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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生态安全包含空间维度上和时间维度上的长远思虑。 生态总体安全在当下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生态智慧是一

种从感觉到思维的“感思”方式，其核心为自谦、爱心、防患于未然。 生态智慧在解决生态安全问题方面具有特殊的指

导意义。 运用生态智慧观察我国 ２０１６ 年发生的城市雨洪，仅仅依靠定律、定量和结构框架的思维方式，是不能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的，尤其表现在确定城市基础设施标准这一问题上。 在决策城市规划方案前必须首先进行生态考查，包括

水生态考查。 在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方面，长远的生态效益应置于更高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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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

从空间维度分析，生态安全可分为总体安全、区域安全和物种安全。 生态

总体安全是指地球当前的基本自然秩序不被破坏。 该秩序一旦破坏，地球上现

有的优势生物种群（包括人类）将难以延续。 有可能造成地球总体安全的事件

诸如有：外星与地球碰撞，火山大规模爆发，全球气候和空气质量的重大改变，
核大战等。 区域安全问题是指地球的局部生态环境出现严重问题，这种问题虽

然可以向全球扩散，但后果还不至于酿成全球问题，或可以被相反的效应所抵

消。 如厄尔尼诺现象与拉尼娜现象，洪灾与旱灾，大地震，瘟疫，区域的严重空

气污染或水体污染等。 今年（２０１６ 年）中国南方的大范围城市洪涝，也属于这

个类型。 物种安全问题是指个别物种或生态条件相类似的一群物种的生活环

境受到严重威胁。 其中濒危物种和人类是物种安全问题的两个特例。
从时间维度分析，生态安全可分为短期安全与长期安全。 以生态的角度观

察，人类应更注意长期安全。 短期安全常常造成错觉，例如用大批工业停产或

车辆限行的办法治理空气污染，把污水灌入土壤以求得污水净化，任意创造“超
级物种”等。 当前有大量的“生态实践”成果要注意不要陷入“短期安全”陷阱。

■生态智慧

智慧是一种感思（从感觉到思维）方式。 它不是聪明但包含聪明，覆盖知识

但不束于知识，相信科学但比（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更宽阔，尊重逻辑又包容

悖论，关注平衡又总能感觉到现在和未来的律动，关爱世界但不自残。 智慧，是
真与善的交融。 因此不能仅仅用科学和逻辑来鉴定智慧优劣，而要依靠实践

检验。
科学是被实践多次检验过的真理，所以生态智慧必须勇于面对科学的考

验，智慧的伟大还在于它敢于突破现有科学结论的边界（即范畴与条件），思考

边界以外的事情。生态智慧的检验标准不应是某一地域、某一群人的利益，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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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是当前人类的短期利益，而应该是“人类世”地

球全体生物的长期共生。 由此看来，生态智慧必须

拥有 ３ 个核心基因：

（１）自谦。 谦虚是智慧的基础。 当什么都懂了

的时候，一切成为必然，世界成为宿命，没有智慧存

在的必要。

（２）爱心（善）。 爱心的基础是自己物种的延

续，但爱心（人类的爱心，乃至某些高等动物的爱心）

已远远超越了这种基于物种自私的境界。

（３）防患于未然。 这也是当代西方世界里韧性、

弹性、冗余度之类的非刚性概念突然爆发的原因。

鉴于定律、定量、框架结构等刚性思维在现实中碰到

越来越多的问题，西方精英也开始认真思考这个

问题。

■生态智慧与生态安全

解决人类和地球的生态安全问题，需要依赖人

类的生态智慧。 其原因有：

（１）人类至今对生态安全问题的原因与规律，知

之和把握甚少。 问题越大，越是如此，例如，人类不

能准确预测下一次外星与地球碰撞的时间；不知道

下一次火山大规模爆发或大地震的地点和时间；对

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其趋势，学界还在激烈地争

辩。 即使是个别物种命运这类“小”问题，也由于对

物种生命全周期与环境关系的了解不足，难以给出

完整答案。 全世界已知物种约有 ２００ 万种，要做到

比较全面的了解，还非常遥远。

（２）人类的自私决策，隐含着巨大的危机。 人性

是复杂的，经常有些人或集团利用手中的（行政的、

资本的、军事的、学术的）权利和地位，做出自私的决

策，在对其做出长期或宏观的观察后才会发现蕴含

着巨大危机。 地球表面如此复杂，才有了如此丰富

的物种多样性。 例如，同样一种中草药，其疗效相差

甚远，这与产地关系十分密切［１］。

（３）用僵化机械的思维，难以应对生态问题。 例

如，人们多以为只要种植绿色植物，就对低碳有所贡

献。 其实如果植物死亡后碳不能固化到土壤中（包

括变成煤炭石油），腐烂后就会以二氧化碳形式仍然

回到大气中，那么将此归罪到牛的放屁［２］，很无道

理。 所以，在城市大量种植草本植物也是值得商

榷的。

■２０１６ 雨洪的启发

（１）对城市洪涝的认知。 城市洪涝的原因甚多。

大自然本身就有洪水，所以自古人类就知道选择居

住点时首要是高燥不易淹又靠近水源，并会利用街

道或排水沟渠迅速排除雨水，这是一种古老的智慧。

我国千年以上的古城，即使发生内涝，也会很快排

掉，原因就在于此。 目前内涝严重的城市，基本是近

百年来兴起的新城或新城区，选址不当和规划不良，

是基本原因。 例如汉口，原来就是一片与长江常水

位基本持平的低地、池塘，是资本的力量让它成长为

大都会，并在初定城市基准面标高时采取了低标准。

城市基础设施的标准太低，是我国城市洪涝的

另一个重要原因。 老的《城市排水设计规范》，一般

仅按一两年一遇的标准进行设计，中小城市更可低

至半年一遇［３］，所以水涝成为常事。 标准低则管道

细，加之城市管理粗放，很容易被垃圾堵塞，加剧了

问题的严重性，而高标准的粗大管道则具有一定的

自动清淤能力。

（２）应对城市洪涝的战略。 城市大面积地面硬

化，减少了雨水向土壤中的渗透，加重了城内低洼地

区的涝情，这是相同条件下城市更容易发生洪涝的

主要原因。 但是否让这些水渗入地下，就可以减轻

乃至解决洪涝问题？ 在做出决策前应该首先对以下

问题做出论证：

（１）硬化地面下面能否蓄水？ 有多大比例可以

蓄水？

（２）非硬化地面（主要是绿地）的土壤能否容得

下硬化地面的雨水？ 这样做对这类地面的核心功能

有多大影响？

（３）该方案是否足以解决由于选址不当、规划不

良、基础设施不足造成的问题？

（３）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 传统重要城市

（如国都）的排水设施，出发点是国祚万年，不惜成

本，大马士革老城区的下水系统已有 ２０００ 多年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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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还在使用，平摊下来，每年的折旧并不高。 西方一

些国家开始计算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如果淹

一次的损失小于投资（包括维护）的折旧，就认为可

行。 但问题在于：如果发生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一遇

的特大洪涝，其后果很可能草菅人命，经济损失主要

也是老百姓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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