日”活动，喊出了“不许东京悲剧重演”

的口号。全美有 2000 万人参加了第一届

地球日集会。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总部位于意大利

罗马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罗马俱乐

部，进一步推动了环保问题在全

球的关注度。罗马俱乐部成

立于 1968 年 4 月，其宗旨是阐明人类社会

面临的主要挑战，并提出相关建议，以引

起政策制定者和舆论的关注。罗马俱乐

部成立后，提出了“人类困境”的概念，并

力图为一系列世界性问题寻求解决方案。

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个研究成果，是

1972年发表的一篇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

告。报告通过科学建模方法，引入世界人

口、粮食、资源、污染和工业产出等多种变

量，模拟出 1972年至 2100年可能出现的 13

种“未来场景”，并最终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人类生态足迹的影响因子已然过大，生态

系统反馈循环已经滞后，其自我修复能力

受到严重破坏。如果按照当时世界人口、

工业化、粮食生产、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

增长趋势，地球将在 100 年内达到承载极

限，并导致人类发展出现突然和不可控制

的衰退。同时，报告还认为，这样的悲剧并

非不可避免，只要人类摒弃不惜代价追求

经济增长的思维，及时改变发展模式，就能

够实现更均衡的发展状态。

和《寂静的春天》一样，《增长的极限》

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但是比《寂静

的春天》更进一步，《增长的极限》把议题

扩 大 到 了 整 个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模 式 的 层

面。人们开始意识到，社会发展绝不仅仅

是一个经济问题，解释权也不仅仅掌握在

经济学家和金融人士手里。

在一次又一次社会舆论的推动下，联

合 国 和 世 界 各 国 政 府 再 也 坐 不 住 了 。

1972 年 6 月，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

开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

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的第一次国际会议，

环境问题被首次列入全球议程。会议通

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各

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

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后代而共

同努力。

1972 年 10 月，第 27 届联

合 国 大 会 通 过 了 联 合 国

人类环境会议的建议，

规 定 每 年 6 月 5 日

为“ 世 界 环 境

日”，要求联合国机构和世界各国政府、团

体在每年 6 月 5 日前后举行保护环境、反

对公害的各类活动，来强调保护和改善人

类环境的重要性。12 月，联合国大会作出

建立环境规划署的决议，其主要任务是监

测环境状况，为决策提供科学信息，并协

调各国应对世界环境挑战。自此，人类开

始在机制层面寻求环保国际合作。

50 多年后的今天，环境问题依然是人

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我们仍可

时常看到人类竭泽而渔的冲动。但让人欣

慰的是，与这种短视思维斗争的人越来越

多，可持续发展理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这

让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更加乐观。毕竟，如果

说造成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是人类错误的

思维，那么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最好

的办法就是改变人类的理念。

正如《增长的极限》作者德内拉

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所说：“如果我

们相信无法改变破坏，相信我

们每个人都太弱小无助而无

可作为，那么一切就真的结

束了。”

是 的 ！ 人 类 必 须

时刻提醒自己，一定

要 保 持 信 心 并 付

诸行动，不能让

保 护 地 球 的

努力“真的

结束”。

环保如何成为全球性议题

袁

勇

食品浪费问题是一个严峻而严肃的

世界性问题，在特别注重美食的法国也不

例外。

根据法国能源环境署的报告，在法

国，每年约有 1000 万吨食物被白白浪费，

相当于 1000 个埃菲尔铁塔那么重。另有

权威机构统计，32%的食物浪费发生在生

产环节，21%在加工环节，14%出现在存储

和运输环节。让人意外的是，销售和消费

环节的食物浪费占比不及产业链上游，为

33%，其中商家和家庭占比分别为 14%和

19%。浪费情况如此严重，以至于有人直

白地控诉：“浪费发生在食品生产经营的

每一个环节。”

一项冷门的研究关注了 100 个土豆

从田间到餐桌的“旅程”。其中，会有两个

土豆在收获时被遗忘在田里；9 个在分类

时被丢弃；20 个在存储和运输时丢失或

损坏；加工会导致相当于 20 个土豆的损

耗。上市后的情况同样糟糕，9 个土豆因

为品相欠佳被商家或消费者扔掉。加上

其他不可控因素，最终历经层层考验成功

“抵达”餐盘的土豆仅有 25 个。

为什么如此多的食物在上餐桌

前就被浪费？

导致生产环节中食物浪费

的因素有很多，其中，食品分级

制 度 带 来 的 负 面 影 响 不 可

忽视。

营养丰富且外形美

观的食物更得法国人青

睐。生产者为追求更

广 的 销 路 和 更 理 想

的价格，对食品品质严格把控，衍生出一

整套食品分类评价体系，涵盖食物的尺

寸、外观、颜色等外在要素。果蔬成熟后，

生产者会参照此标准细致分类，个大饱满

的“搭上快车”优先上市，品相不佳的则很

可能被留在地里任其腐烂。水果种植产

业深受其害，果肉娇嫩如桃、杏、李子等，

更易出现瑕疵而无法销售。其实，这些

“歪瓜裂枣”只是颜值欠佳，品质无虞，大

可用于深加工领域。但很多时候，生产者

与下游加工部门对接无门，再考虑到运输

成本，便一扔了之。

加工过程也是造成浪费的“大户”。

在制作鲜榨果蔬汁时，加工者会为了去除

生涩味给果肉去皮。以胡萝卜为例，在配

料比例合理的情况下，胡萝卜皮并不影响

果汁口感。有资料显示，一家法国公司只

是省去给胡萝卜去皮一个步骤，每年就减

少 了 154 吨 食 物 浪 费 ，相 当 于 节 约 了

33000 欧元。另据统计，土豆是加工过程

中浪费最多的食品之一。人们喜爱以土

豆为原料的炸薯条，但薯条必须切成大小

均匀的条状，这样看起来才更有食欲，剩

下的边边角角则无人问津。此外，许多沙

丁鱼制造商在装罐前会去除鱼头，一些农

场主在宰杀动物后还会将内脏丢弃。

食品存储和运输过程中的浪费情况，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家对产品销量的预

测。如今越发多元化的购物渠道和选择

使商家很难精准预测到自己要准备多少

存货。当商家购入新鲜农产品时必须做

出“艰难的选择”：如果供大于求，就会导

致浪费，减少利润；如果供应不足甚至出

现断供，客户则可能转而寻找其他品牌的

同类产品，这更是商家不愿承担的风险。

为保持客户忠诚度，许多商家宁可采购和

囤积过量食物以备不虞，哪怕明知道它们

很可能会待在仓库里慢慢变质。

在法国，根据法律规定，食品生产商

应在果蔬等新鲜食品外包装上标注最佳

食用期限和保质期。通常情况下，如果外

包装无破损，即便食品已经超过最佳使用

期限一两天，仍在保质期内，完全可以放

心食用。但最佳食用期限的设置给了消

费者一种错觉，不少人将其与保质期混

淆，对“超期食品”一律说不。据欧盟委员

会预估，20%的食物浪费与民众不了解食

品食用期限有关。

真是让人惋惜！很多被丢弃的食物

完全可以通过合理利用变成美餐。好在

法国政府已认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决定采

取实际行动解决食物浪费问题。

2016 年 2 月，法国政府出台《反食物

浪费法》，规定商家必须将未售出但仍可

食用的产品捐给慈善机构，私自销毁将会

面临处罚。商家和慈善机构签订合作协

议后，能获得捐赠食物价值 60%的税收减

免。这一法案招致一些批评声音。反对

者认为：其一，法案缺乏配套的监管措施，

变 成 了 措 辞 强 硬 、手 段 乏 力 的“空 中 楼

阁”，制裁效力有待考量。其二，法案中存

在漏洞，给不法商家留下了“钻空子”的余

地。个别商家有可能向慈善组织输送已

无法食用的食品，以赢得税收减免，而获

赠方也很有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对食物

进行细致分辨。同时，法律并未对捐赠最

低数量和频率提出要求，这意味着，捐赠

多少食物的决定权握在商家手里。其三，

法案未能规范生产环节的浪费现象。有

观点认为，反浪费的法律法规应优先考虑

生产过剩问题，最大限度地减少食品供应

链上游的大规模浪费现象才更重要。

应该说，该法案虽未能形成普遍共

识，也未能从根本上扭转浪费现象，但仍

促成了一些进步。

19 世纪法国画家让·弗朗索瓦·米

勒的名画 《拾穗者》 描绘了这样一幅场

景：秋天金黄的田野上，3 位农妇斜向

排开，在收割后的田地里弯腰捡拾遗留

在地上的麦穗。“拾穗”是旧时法国劳动

人民获取食物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收获

季节，好心的麦田主人会允许妇女儿童

到田野里拾取麦穗充饥。最近几年，“拾

穗 者 ” 又 出 现 在 法 国 的 大 街 小 巷 。 往

常，这些为生活所迫的穷苦人常常需要

为了一顿晚餐在垃圾桶之间奔波。据有

关统计，依照不同的“贫困”定义，法

国“穷人”数量在 500 万至 880 万之间，

需 要 获 得 包 括 餐 饮 在 内 的 各 种 生 活 救

济。现如今，法案促进了商家与慈善机

构的合作，这些机构能够获得相当数量

且质量不错的临期食品。他们在法国各

地 活 动 ， 将 食 品 处 理 后 免 费 分 发 给 穷

人。以爱心餐厅为例，借着法案出台的

东风，这家机构年复一年地为各地的贫

困人士免费送餐，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每

年为近百万人分发上亿份免费餐饭。此

外，法国还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食品回收

初创企业。他们不仅致力于消除商家与

受赠者之间的壁垒，还不断优化物流资

源，帮助收集、重新分配和再加工食物。

更重要的是，法案正帮助法国人提高

反浪费意识，越来越多的法国人开始形成

“光盘”意识，在日常采购过程中也越来越

节制。大量法国人从自身做起，包括将吃

不完的食物打包带回家，这也为下一步的

改变奠定了基础。

摆 错 位 置 的摆 错 位 置 的““ 美 餐美 餐 ””
林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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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寂静的春天》拉开现代环保运动的大幕，到“世界八大公害事件”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警醒；从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

的极限》报告，到 1972 年 6 月联合国召开人类环境会议，环境问题被首次列入全球议程，同年 10 月规定每年 6 月 5 日为“世

界环境日”⋯⋯人类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社会发展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

50 年后的今天，环境问题依然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但让人欣慰的是，可持续发展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

这让我们有理由对未来更加乐观。毕竟，如果说造成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是人类错误的思维，那么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

题，最好的办法就是改变人类的理念。

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位于德国巴伐利亚州

的绿松石湖的绿松石湖。。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