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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三百年来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　　谈起最近二三百年，人们往往很快会想到其间科学技术的进步
和由此带来的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一系列胜利，经济的大幅度增长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的巨大变
化，等等。
相对而言，反思人类这些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和自然界的变化又会给人类社会造成哪些不良后果的人
就少多了，尤其不容忽视的是，这种类型的思考被摆在了很不受关注的位置。
尽管最近一二十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反差却仍然显著。
从本质上讲，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人类与自然协调、适应和斗争的历史。
大自然一方面哺育人类的成长，另一方面也往往给人类造成巨大的不幸与灾难。
人类活动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相应的自然后果，而这样一种双向互动的动态关系包含
着非常丰富、复杂的内容。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这种双向的互动程度不断提高，或者说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日益紧密。
可以说，近三百年以来这种互动进人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最能够集中体现这种互动的关联程度和复
杂性的领域便是本书所要展示、讨论的自然灾害问题。
　　一、从人类影响自然说起　　近三百年来，科学和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
空前增强。
时至今日，人类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空间时代”或是“激光时代”。
这种急剧的变化，始于18世　　纪英国的工业革命，这次革命与相继发生的两次技术革命影响深远，
乃至社会的基础发生了质的变化。
　　18世纪中叶，与英国工业革命同时发生的第一次技术革命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特征，又称为“
蒸汽革命”。
人类社会由于蒸汽技术的普遍应用而进入“蒸汽时代”。
对于这一次技术革命，恩格斯高度评价道：“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从
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厂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过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狂飓
时代。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以德国和美国为中心，兴起了以电力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
命，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末，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人类社会由“蒸汽时代”向“电气时代”
迈进。
如果说第一次技术革命是人类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第二次技术革命则进一步推动了资本
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并导致了工业社会的建立。
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一直持续至今，即西方所谓的“新技术革命”。
在这一阶段，科技革新的作用尤为突出，世界经济发展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
联系在一起，高科技、新能源、新原材料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并且开创
了1950～1973年二十余年持续稳定增长的历史纪录。
这个时期被称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代”。
与此相应，人类社会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衣食住行之便捷、舒适程度，在许多地区都得到
了大幅度的提高。
　　三次技术革命所带来的巨大成果，科学技术的曰新月异和经济的持续增长，似乎证实了理性主义
关于“人类主宰自然”观念和启蒙时代乐观主义的正确性。
也许是受到三次技术革命　　的极大鼓舞，人类思维经历了一场慧星式的上升，人类把自己加冕成为
统治地球的专制君主。
人类不想再受大自然的制约。
此时此刻，人类似乎受了科学技术的诱惑。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盛行一种对待大自然的虚无主义态度，它们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将是无穷无尽的。
在利用和改造自然方面，人类必将达到无所不能的程度，并最终摆脱自然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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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把自然看成是一个消极的任人摆布的客体，而人类则是大自然万能的主宰，因此，它们无条件地
强调“改造大自然”、“人定胜天”、“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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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人类与自然协调、适应和斗争的历史。
大自然一方面哺育人类的成长，另一方面也往往给人类造成巨大的不幸与灾难。
人类活动在为自己创造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相应的自然后果，而这样一种双向互动的动态关系包含
着非常丰富、复杂的内容。
可以说，近三百年以来这种互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而最能够集中体现这种互动的关联程度和复
杂性的领域便是本书所要展示、讨论的自然灾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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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什么远离震中的墨西哥城震灾如此严重呢?　　经地震学家们的认真调查和研究发现，造成墨西
哥城毁坏严重的原因与震中向墨西哥城释放的能量最大及墨西哥城城址的地质条件有关。
墨西哥城是湖泊沉积而成的一个封闭式盆地。
在公元1200年，狩猎民族阿兹特克人征服了这块土地，并于1325年开始在现在的墨西哥城的市中心修
建湖上帝都，在岛上建宫殿，在周围地区垦荒。
在此后长达几百年的时间里，由于不断填湖造地，城镇不断扩大，人口越来越密集，到1985年市区人
口估计达1 800万人。
墨西哥城的南、北两边是火山岩，这里地表与岩石相依托，还比较坚固，而市中心大多建立在软地基
之上，无火山岩可依，一遇地震，房屋即倒。
因此，墨西哥城的这次震灾范围相当狭窄和集中，倒塌的房屋多限于软地基之上。
　　在地震中由此产生了鲜明的对比。
受灾地区的惨景让人胆怯，约500座高楼倒塌，3 300多幢大楼受损。
而在另外的地区，许多摩天大楼照旧耸立，成千上万的乘客毫发无损、安然无恙地从地铁道里走出来
。
公路、地铁、飞机场和其他交通工具几乎没有受到损失，这就使救灾活动能够顺利进行。
地震后一个星期，从9月26日起，规定可以使用机械设备清除瓦砾，使得恢复工作进展顺利。
　　这次地震因其特殊性而给防震减灾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墨西哥城的人们对于地震一点也不陌生，在过去的历次地震中均未造成重大的损失。
然而在这次地震中，城市的软地基酿成了严重的后果。
专家们说，耐震建筑法规需要修改了。
世界上还有许多城市建立在类似墨西哥城那样的软地基地区。
如果权衡利弊，在软地基上开发建设仍属必行，那么有针对性地采取防震措施就成为必要。
　　十一、1988年亚美尼亚大地震　　莫斯科时间1988年12月7日，亚美尼亚南方城市列宁纳坎迎来了
一个晴好的冬日。
已不是初冬，人们对寒气习以为常，并不太在意。
工人们开始上班，学生们步入校园，家庭主妇们开始到商店选购商品。
整座城市充满了祥和气氛，与人们度过的无数冬日，并无太大异样。
然而，这一天接着发生的事情，对于亚美尼亚人来说，又实在太不一样了，每个经历了这一天而活下
来的人都会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
　　1988年12月7日，上午10点41分，一阵刺耳的呼啸声划破天空，大地开始剧烈抖动，连续不断地前
后左右、上上下下地摇动，地面上撕开了一道道大裂缝。
顷刻间，列宁纳坎市内的房屋纷纷倒塌，狂风大作，滚滚烟尘，遮天蔽日。
一座座建筑物变成了一堆堆碎砖烂瓦。
　　这场里氏7．0级的地震是20世纪以来发生在高加索地区最严重的一次地震，地震波及亚美尼亚加
盟共和国北部地区的数千公里。
　　地震洗劫了亚美尼亚地区4 000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当地的三座城市全都毁于一旦，学校、工厂
、医院、教堂、办公大楼以及寓所都被夷为平地，成千上万的居民被埋葬在瓦砾之下。
　　地震发生时，亚美尼亚的人民或在办公室、车间工作，或在课堂上学习，他们中许多人未能幸免
于难。
在列宁纳坎，80%的住房、学校、办公楼和厂房倒塌。
离列宁纳坎不远的斯皮塔克镇完全“被从地球上给抹掉了”。
另一座临近的城市基洛瓦坎，城中的7万居民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灾难。
在这座城市，几乎所有的建筑物，不论高矮，全部坍塌，说不清有多少居民被埋在废墟之下。
一个又一个街区的新建公寓移地而走，构造架散落四周如同许多松落的骨架。
　　幸存的人们徘徊于街头，惊恐使他们说不出话来，很多人身裹大衣或毛毯以抵御12月的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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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围坐在临时搭起的篝火旁。
更多的人在寻找着自己的亲人，他们用弯曲的铁钎、用自己的双手挖着、刨着。
“我的弟弟就在这附近”，一位满脸胡须的男人伤心地说，“他是一个工厂的工程师，是回来度假的
”。
到处都是遇难的人呼喊救命的哀号声。
 　　震后，在列宁纳坎市高尔基街第九中学的地下室里，发现了50具被砸死的学生尸体。
在坍塌的市计算机中心建筑大楼下面，有250人被困。
以培养地震研究专门人才为目标的亚美尼亚地震学院，未能在地震中幸免于难，学院的建筑物和一些
珍贵的仪器遭到损毁，在它附近只有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大理石教堂依然耸立。
　　灾后幸存的人们利用简陋的工具或者干脆用自己的双手展开了救援工作。
莎卡亚是一个幸运者，她回忆说：“那天我正在办公室里上班，突然间一切都倒塌了，然后是死一般
的黑暗。
我渐渐地失去了知觉。
”莎卡亚除了一只手外全身被埋在乱石中，露在外面的那只手上正巧戴着一枚戒指，她由此才被自己
的儿子辨认出来。
然而，更多的不幸遇难者们被救出来时已经停止了呼吸，等待他们的只是让亲人们辨认后进行埋葬。
　　灾难降临亚美尼亚时，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正在美国纽约访问，他在联大会议上宣布了单
方裁军计划，使西方领导人大为欣然。
当戈尔巴乔夫的车队驶过纽约市中心时，成群　　结队的纽约市民向他挥手示意，夹道欢迎。
地震噩耗传来，戈尔巴乔夫立即结束了自己的访问，乘机回国，他说：“紧急动员抢救那些遭到这次
可怕灾难的人们，我自己必须亲自到场。
”　　在列宁纳坎，戈尔巴乔夫视察了灾情后尽力安慰亚美尼的人民，他对围绕在自己身边的群众说
：“全苏联人民都与你们共悲哀。
”他告诉大家食品和物资会紧急援助，并命令全力抢救仍压在废墟之下的人们。
　　救援工作必须马上跟上，“每小时的延误就意味着被埋住的每l000人中又会新增20个人的死亡”
，一位前苏联健康机构的专家宣布说。
　　亚美尼亚是一个多山的地区，山崩阻断了许多道路，通往乔治亚的铁路干线被毁。
亚美尼亚首府埃里温机场虽然开放但12月的大雾给飞机降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一架前苏联飞机在着陆时撞毁，机上79人全部遇难。
祸不单行’第二架载着医药的飞机在降落时机毁人亡。
救援工作遇到了极大的障碍。
　　虽然有如此之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然而前苏联举国上下全力救援灾区。
震后，当时的苏联政府迅速成立了以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为首的中央救灾委员会，发布了紧急动员
令。
次日　　凌晨，雷日科夫又与党中央书记、国防部长、建委主任等组成了政治局特别委员会，全国各
地以各种方式援助灾区，仅莫斯科市政府就火速拨出500万卢布的救灾款、15 000吨马铃薯和其他蔬菜
。
莫斯科居民纷纷捐出粮食、衣物，还有鲜血。
每x有数百架飞机、上百列火车和无数汽车装载着药品、衣物食品、帐篷等大批救援物资，源源不断
地运往灾区。
各地救灾队伍也纷纷赶往灾区，数千名医务人员组成了几十个医疗队产现场抢救伤员。
雷日科夫在灾区一直工作了十余天，卫生部长臣及麻醉师奔赴现场，同时运去了大批药品、御寒衣被
和备用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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