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園

郭欣宜

聯合書院 地理與資源管理學

背景

　　地球環境逐年惡化，幾年前，A國部分民眾開始呼籲政府停止資

助太空探索計劃，並將項目經費用於環境保護。近年來這樣的呼聲不

斷加強，民眾多次聚集在A國政府門前，靜坐反對太空探索，而表達

相同意見的信件也鋪天蓋地向政府辦公室湧來。A國總統決定派科學

資助項目主任（我）向科學家卡森女士、龐加萊先生和達爾文先生尋

求意見。

*   *   *   *   *   *   *   *   *   *

　　我推開會議室的大門，看見三位科學家正襟危坐，便直入正題：

「三位好。相信大家對民意都有所了解，那麼我想向三位請教政府是

否應該停止資助太空探索計劃，而把經費用於環境保護。希望能得到

你們寶貴的意見。」

　　話音剛落，龐加萊先生發言：「我認為不應該停止太空探索。毫

無疑問，太空是美的，不僅是因為浩瀚的星空撼人心魄，更是因為存

在着各天體之間的和諧秩序。一想到這樣的和諧秩序可以被人類的理

智把握（Poincaré165），我便振奮不已，這難道不是人類應該探索太

空的最佳理由嗎？太空，蘊含着簡單複現的事實，我們從太空中獲取

的知識必將有利於科學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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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理解您作為科學家的追求，」我回應道：「然而我想知道探

索太空對廣大民眾有哪些意義，您可以補充說明嗎？」

　　龐加萊先生有些不悅：「人類的確可以受功利的指導進行研究以

滿足人類的實際需要（161），但這不應該是科學家選擇研究對象的標

準。無論太空探索對民眾有何意義，政府都應該為了發展科學，支持

太空探索！」他在這一問題上顯得非常固執。

　　「我無法認同龐加萊先生的觀點。」卡森女士反駁：「科學家更

應該為人類、為地球着想，我們肩負着不可推卸的責任！我完全同意

政府暫停太空探索計劃，並為保護環境投入更多經費。看看人類對自

己的家園做了些甚麼吧！人類自以為能控制環境便濫用化學制劑，結

果卻撕裂了地球上緊緊聯繫着的生命之網（Carson 146），而類似的

短視行為數不勝數。地球已滿目瘡痍，人類必須彌補自己的過錯。另

一方面，探索太空要大量消耗地球上有限的資源，進一步破壞生態環

境。那麼我們為甚麼不選擇暫停這一計劃？」卡森女士漲紅了臉，無

比激動。

　　龐加萊沈默不語，一直傾聽發言的達爾文先生這時開口說道：

「我想正是考慮到人類的未來，我們才更應該探索太空。不容否認，

地球環境破壞、生態惡化的速度已大大超出想象。我們要考慮到這樣

的惡化會不會失控，會不會超出人類的承受範圍。要知道人類未必

有足夠的時間能發生並保存有利的變異來適應自然（Darwin 76），這

意味着一旦發生超出人類現有科學能力的自然改變，比如氣溫急劇升

高，就很可能導致人類作為物種的滅絕。除此以外，依據科學預測，

或是因為太陽的毀滅，或是因為與其他星球的碰撞，地球必然毀滅 

（Williams 4）。所以人類確實應該向太空尋找其他可能的家園，這是

為了避免滅絕必須選擇的道路。」

　　達爾文先生的這番話使我們陷入深思。人類的未來這一宏大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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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無疑讓每個人都感到沈重。「肩負着人類的命運，我們對每一個關

於科學研究的決策都更應該慎重考慮。」我鄭重地說到。

　　卡森女士則繼續述說着她對地球家園的擔憂：「即便在未來人類

必須放棄地球重新尋找新的家園，也並不意味我們從現在起就可以忽

視地球上發生的災難。地球的最終毀滅是很遙遠的，我們有幾十億年

來做好準備（Williams 4）；但是地球環境惡化卻迫在眉睫，如果不採

取有效的解決辦法，地球家園很可能在幾百年，甚至幾十年之內就產

生致命的變化。因此探索太空的重要性不應凌駕於解決環境挑戰的重

要性之上，科學家也不應該這樣溫馴地接受地球終將毀滅這一事實而

不再投入精力來保護地球。正是為了對人類的未來負責，我們更應該

保護環境，這不僅有利於延長人類可以用來尋找下一個家園的時間，

以免在地球真正毀滅之前喪失現有的家園，更是因為人類只有學會如

何與環境和諧共處，才能在新的家園裏不至於重蹈覆轍，這樣人類的

生存才是可持續的。」

　　「卡森女士的意見很有價值。」達爾文先生說：「地球上這棵巨

大的『生命之樹』正經歷着一場大風（Darwin 95），人類這一枝條是

否能不被吹斷而繼續在大樹上生長，取決於人類是否能成功運用科學

與自然和諧共處。保護地球家園當然是必要的，而我認為探索太空的

計劃也不應停止，畢竟都關係到人類的未來，所以我建議政府對兩個

科學項目都應該給予支持。」對此，龐加萊先生也點頭表示認同。

　　對於達爾文先生的建議，我回覆：「我非常認同您的觀點。保護

地球是人類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人類為了生存必須解決的當務之

急。而為了人類的未來，探索太空的計劃亦應持續開展。我會向總統

建議通過減少其他開支來增加環境保護的項目經費，希望我們能儘快

找出解決地球環境挑戰的對策，維護人類共同的家園。非常感謝三位

提供的意見和建議，這對政府決策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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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後記

　　正如康德所言：「有兩樣東西，人們越是經常持久地對之凝神思

索，它們就越是使內心充滿常新而日增的驚奇和敬畏：我頭上的星空

和我心中的道德律。」（220）無垠的蒼穹啟迪着科學的進步，而科學

家們對自然和對人類命運的關切更讓人感受到他們肩上的責任之重與

心中道德之高，這兩者都令人心生敬畏。跟他們對話亦使我明白科學

本身包含協調人與自然的重要使命。望向窗外星空，我看到人類正通

過科學保護地球、拯救未來，我看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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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短評

　　科學，這人類的偉大發明，究竟怎樣影響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

係？它帶給我們的是，是愈來愈便利的生活，還是日益嚴峻的環境

問題？我們應怎樣規劃未來科學研究的方向？政府資助應該用於太空

探索還是環境保護？人類是否有能力，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欣宜

對此作出了合理且引人深思的探討。文末引用康德的話是點睛之筆。 

（楊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