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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气候变化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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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哲学的基本原理出发，引用地史及水文气象资料探讨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指出全球气候一直在
变化；气候变化的动力主要在天在地而不在人；当今的气候变化可能只是气候变化总过程中的一个波动阶段
而非永远的趋势，且其变幅并未超出历史上气候变化的范畴。 因此，不能断言全球气候变暖是由于人为排放
ＣＯ２ 所致。 所以对于不同时空条件下的气候变化应当具体矛盾具体分析具体解决，进而提出了中国应对气候
变化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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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气候变化，特别是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人们热

议的话题，并一致被认为变暖的原因在于 ＣＯ２ 的大

量排放。 它不仅使部分人谈虎色变，而且使更多的
人疑虑重重，甚至影响到部门决策和国家关系，气候
变暖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人们
必须弄明白地球气候是不是在变化？ 是不是在变
暖？ 是什么原因引起了这些变化？ 是好事还是坏
事？ 如何应对这种变化……

笔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从哲学层面对这些
问题进行了论述，进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2　运动变化是绝对的，地球气候一直在变

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
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１］ 。 “矛盾是普遍的、绝
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穿于一切
过程的始终” ［２］ 。 同时认为“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
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它种过程的这种变动
性则是绝对的” ［２］ 。 气候也和世界上的其它事物一
样，始终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这不仅是哲学的推理，
而且为亿万年的史实所证明。

大约在 ５０ 亿年前后地球形成为行星，大约在

２０ 亿年前出现了大气圈和水圈，因此，地球气候史
大约为 ２０ 亿年左右。 考证认为地球气候经历着以
时间尺度从几十年到几亿年为周期的气候变化，现
在科学界公认的气候周期变化分 ３ 个阶段［ ３］ ：地质
时期的气候变化，距今 ２２ 亿年 ～１ 万年，其最大特
点是冰期与间冰期交替出现；历史时期的气候，一般
指距今 １ 万年左右以来“冰后期”的气候；近代的气
候，是指近一二百年有气象观测记录时期的气候。
2．1　地质时期的气候变化

１）震旦纪大冰期气候。 发生在距今约 ６ 亿年
前，该时期曾发生过世界规模的大冰川气候。

２）寒武纪—石炭纪大间冰期气候。 发生在距
今约 ３ ～６ 亿年，包括寒武纪、奥陶纪、志留纪、泥盆
纪和石炭纪 ４ 个地质时期，共经历了 ３．３ 亿年，当时
整个世界气候比较温暖。

３）石炭—二迭纪大冰期。 发生在距今 ２ ～３ 亿
年。 受这次冰期气候影响的主要是南半球。 这时处
于北半球的我国仍具有温暖湿润气候带、干燥带和
炎热潮湿气候带，气候终年如夏，森林面积辽阔，是
我国大规模煤田的形成期。

４）三迭纪—第三纪大间冰期气候。 发生在距
今 ２ 亿到 ２００ 万年前，包括整个中生代的三迭纪、侏
罗纪、白垩纪，都是温暖的气候，当时我国普遍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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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热气候控制之下。 晚第三纪末期世界气温普遍
下降。

５）第四季大冰期气候。 从距今 ２００ 万年开始
直至现在。 在这次大冰期中，气候变动很大，冰川多
次进退。 在中国也发现不少第四纪冰川遗迹，定出
４ 次亚冰期。 在亚冰期内，平均气温约比现代低 ８ ～
１２ ℃，而在两个亚冰期之间的间冰期内，气温比现
代高，极地约比现代高 １０ ℃以上，低纬地区比现代
高 ５．５ ℃左右，这时冰盖消失，甚至极地冰盖也整个
消失。 在每个亚冰期之中气候也有波动，每个相对
温暖时期一般维持 １ 万年左右。 目前正处于一个相
对温暖的后期。 大约在 １ 万年前，地球各大陆的气
候带和气候条件基本上形成了现代气候的特点。
2．2　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

自第四纪更新世晚期，从距今 １ 万年左右开始，
全球进入冰后期。 挪威的冰川学家曾做出冰后期的
近 １ 万年来挪威的雪线升降图（见图 １） ［４］ 。 从图上
可以看出近 １ 万年来雪线升降幅度并不小，它表明
这期间世界气候有两次大的波动：一次是公元前
５０００ 年到公元前 １５００ 年的最适气候期，当时气温
比现在高 ３ ～４ ℃（雪线升高表示温度上升）；一次
是 １５ 世纪以来的寒冷气候（雪线降低表示温度下
降），其中 １５５０—１８５０ 年为冰后期以来最寒冷的阶
段，称小河冰期，当时气温比现在低 １ ～２ ℃。 图 １
显示中国近 ５ ０００ 年来的气温变化（ｂ）大体上与挪
威雪线的变化（ａ）相似。

图中 １ ６００ ｍ 处为目前挪威雪线高度，０ 作为目 前温度

横线时间比例尺是幂数的，越向左越小。
ａ— 挪威雪线高度；ｂ— 中国温度

图 1　1万年来挪威雪线高度（a）与 5千年来
中国温度（b）变化图

Fig．1　Change of the snow line altitude in Norway
in recent 10 000 years （a） and temperature

in China in recent 5 000 years （b）

根据对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等有关资料的

分析，可以将 ５ ０００ 年来我国的气候划分为 ４ 个温
暖时期和 ４ 个寒冷时期［３］ 。

第一次温暖期发生在公元前 ３５００—１０００ 年间，

当时黄河流域有大象、水牛和竹子等，估计当时平均
温度比现在高 ２ ℃，年降水量比现在多 ２００ ｍｍ 以
上，是我国近 ５ ０００ 年来最温暖时期。

第一次寒冷时期出现在公元前 １０００—８５０ 年
（西周时期），据记载，公元前 ９０３ 年和公元前 ８９７
年汉水两次结冰。

第二次温暖期出现在公元前 ７７０ 年到公元初年
（东周 －西汉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枟春秋枠中提到鲁
国（今山东）冬天无冰。

第二次寒冰期是公元初年至公元 ６ 世纪 （东
汉、南北朝），据史记记载，公元 ２２５ 年淮河结冰。

第三次温暖期是 ７—９ 世纪（隋唐时期），公元
６５０ 年、６６９ 年和 ６７８ 年的冬季，长安（今西安）无冰
雪，梅和柑桔能在关中地区生长。

第三次寒冷时期出现在 １０—１２ 世纪（宋代），
公元 １１１１ 年太湖全部结冰，公元 １１３１—１２６０ 年杭
州每 １０ 年间降雪最迟日期是 ４ 月上旬，比 １２ 世纪
以前延迟 １ 个月左右。

第四次温暖时期发生在 １３ 世纪（元代），公元
１２００ 年、１２１３ 年、１２１６ 年杭州无冰雪，长安重设“竹
监司”管理竹类，显示气候转暖。

第四次寒冷期出现在 １５—１９ 世纪末（明清时
期），时间长达 ５００ 年，估计 １７ 世纪的冬天温度要比
现在低 ２ ℃左右。

由上述可见，在近 ５ ０００ 年的最初 ２ ０００ 年间，
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比现在高 ２ ℃左右，是最
适气候期。 从公元前 １ ０００ 年的周朝初期以后，气
候有一系列的冷暖变动。 其分期的特征是：温暖期
越来越短，温暖的程度越来越低。 从生物分布可以
看出这一趋势，例如在第一个温暖时期，我国黄河流
域发现有象；在第二个温暖时期象群栖息北限就移
到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公元前 ６５９—６２７ 年淮河流域
有象栖息；第三个温暖时期就只在长江以南，信安
（浙江衢县）和广东、云南才有象生存。 而 ５ ０００ 年
中的四个寒冷期越来越长，程度也越来越强，从江河
封冻可以看出这一趋势。 在第二个寒冷时期只有淮
河封冻（公元 ２２５ 年），第三个寒冷时期出现了太湖
封冻（公元 １１１１ 年），而在 １７ 世纪第四个寒冷时期
长江也出现封冻现象（如公元 １６７０ 年）。

从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世界气温曾出
现明显的波动上升现象。 这种增暖在北极最为突
出，１９１９—１９２８ 年间的巴伦支海的水面温度比
１９１２—１９１８ 年时高出 ８ ℃。 巴伦支海在 ３０ 年代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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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过许多以前根本没有出现过的喜热性鱼类。 １９３８
年曾有一艘破冰船深入新西伯利亚岛海域，直到
８３°０５′Ｎ，创造了世界上船舶自由航行的最北记录。
这种增暖现象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达到顶点。 此后，
世界气候又出现变冷现象，以北极为中心的６０°Ｎ以
北，气温越来越冷。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后，高纬地区
气候变冷的趋势更加显著，例如 １９６８ 年冬，原来隔
着大洋的冰岛的格陵兰，竟被冰块连接起来，发生了
北极熊从格陵兰踏冰走到冰岛的罕见现象。 ２０ 世
纪 ７０ 年代以后，世界气候又趋变暖，到 １９８０ 年以
后，世界气温增暖的形势更为突出。

综上所述，从 ２２ 亿年前地球气候形成至今，全
球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气候变化，这些史实证明一条
真理———地球气候一直在变化着。 当代的气候变化
态势，并未超出历史上气候变化的范畴。 至于 ２０ 世
纪以来明显增暖的现象，它是气候变化长河中的一
个波动过程，还是永远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仍然需要
冷静思考，认真分析，不应匆忙做出结论。

3　矛盾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
的发展，气候变化有着众多客观因素的推
动，似乎不应过分归因于工业生产中的二
氧化碳排放

　　前面已经论述了地球气候一直处在变化之中的
史实，那么引起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重
大问题，笔者曾在 ２０ 年前的“试论干旱” ［ ５］

一文中

做过论述，认为一个大区域气候的形成和变化，是综
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有的在地上，有的在地
下，有的还在天上。 表 １ 列出了影响气候变化的主
要因素。

表 1　影响气候变化因素
Table 1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on climate change

因素大类 具体因素 、内涵及作用方式
天文因素变化：宇宙和太阳系 （尤其是太阳 ）发生的
物理和化学过程，如太阳黑子数的变化和地球轨道变
化等

自然因素 地球物理因素变化：地球的尺寸、质量、构造，地球内
部发生的过程，地表形态及状况，地球绕地轴旋转速
度的变化，重力场、磁场及磁强度、地球内部热变化，
在进化过程中大气成分的变化等

人为因素
人类通过对地球生物量、地面状况、大气成分所施加
的影响造成的下垫面变化

上述因素通过 ５ 大圈层系统———大气圈，海洋
圈，冰结圈，陆地圈和生物圈的综合作用，直接影响
着气候，决定着气候变冷、变暖、变干还是变湿。

１）大气圈是气候系统中最为活动的组成部分，
在外部参数的影响下，大气环流的稳定特性时间大
约是 １ 个月。

２）海洋圈活动性较差，由于水的热容量很大，
因而海洋成为太阳能的巨大储藏库。 它既可储藏能
量，又可以随后以热的明显的或潜在的形式把所储
之能转入大气层中。 其循环的稳定特性时间，在海
洋上层变化从数日到数年，在深层为百年到几百年。

３）冰结圈，它是气候系统中比较稳定的因子，
多数循环可能是数百年、数千年，甚至几十万年。 但
是，冰结圈尤其强烈地影响着辐射量，影响到水在地
面的分布，从而对气候产生明显的影响。

４）陆地圈的影响因子包括土壤、河川、湖沼和
地下水，它们都是水循环的积极干预者和参与者，它
们的分布和状况，影响着大气的辐射、热状况以及大
气和气溶胶的交换等。

５）生物圈主要表现为生物群落的数量，包括陆
地和海洋中的生物界对水分循环、气体交换以及热
动态的影响等。

通过对陆地圈、生物圈，尤其是对生物量施加影
响，或通过以上各种方式间接地对其他系统施加影
响，便形成人类影响气候的重要手段。

从上述可以看出，影响一个地区，或一个地区在
某个时期气候变化的原因是众多的、复杂的。 人们
至今还不能确切地说明各种因素影响程度的定量关

系。 但是，存在着这些影响却是肯定的。 同时可以
断言，即使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从总体来讲，自然
因素仍然是影响气候的主导因素。 人类活动至今仍
然不足以影响地区性气候的基本属性，更不足以引
起冰期或间冰期等巨大的气候变化。 只是在相对较
小的程度上，个别的、局部的气候变化，才被解释为
人类活动的结果，如大面积的毁林开荒、毁草滥牧
等。 这就告诉我们，研究气候变化，要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应当从更广阔、更深邃的领域去分析和认
识，才能采取适当的应对之策，切不可人云亦云，随
波逐流。
4　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现在
尚难确定当代的气候变暖就是人类活动

所致

　　“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

9２００８年第 １０卷第 １１期　



的矛盾” ［２］ 。 气候是一个巨系统，它的发展变化受
制于许多因素，而这些因素本身也是十分复杂的，多
数因素存在于人类出现以前，而且至今不受人的支
配，要定量地评价它们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至今世人
尚无这种能力，只能说处在探索阶段。 笔者也无法
说得具体，只能在有限篇幅内，引用一些有关专家对
气候变化的研究成果，作些推论，供大家参考。

这些成果包括：１ 万年来挪威雪线高度（ ａ）与
５０００ 年来中国温度（ｂ）变化图（图 １） ［４］ 、２５ 万年来
太阳夏季日照量变化图（图 ２）、５０ 万年间地球轨道
及旋转轴倾斜参数图（图 ３）、２２０ 年来太阳黑子数
（Ｗ）变化图（图 ４） ［６］ 、美国 １９００—１９３９ 年气候变迁
图（图 ５） ［ ７］ ，纪元以来世界温度波动趋势图 （图
６） ［４］ 、１．１ 万年来印度拉贾赫斯坦的平均降雨量图
（图 ７）。

ａ— ６５°Ｎ；ｂ— ５５°Ｎ；ｃ— ４５°Ｎ
图 2　25万年来太阳夏季日照量变化

Fig．2　Change of the sunlight amount in
summer for recent 2．5 ×105 years

图 3　50万年间地球轨道及旋转轴倾斜角度变化
Fig．3　Change curve of earth orbit and declivity

parameters of revolution axis in
recent 5．0 ×105 years

图 4　220年来太阳黑子数变化图
Fig．4　Change of the number of sun

spot in recent 220 years

图 5　美国气候区变迁图
Fig．5　Transition graph of climatic

province in the USA

这些研究和观测成果，可以使人产生如下认识。
１）影响气候的因子是复杂多变的，而且由于这

些影响因子变化的偶然性中包含着某种必然性，因
此，气候变化也具有某种必然性。 又由于影响因子
的变化具有某种周期性和在周期内的相对稳定性，
因此气候变化亦有周期性和相对稳定性。 认识气候
的这种变化性、相对稳定性和相对可知性，对我们应
对气候灾害、利用气候资源是十分重要的。

２）影响气候变化的大因子人们尚难控制。 如
图 ２ ～４ 所示。 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无力对气候施加
决定性的影响，即使发生在地球本身的一些影响因
素，如海洋、冰川和陆地上的山地、平原分布等，也不
是人们在短期内可以控制和严重改变的。 因此，在
这种情况下，某地区的气候变化仍然主要受制于原
有自然因素的影响。

３）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 中国气候在不同历
史时期的波动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较，虽然最冷年
和最暖年，并非完全一致，但彼此先后响应。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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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依据中国物候资料；ｂ— 依据格陵兰冰雪资料

同位素测量 δ（ １８ Ｏ）每增加 ０．６９‰温度升高 １℃
图 6　1700年以来世界温度波动趋势图
Fig．6　Tendency of world temperature

fluctuation since 1700

ａ— 年平均；ｂ— 夏季风期；ｃ— 干旱期

图 7　1．1万年来印度拉贾赫斯坦的平均降雨量
Fig．7　The mean precipitation amount in Lakahe

of India in recent 1．1 ×104 years

不能得出外国气候变好，而中国因为某种人为原因
气候单独变坏的结论。

４）中国的历史气候有热有冷。 从图 １ 及我国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编绘的图 ６ 可以看出：若

把图中温度“０”线视为现今的温度水平，则在殷、
周、汉、晋时代温度低于现代；唐代以后，温度高于现
代，最长的温暖期出现在唐代中期 （公元 ８１１—
１０５０ 年），约持续 ２４０ 年，当时在唐都长安可以生长
柑橘

［ ４］ 。 宋代以后，大约在公元 １０００ 年前后气候开
始变冷，期间虽有波动，但变冷居于主导地位。

５）世界的历史气候有热有冷。 从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世界气温显著上升，在北极最为突
出，１９１９—１９２８ 年的巴伦支海水面温度比 １９１２—
１９１８ 年高出约 ８ ℃；１９４０ 年开始虽有变冷现象，但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世界气候又渐趋变暖，１９８０
年后，世界增暖趋势更加突出，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并被一些人认为主要是由于人类活动排放的 ＣＯ２
温室气体所致。

６）近代全球变暖是气候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阶
段还是永远的趋势尚存争论，但更可能是气候变化
过程中的一个阶段。 温室效应在全球变暖的趋势中
是叠加于前述的诸因素，还是单独在作用？ 作用有
多大？ 这些亦有争论，但更可能只是一个尚未完全
证明的叠加因素。

因此，有关温室气体排放使全球变暖的论点，至
今只能作为科学研究的课题，而不能作为肯定的
结论。
5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气候变暖是好
事还是坏事要做具体分析

　　史实表明温暖的气候有其积极的一面，可以简
要的归纳如下：

１）在寒武纪—泥盆纪大间冰期地球气候比较
温暖，特别是石炭纪是古气候中典型的温湿气候，当
时在中国，全国都处于热带气候条件下，森林茂密，
形成大规模的煤层。

２）在 ６ ０００ 年前的全新世温暖期，现今非洲的
萨哈拉大沙漠当时为大草原；青藏高原当时降水非
常丰富，湖泊水面比现今高出 ８ ～６０ ｍ。 古代四大
文明古国，正好诞生在这一时期。

３）在图 ６ 中显示的公元 ６００—１０５０ 年，是我国
最长的一段温暖时期，比较风调雨顺，这对盛唐的出
现不无关系。

４）在千年和百年尺度上气候变暖，往往是全球
严重自然灾害较少时期。

有的学者还专门论述了未来气候变化与农业的

关系
［ ８］ ，书中引述的资料表明，空气中 ＣＯ２ 浓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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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会提高 Ｃ４ 和 Ｃ３ 作物的水分利用率，还认为
“气候变暖还可以由于生长季节延长，积温增加，因
而可以采用生育期更长的品种以提高产量”。

对于未来尚难确定的变化，笔者引述这些言论
并非期盼气候变暖，而是建议对气候变暖问题进行
深入研究和辩证思考，科学上切忌起哄和一家独言。
6　具体矛盾具体解决，中国应寻求自己的
应对气候变化之策

　　气候变化是永恒的主题，气候变化可能诱发水、
旱等自然灾害早为史实所证明，人们应当居安思危，
科学应对，为此，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１）坚持科学发展观，强化对气候变化的研究，
努力探究气候变化的原因和究竟，特别应注重我国
或我国不同地域气候变化的具体原因和表现形式，
力争对未来气候做出比较科学的预测。

２）加强学科交叉和联合攻关，从不同角度研究
气候变化可能给农业、工业、水资源、生态环境等带
来的有利和不利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３）加强气候及气候变化的科普宣传，使人们对
气候变化具有正确的认识，以便沉着冷静地看待气
候变化，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４）继续贯彻节能减排的方针，该方针的重要性
是多方面的。 一为节约能源，二为防治污染，要把防
治大气和水土污染置于更加优先的地位，努力造就
大气安全、水土安全，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不要因
为全球变暖原因的争论而影响节能减排方针的执

行。
５）在小尺度上，人类强烈的活动可能对小气候

或局域气候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危害人类自己。 因
此，在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同时，要加强人类活动影
响局域气候的研究。

６）在大尺度上，由于影响气候的因素主要在天
在地而不在人，因此，中国无力也无责承担全球气候
变化的责任，既要提防把所有灾害都归咎于气候变

化，从而放松对具体灾害的具体分析，又要防止有人
把自然问题政治化、国际化，用气候变暖大做文章而
宣扬新的“黄祸论”。
7　结语

以科学发展观为统率、以哲学为指导、以地史和
水文气象资料为依据，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主要
包括：

１）运动变化是绝对的，２０ 多亿年来，地球气候
一直在变，人们早有认识，并非当今发现；

２）矛盾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
发展，气候变化有着众多客观因素的推动，不应过分
归因于工业生产中的 ＣＯ２ 排放；

３）要历史地、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现在尚难
确定当代的气候变暖就是人类活动所致，很可能只
是气候变化长河中的一段波涛，并非是永远变暖的
趋势，而且其变幅并未超出历史上出现过的变化
范畴；

４）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气候变暖是好事
还是坏事，要作具体分析；

５）具体矛盾具体解决，中国应寻求自己的应对
气候变化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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