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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野外科学家所思考的環境

藜 功  啾

１．環境與人

　　環境如同其字義，是包含我們自身在内的一切

（事物），它不僅包含自然的，而且也包含廣義的社

会（経済、政治、狭義的社会、文化等）。在成為

現代科学基礎的笛嫐尓（Rene Descartes）的二元

論中，為了客観地認識客体而将主体（人）與客体

（環境）分開。以此為基礎建立起來的現代物理学

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実際上，環境和人類是相互

作用的，不能将他們分離為相互独立的両個実体。

２．以隧道理論走向現代化

　　在対当今環境問題的深刻程度的認識上，直到

今天仍然存在着尖鋭的対立。我個人認為還是極其

厳重的。図１－Ａ是定方教授提出的隧道理論。図

１－Ｂ是我将此理論運用到2003年的中國的参照

図（以抛磚引玉）。在図１中，現代社会基本上是

工業資本主義的同義詞，但后現代社会則有各種各

様的解釈。

３．環境改善技術（緑色技術）

　　図２是関于以可持続性、関聯性和多様性為根

本的后現代社会所必要的規範之転換的見解。従此

図中可以看到，Ａ組和Ｂ組是等価的，能垉将等號

変為不等號（即減少在環境中増大的）的環境改

善技術的開發対于向后現代社会転変是不可缺少

的。環境開發技術包括 “硬” 技術、“軟” 技術、
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活動。図的大框架和粗綫

表示了利用環境改善技術向我們所期從的未來社会

發展的路径。

４．自然的価値

　　近代科学是価値中立的。與価値観相関的問題

被置于科学的研究対象之外。但是，人類的福利並

不只是財富（金銭）就能垉満足的，還需要精神上

的満足。図３顕示了環境與人的互動関係。以科学

技術為基礎的現代社会遺忘了一個重要的価値，就

是自然的価値。

５．為了将來的科学

　　時間之矢由過去向未來直綫穿行。過去是現在

的原因，現在是未來的原因。順向問題是由原因求

結菓的問題，而反向問題是由結菓來推断原因的。
如図４所示，両者間的方法論是不同的。模擬科学

是用决定論模式來預測未來的，理論上被預測的未

來是不確定的。新興的 “環境科学” 的最終目的応

該是実現理想的人與環境間的関係，為了実現這個

目標，需要一種與模擬科学不同的，以新的方法論

為指導的科学。作為新興科学之一的環境科学，就

是要以基于預測的决策中不可避免会有錯誤的决策

為前提、采用 “不断摸索” 的新的方法論。

６．実現理想的環境

　　如図５所示，現代社会尽管是以人権、自由、
平等為基本理念形成的，但是理念和理想却因人而

異。個人想象出的抽象的理想環境與社会可以実現

的環境是不一様的，因此在社会中就必須在両者間

謀求妥協。在妥協之際，我們有必要考慮到被現代

社会忽視了的 “自然與人之相互作用” 這個道理。
如菓在社会中達成了妥協，我們応該以将自然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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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価値考慮在内的倫理、道徳為基礎采取堅决的行

動，向下一個（層次）社会前進。応該怎様称呼 “下
一個社会” 在這里不予討論。自然的価値被近現代

的経済活動漠視了。為了恢復自然，除了市場経済

以外，還有必要考慮贈與、環境税、非政府組織和

非営利組織的活動等。

７．為日后討論所設定的最終課題

　　直到現在的議論都是在使用欧美社会定義的

“現代” 和 “現代化” 的用語。本次報告不是研究

成菓的報告，而是為今后在 “人口生態環境問題研

究会” 上的討論設定問題意識。因此在這里還是使

用已経存在的用語來設定最終的課題。為了設定課

題我考慮了以下的前提条件。
　　現代社会是西欧産生的概念。

　　欧美社会正逐漸従 “國民國家的現代国家” 向

“市民社会的現代國家” 転変。
　　西欧社会探索的現代化進程來自于西欧社会的

暦史特性。
　　因為暦史的不同，亜洲型的現代化不可能和西

欧型的現代化一様。
　　環境問題的出現是産業資本主義發達的結菓。
　　不能認為普遍性的未來社会就唯一可能存在于

西欧型現代社会發展的延長綫上。
　　在亜洲，不能完全照搬西欧型的現代化進程，
也存在着既適合亜洲也在世界具有普遍性的全球型

未來社会的可供選択之模式的可能性。
　　重新設定的為今后議論用的問題意識如図６。
就是説首先我們応該探討這個問題 : “普遍性的全

球型未來社会是什麼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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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録］
　　在成為図５之基礎的評論中，竹田（2003年）在重新閲読黒格尓哲学后開始質疑 “現代精神的本質”。我将竹田的評

論概要做成了図，為便于参考作為附図附上。本図没有附加在英文的概要中。

 （劉星　訳）



Figure 1　A tunnel route to post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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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Personal view of Paradigm shift to post moder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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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value of nature

Figure 4　Classification of science according to cause-result 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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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Conceptual process to realize the ideal environment

Figure 6　Future society to which Asia 2003 should proc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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