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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环境问题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各国都在研究对策，拯救日趋恶化的环

境。现在所采取的方法归纳起来可分为技术和法律。这种方法虽然在现阶段能起到一定的作

用，但是它局限在科学所能认识到的范围之内，而治理方法本身也是一种生产活动，也需要

能源和排放污染物。治理结果是把一种污染形式转化成另一种污染形式，并没能彻底解决污

染问题。但对科学还没有认识到的就无能为力，而新的污染往往就从这里开始。要想彻底解

决环境污染问题就必须找出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通过从新分析现在被认为的造成环境

污染的几种原因，发现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不正当的生活方式和生产行为。人的行

为之所以能够成为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是因为衡量人的行为的�道德标准发生了变化，道

德标准被法律规定的行为标准所代替。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提高道德标准。

而人的行为是受观念和欲望所支配的，要改变人的行为就必须首先彻底改变观念。能使人的

观念彻底改变的唯有“真理”。 

人类社会发展到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环境恶

化。由此而带来的社会问题更是令人担忧：资源短缺、地球变暖，以及由于遗传变异、

染色体畸变和基因突变而产生的胎儿畸形、先天痴呆和造成的其他遗传病等等，则是更

严重地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各国都在研究对策，拯救日趋恶化的环境，使其为人

类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物质保证。然而，自从人们意识到环境受到破坏的严重性的那天

起，尽管采取了各种手段，保护了几十年，仍然还没能摆脱“局部有所控制，总体还在恶
化”的局面。如不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人类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现在所采用的环境保护的方法虽然很多，但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种：技术和法律，

更多是双管齐下。所采取的政策是“以防为主、防治结合”。 

技术的方法是，一方面对造成环境污染的生产工艺等进行改造或更新，对已经产

生的污染进行治理，把造成严重污染的物质转化成低污染的物质，或把污染形式转换一

下。比如：把水中的污染物沉淀下来，转变成固体污染物；或把固体污染物燃烧或分解

成气体污染物等。或利用化学方法、生物方法等把一种污染物转化成另一种污染物，如

把6价铬还原成3价铬等。这种方法对局部地区或个别环境要素的污染能够起到暂时的治

理作用，但没能使污染因素彻底从自然界中消失，因为这污染物也是遵循着物质不灭的

规律。而且往往这种治理污染的行为本身也是一种生产活动，它也需要能源，它本身往

往也会造成环境污染。更严重的是，为治理旧污染而采取的新措施，其污染隐患更严

重。如核电站的建设，能够解决空气污染和能源短缺等问题，可它本身却是一个更大的

污染源。另一方面，对认为可能造成污染的项目禁止投入生产，企图从源头上解决污染

问题。但是，由于我们的认识有限，往往认为不会造成污染的项目投入生产后，也会造

成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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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环境保护的法律是以强制的方法限制人的行为，以此来达到保护环境的目

的。这在一定范围之内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还在继续着。可是它在给人规定禁

止行为的标准的同时，等于给人肯定了除此之外的行为是合法的，即使不合理或者造成

了更严重的污染事故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而且法律条款规定的过细，会影响到人们的

正常生活。有些行为一旦造成污染后，其损失是用法律制裁也是无法补偿的。而且，法

律只能制止能看到的，对看不到的就无能为力。在发生国际争端，触及到本国的利益

时，法律就会削弱其威力。特别是发生战争时，法律就如同一张废纸。 

现在所采用的环境保护方法的最大弊端是：在污染中治理污染。也就是一种行为

被认为是造成环境污染后才去研究对策，或只能对那些认为可能造成污染的行为进行禁

止。对我们尚未认识到的就无能为力，而新的污染往往就从这里开始。 

要彻底解决环境破坏的问题，就必须找出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本原因。现在被认为

的原因有这么几种：人口增长迅速、城市化迅猛、工业的急速发展等等，而且是同步

的。 

从统计数据来看世界人口增长确实是非常迅速的。二十世纪初，世界人口为16

亿，至1950年增长到25亿，至2000年增长到62亿。在一个世纪内世界人口将近翻了两

翻，这确实是惊人的。人口的增多会增加资源的消耗量，浪费也会相应地增加。但是人

口的增长是按着自然规律在发展的，所以按理来说人口数量的增多本身并不一定是成为

环境破坏的原因。但是人口增多后，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的机会增多了，促使人们的私

欲和占有欲等各种欲望增强，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干坏事的人也增多。这样容易使人

的道德水平下滑，有意无意地可能会做出造成环境污染的事情来。如果人人都遵道守

德，人人都爱护环境，那么人口增多也就不是环境污染的直接原因了。 

城市化的发展使人口集中起来，对这一地区的环境可能会带来影响。但是，人口

集中起来的话，相应地在其他地区人口就应该减少，那些地方的环境应该是变好的，为

什么那些地方也变坏了呢？再说，在不改变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人口集中起来排

放污染物和分散开来排放污染物，其种类和总量不还是一样吗？关键问题不是人口集中

或分散，而是在于人们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人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变

化。象现在这样的生活方式，出门有汽车、上楼有电梯、室内温度一年四季要保持恒

温。这些舒适的生活都是以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的，而环境资源和环境容量却是

有限的。 

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但是现代人类的生存和

发展是离不开工业的，至少得生产一些劳动工具，挖土总不能用手、砍树总不能用石

头、盖房子需要既能挡风又能使阳光透过的东西做窗户。这些东西自然界里没有，那么

就得靠人来加工。如果工业发展要符合于自然规律，它就不一定成为环境污染的原因。

问题是工业发展的方向和程度，这是关键所在。象现在这样物欲横流，精神生活完全依

赖于物质的刺激。唯有物质财富才是衡量人的贫富贵贱的标准。越来越不满足于自然界

所提供的劳动力、生产资料、食物等等，这些都想通过工业生产来代替。特别是无节制

地开发和利用资源，无限制地生产出不能加入自然循环的产品，以此来满足无限增长的

欲望。而生产这些东西所需要的原料、能源都是来自于环境(自然界)，而生产过程中所

排放的废弃物和产品本身却不能被环境消化。这种生产行为当然会给环境造成严重的破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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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我们在寻找环境破坏的原因时，总是没有离开过我们能看到的这个物质世

界的表面现象，从来没有走出我们的科学所能触及到的范围。因此，所采取的治理方法

也只能局限在物质世界的技术和法律之内。结果，总是摆脱不了“局部有所控制，总体还
在恶化”的局面。 

那么，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造成环境污染的上述几个原因，无论是人口增长还是城

市化的发展或工业的发展，它们都同时伴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行为的变化。尽管

我们认为这种变化是好的，可它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其中有些是不符合自然规律的，

是不正当的。正是这种不正当的生活方式和生产行为，它才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本原

因。人的行为之所以能够造成环境污染，是因为衡量人类行为的标准 道德标准发生了变
化。 

从另一方面来看，环境问题最集中的表现是环境和人类发生了矛盾，环境发展和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协调。但是有一点是同步的∶环境在急速地恶化着，人类的道德也在

急速地下滑。这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呢？“人无德，天灾人祸。地无
德，万物凋落。天无道，地裂天崩，苍穹尽空。”(《精进要旨》“法正”)所以说环境污染
的最根本的原因是人不遵守道德，也是人类的道德标准发生了变化。 

道德标准发生变化怎么会造成环境破坏呢？我们看一看什么是道德，道德是人的

行为准则与规范，而道德标准就象九大行星围绕着太阳转一样，是宇宙的运动规律，它

是以人为中心的，人与人之间、人与周围的物质之间存在的固有的关系，是人必须遵守

的理。人的道德观念可能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但道德标准是固有的，是不能变

的。只有人的行为准则 道德，符合这个固有的道德标准，才能使以人为中心的这个环境
保持平衡，否则就会出现问题。历史上许多文明遭到毁灭，都与人的道德偏离道德标准

有关。现在出现了什么现象呢？衡量人的行为的标准不是道德标准，而是法律规定的标

准，而法律是人编出来的，受人自己的利益制约，更不是全面体现宇宙中固有的理。那

么，人的行为就开始偏离了固有的道德标准，现在环境破坏与此有直接的关系。具体举

一些例子，人向环境中排放自然界中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如塑料或其他化学合成的产品

等等，这些东西不能加入环境循环体系，因为自然界中没有这个规律。这要用固有的道

德标准来衡量的话，人的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人的行为违反了自然规律。但用偏

离了的道德标准 法律标准来衡量的话，是符合道德的。但这种行为的结果确实是造成了
环境破坏。这是道德下滑给环境造成破坏的简单形式。道德下滑后的人的行为，还在改

变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存在的固有的关系。在人与物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中，现在人们只

想保留自己认为对人有利的关系，对自己不利的就改掉。例如，人与牛之间复杂的关系

中，人们只想保留牛给人提供肉、提供牛皮等关系。牛给人提供劳动力的关系就用机器

来代替，因为牛的劳动效率太低。其结果是人与牛之间的关系就失去平衡，而围绕着人

和牛为中心的环境也开始发生变化，因为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环扣一环的非常复杂的关

系。不只是这些，还把水、空气、土壤这些东西也想以人工生产的来代替(有些人正在研

究)。甚至连人都想通过工业生产来代替(克隆人)。整个自然界中固有的理都想按人的想

法改变。这用固有的道德标准来衡量的时候，是极不道德、极其危险的行为。然而，这

种行为现在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因为它符合了法律所规定的行为标准。而人们保护环境

的方法也是这样，只想保护对自己有利的，对自己不利的就按自己的想法改造。其实人

不是在保护环境，而是在改造环境。然而，这只是道德下滑给物质环境所造成的破坏。

但人类不只是生活在物质环境当中，社会环境(或者说是精神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是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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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忽视的。黑社会、暴力团伙、恐怖组织横行霸道，连有些国家的合法政府都在搞恐怖

活动。使全世界人心慌慌、鸡犬不宁。这个环境的破坏与道德下滑的关系是不言而喻

的。但是，人们现在还没把它列入环境破坏的问题中，所以这里不细讲。但是人类的生

活环境是很复杂的、是综合型的，只想改变物质环境，而不改变社会环境，恐怕是行不

通的。 

要想彻底改变现有的环境，使它恢复到原始的那种状态，就必须改变人类变异了

的道德观念，改变不正当的行为，使其归正到固有的道德标准上来。然而，改变观念可

不是容易的事情，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
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自古以来，能够彻底
使人的观念改变的只有“真理”。谈到“真理”，宗教也在谈“真理”和“道德”等问题。当然，
宗教在历史上确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世界上很难说什么东西能够保持永久不变，

按照我们现在这个科学的认识，任何事物都遵循着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当然也许

还有我们没有认识到的。不管怎样，现在各种宗教层出不穷，但人类的道德水平还在继

续下滑着，老人们经常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如他们年轻时那样遵守道德，这是事实。尽管

人类的道德在急速地下滑，但我们也不是没有希望挽救。事实上现在世界上有一亿多人

的道德在急速地回升，他们就是“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他们之所以能够改变观念、提高
道德水平，就是因为他们已经闻到了真理  宇宙的最高特性“真、善、忍”。 

当然，提高道德水平的目的不是为了环境保护，但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自然

会知道按照什么标准要求自己的行为，知道如何对待人、如何对待周围的一切，当然也

知道如何对待环境了。这不就达到了环境保护的目的了吗？无所求而自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