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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张扬人性的工具“鸦片”

郭元林，辛玮琰

（天津大学 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天津３０００７２）

摘　要：应用核技术中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的是核武器技术和核电站技术。核电站利用可控核裂变过程发电，核

武器则利用不可控核裂变过程产生爆炸。从这种意义上说，核电站是可控的“核武器”。作为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

的核武器是毁灭人类的工具“鸦片”；而作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工具，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核电站，是人类慢性

自杀的工具“鸦片”。时至今日，核武器和核电站成为悬在人类头顶上的“利剑”，核技术是最典型的张扬人性的工

具“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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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年３月１１日，日本东部发生９级强烈地震，引发福岛核电站放射性泄漏事故，令世人瞩目。在德

国，激起多次大规模反核电站游行，迫使８座核电站停止运转，而且有可能在２０２１年关闭所有核电站。日本

核电站泄漏事故令国人“恐慌”，激发全国性的食用盐抢购风潮。由此，核技术何去何从一时又成为热点话

题，有的主张迅速废弃，有的主张大力发展，争论不休。

目前，核技术所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反应堆技术、加速器技术、同位素制备技术、核辐射探测技术、

核结构与元素分析技术、核成象技术、核军事技术、电离辐射计量技术和应用核技术等。其中，应用核技术又

包括同位素示踪技术、辐射加工技术、辐射改性技术、同位素仪器仪表、核医学和核农业等，［１］但对人类社会

影响最大的是核武器技术和核电站技术。

一、核武器———毁灭人类的工具“鸦片”

１９３８年，科学家发现重核裂变现象，并提出解释原理。１９３９年９月，德国成立“铀俱乐部”，开始研制核

武器。但由于纳粹的法西斯统治，大批一流科学家流亡海外，并受国力所限，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

并没有制造出核武器，甚至连核反应堆都未研制成功。然而，因对德国研制核武器的恐惧，美国于１９４２年９

月正式启动曼哈顿工程，开始研制原子弹。该工程可谓进展迅速，用了不到３年的时间，就制成３颗原子弹：

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６日，美国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核试验，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美国用

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轰炸了日本的广岛；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美国又把代号为“胖子”的原子弹投向了日

本的长崎。

遭原子弹袭击后，广岛和长崎两市几乎夷为平地，人员伤亡惨重。据１９４５年１２月３１日的统计，广岛约

有１４万人死亡（遭轰炸时，该市的总人口约３５万，死亡率超过１／３），长崎约有７万人死亡（遭轰炸时，该市

的总人口约２７万，死亡率超过１／４）。
［２］９９原子弹的杀伤破坏性威力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也令世界震恐。二

战后兴起了反核武器的运动，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海森堡等科学家积极投身其中，但收效甚微。在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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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核武器的国家中，只有联邦德国因遭到科学家的强烈反对而放弃核武器计划；其他国家则不遗余力地发

展核武器，不但制造原子弹，还研制了氢弹。１９４９年８月２９日，前苏联紧随美国成功试验第一颗原子弹，打

破美国的核垄断。不久，英国、法国、中国分别于１９５２年、１９６０年、１９６４年制成原子弹。１９５２年１１月，美国

在世界上首次研制出氢弹；１９５３年８月，前苏联成功试验第一颗氢弹；英国、中国和法国分别于１９５７年、

１９６６年、１９６８年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除上述五个核大国外，印度也于１９７４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试验。

在激烈的核军备竞赛中，不少国家争先恐后地研制核武器。截至１９９６年９月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全世界共进行了２０４９次核试验（我国４７次），
［２］１３３制造的核武器足以毁灭人类许多次。二战后，虽然在

战争中还没有使用过核武器，但核试验、核武器生产及核事故中产生了大量的放射性污染。大气层核试验就

进行过５０３次，
［２］３２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放射性污染。迫于压力，核试验转入地下，但地下核试验污染地下

水、产生地震、影响岩层结构，严重时还会发生“冒顶”。１９７４年５月１８日印度、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１日印度和巴

基斯坦的地下核试验都发生“冒顶”，并污染了我国云南、广西等地。［３］３３前苏联在北极地区进行了大量核试

验，造成的核污染令世界瞩目。美国的比基尼岛因核试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变成一片荒漠。有资料表明：

　　自１９４５年世界上开始进行核爆炸试验到１９８０年，所有大气层核试验放射性落下灰尘中，Ｉ
１３１产生

的总量为６１５Ｅｂｑ……Ｉ
１３１的累积沉降密度估计北半球为１３０００Ｂｑ／ｍ

２。……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估

计，美国核试验爆炸尘埃中所含的Ｉ１３１，仅在美国就造成４９０００例甲状腺癌。一项ＩＰＰＮＷ（国际防止核

战争医生协会）的研究估计，到２０００年为止，全世界所有的核试验爆炸放出的Ｓｒ９０、Ｃｓ１３７、Ｃ１４和Ｐｕ２３９，是

造成４３００００例癌症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
［３］３２

制造核武器要排放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造成放射性污染。１９５０年代，美国就已经在太平洋海域投放

核废料，到２１世纪初为止，仅美国就向太平洋投下了８７０００箱核废料。
［３］３２俄罗斯海军的核动力潜艇和核动

力水面舰艇平均每年约产生２００００立方米液态核废料和６０００吨固态核废料。
［４］１２此外，核潜艇退役也会变

成核废料，俄罗斯共计有２１０艘核潜艇退役，
［４］１３如何处置成为难题。１９９０年代，俄罗斯将退役潜艇核反应

堆、核燃料以及其他放射性核废料倾倒入北冰洋，引起全世界关注。［５］７７另外，核武器事故频发，仅核潜艇沉

没的恶性事故就达１８起，并造成８００多名艇员丧生。
［４］１４其中，前苏联就有１３艘核潜艇沉没。

［５］７８以前苏联

Ｋ４３１核潜艇事故为例：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０日，该潜艇在补充燃料过程中发生爆炸，放射性气云进入空中。１０

名水兵在这起核事故中丧命，另有４９人遭受放射性损伤。再如美国帕利马雷斯氢弹事故（１９６６年），以及美

国图勒核事故（１９６８年）。
［６］５这些事故都造成大面积的核污染。

在人类武器发展史上，核武器制造是最大的奇迹：从核裂变的科学发现到原子弹仅用了７年时间，从原

子弹到毁灭人类的核武器也没有超过３０年。为什么人类会创造如此的奇迹呢？有人将此归结为科技迅速

进步，当然这是一个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应到人类的生存环境中寻找。在生态环境中，各动物物

种为了争夺生存资源，既有种群间的竞争，也有种群内的竞争，方使生态平衡得以实现。然而，人类凭借其智

力优势，于１万年前进入农业社会后，在自然界中就几乎没有了天敌，人口迅速增长，生态失衡；特别是英国

工业革命后，生产力极大提高，病毒和细菌得以控制或消灭，人口爆炸，生态危机。世界人口１万年前仅４００

万，在公元初达到２．３亿，１８３０年时为１０亿，到２０１１年中期，世界人口总数量将突破７０亿大关。

由于失去天敌，没有了种群间的竞争，人口激增，但生存资源有限，人类种群内部斗争就更为残酷：发展

军队和武器，专门屠杀“敌人”，进行种群内部斗争，这在其他动物中是见不到的。人类可根据国籍、种族、民

族、阶级和宗教信仰等不同标准来划分“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是为了占有更多资源。因此，很长时期以

来，人类一直都在竭尽全力制造和发展武器，进行战争，消灭“敌人”，因为人类唯一的敌人就是自己。在敌我

双方的战争中，精良的武器可用来战胜和消灭敌人，使我方得到胜利、生存、财富和享乐，而将失败、死亡、贫

穷和痛苦留给敌人。

众所周知，吸食毒品“鸦片”可使人获得身体一时的快感和享乐，但吸食者必须遭受身体最终的痛苦和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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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必须承担享乐的后果。纵然如此，人类也没有禁绝过“鸦片”，由此可见其对人类诱惑力之大。相比之下，

强大的武器可使一部分人“享乐”，而让其他人吞食“苦果”。故精良的武器比毒品“鸦片”对人类有更大的诱

惑魔力，是一种毒性更大的工具“鸦片”，人类发展武器的动力是非常充足的。由此不难理解人类创造核武器

的奇迹，核武器是一种威力极大的武器———谁拥有，谁就会在人类种群内部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就可战胜

“敌人”，争夺更多的生存资源，就可富有和“享乐”，而将苦难和死亡留给他人。正因为如此，１９９６年，印度和

巴基斯坦并没有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１９９８年５月，两国共进行了１１次核试验。
［２］１５０到２１世纪，

北朝鲜也进行过核试验。

然而，核武器的破坏能量极大，用于战争不但会消灭“敌人”，而且将杀死自己，以至毁灭整个人类。到

１９９０年代，几个核大国制造的核武器早已超过毁灭人类的需要，没必要再生产了。因此为了防止核武器进

一步扩散，以确保其核武器优势，在全世界禁止核试验。这在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人类和平，其实不然。对

于核大国来说，现在关键是要发展核武器的发射和拦截技术，使本国核武器能够发射出去精准消灭敌国，同

时拦截敌方的进攻核武器，这仍是人类种群内部斗争的升级形式。核大国销毁核武器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

性进展，核武器的管理和使用一旦出现差错，就有可能失控，从而毁灭全人类。如果这样，那么人类的武器发

展达到极限，残酷的种群内部斗争结束，人类自食苦果毁灭自己，核武器就成为毁灭人类的工具“鸦片”。

二、核电站———人类慢性自杀的工具“鸦片”

核电站和核武器都利用核裂变原理建造，前者利用可控核裂变过程发电，后者利用不可控核裂变过程爆

炸，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核电站是可控的“核武器”。在各国大力发展核武器的过程中，前苏联于１９５４

年建成第一座实用核电站，功率为５０００千瓦。随后，核电站在世界上的发展异常迅速，截至１９８９年底，运行

的核反应堆达到４３４座，总发电功率３．１８亿千瓦，占全世界总发电量的１７％。
［７］在这３０多年中，核电之所以

得到迅速发展，一方面是因为核电满足了人类的能源需求，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日益短缺；另

一方面是因为公众对核电的负面影响所知甚少。

然而，在最近的２０多年中，核电站的发展却非常缓慢。到２０１１年１月，全世界运行的核反应堆４４１座，

总装机容量３．７亿千瓦，占全世界总发电量的１６％。
［８］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国三里岛核电站和前苏联切尔诺

贝利核电站等事故发生，引起公众对核电站的关注，促使人们对其负面影响的认识日益加深，引发了对核电

的忧虑甚至恐惧。在自然灾害、机械故障或人为操作失误等引起的事故中，以及在战争或恐怖袭击中受到人

为破坏的情况下，可控的核电站就会失去控制，成为真正的核武器。因此，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①后，德

国、意大利、奥地利、瑞典和瑞士等国家先后暂停发展核电。

到目前为止，虽然还没有核电站因受到攻击而引发核灾难，但与核电站有关的事故不少于３０次，最严重

的就是切尔诺贝利事故。２００８年７月，法国就连续发生６次核泄漏事故；
［９］１９９８年至２００２年，印度发生６

次核泄漏事故。２０１１年３月，日本福岛核事故并不是第一次由地震引发的核电站事故。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６日

１０时１３分，日本新县发生６．８级地震，震源深度为１７ｋｍ，造成新县柏崎市海岸向西北平移１６ｃｍ。世

① 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６日，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释放的放射性物质是广岛原子弹的１００倍，造成的放射性污染遍及前苏联

１５００００平方公里地区，那里居住着６９４５０００人。核电厂周围３０公里范围被划为隔离区，附近的居民被疏散，庄稼被全部掩埋，周围７公里内

的树木逐渐死亡。在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１０公里范围以内将不能耕作、放牧；１０年内，１００公里范围内被禁止生产牛奶。……核堆爆

炸当场死亡３１人，直接辐射死亡５０人。１０年后，２７万人罹患癌症，９．３万人因此死亡。参见《仪器仪表标准化与计量》２０１０年第５期刊发的

沈经所撰《德国安全文明与中国核电跃进》一文第３４页。核污染扩散到欧洲和亚洲，受影响人口达到２０亿，有专家称，完全消除其影响需要

８００年。参见搜狐健康论坛《历史上的核事故》一文（ｈｔｔｐ：∥ｈｅａｌｔｈ．ｓｏｈｕ．ｃｏｍ／２０１１０３１５／ｎ３０４３６４７６３．ｓｈｔｍｌ）。由此可见，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事故给人类造成的灾难更胜于攻击日本的那两颗原子弹带来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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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最大核电厂———日本国新
!

县柏崎市刈羽郡核电厂变压器起火，并有放射性泄漏。［６］４４虽然世界各国都在

努力提高核电站的安全性能，但很难完全避免核事故发生。

除了核事故带来的放射性污染外，核电站正常运行也产生大量核废料，目前人类还没有找到消除核废料

的办法。一些废气和废水直接排放到自然环境中，造成放射性污染，有资料表明：欧洲地区的核工厂是北极

地区放射性污染物的一个重要来源。放射性污染物从欧洲中心地带经爱尔兰海和苏格兰周围的海岸扩散到

北海，然后经挪威沿岸暖流进入北极海域。挪威洋流的一支向东流入巴伦支海，另一支与西斯匹次卑尔根暖

流交汇，通过弗拉姆海峡进入南森海盆。根据各种研究，英国塞拉菲尔德工厂约２２％的Ｃｓ１３７排入巴伦支海，

并进入北极盆地。［５］７７至于其他液体废料、固体废物、乏燃料，现在的处置方法主要有四种：在延迟做出最终

贮藏决定期间的就地贮藏；可恢复的处置；将核废料不可恢复地埋藏在地质构造中；向海洋中倾倒特定类型

的核废料。［１０］因为核废料中一些放射性元素的半衰期长达几百或几千年，有的甚至达到几万年，所以这些处

置办法只能控制、转移或延缓放射性污染，无法真正消除可能的核灾难，相当于在自然界中埋下了不定时的

“核炸弹”。前苏联在１９６４１９８６年向巴伦支海和卡拉察湖投放了大量的液体和固体的核废料。根据挪威和

俄罗斯进行的联合调查，前苏联“车里雅宾斯克６５号”境内用于储存核废料的卡拉察湖、北海以及北冰洋局

部海域的Ｃｓ１３７的含量都比较高。在上述海域的某些生物种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１９６７年夏天，卡拉

察湖干枯，风将许多放射性微粒吹往各地，苏联当局不得不撤走了９０００人。
［３］３２

制造核武器和建造核反应堆都需要铀矿石，而在开采铀矿石的过程中，矿工受到放射性污染，对其健康

损害极大。有资料表明：“在２０世纪，所有铀开采者的一半已死于肺癌———其肺癌发病率是整个世界人口发

病率的５倍。其后续阶段，铀矿石的粉碎，仅在美国每年就造成大约４０００人患肺癌死亡。”
［１１］在天然铀中，

核电站通常只能利用仅占０．７％Ｕ２３５作为核燃料，而占９９．３％Ｕ２３８几乎不能利用，成为核废料，通常被称为贫

铀。贫铀被制成贫铀弹，在１９９１年的海湾战争和１９９９年科索沃战争中使用，造成严重的核污染：“海湾战争

以来，伊拉克南部地区癌症发病率增加６倍，部分战场的核辐射水平甚至比正常场地高出约３５倍。……在

南联盟，２０００年人口的死亡率比遭受轰炸的１９９９年还上升了４０％，新生儿畸形的比例明显增加，一些被北

约轰炸过的地区核放射性活度超出了正常值５００倍以上。贫铀尘埃也有可能飘散到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

亚、捷克、斯洛伐克等邻近的国家。”［３］３４

核电站事故、核废料无法安全处置和核设施可能遭恐怖袭击，使得近２０年来核电发展减速，而且如何对

待核电也成为激烈争论的话题。在德国，１９９０年代兴起了反核电站运动。由于运动的不断深入和发展，２００２

年，通过法案宣布在２０年内废除核电，随后拉开了关闭拆除核电站的序幕。但是，因能源短缺和二氧化碳减排

的压力，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德国政府总理默克尔都不支持德国废除核电的政策，认为放弃核能是不明智的，所

以德国政府在２０１０年修改核电政策，但遭到民众坚决反对。２０１１年３月日本的核事故给德国政府当头一击，

随后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核电站示威游行，使德国极有可能按照２００２年通过的法案来废除核电。

这次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主张停止发展甚至废除核电的呼声又高涨起来，能如愿以偿吗？恐怕不

能！消耗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一方面使其日益短缺，另一方面大量排放温室气体，造成全球

气温升高和气候异常，这些是人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从目前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状况来看，发

展核电可能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风能、太阳能和水电等可再生能源虽然环保，但受自然因素制约，

稳定和可靠性能差。如果不能找到更好的替代能源，核能还有可能大力发展。以中国为例，近２０多年来，虽

然国际核电发展减速，中国核电发展却从无到有，特别是近年来，迫于节能减排的压力，核电发展异常迅速：

２０１０年，中国完成２个核工程（全球５个），新开工９个核工程项目（全球１４个）；目前，已运营、建设和筹建

中的核电项目多达４３个；我国政府规划，核电发电能力在２０２０年要达到８００亿瓦，而２０１０年仅为１０８亿

瓦。［８］有人称之为“核电大跃进”。之所以如此，因为核电站是一种工具“鸦片”，可提供能源（甚至是高效的能

源），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能够满足人类的需求，让人类“享乐”。至于核事故和核设施遭恐怖袭击，毕竟是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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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事件，可通过加强安全措施来尽量避免。即使出现核灾难，也不至于一时毁灭全人类，受害者只是部分人，

甚至不包括核电使用者，另一部分人却可受益。在这种情况下，核电站这种工具“鸦片”对人类的损害是局部

的、有限的，其“毒性”是通过长期“服用”和不断“发作”而显示威力的。对人类而言，只是一种慢性自杀。核

废料虽然威胁人类的健康甚至生存，但也是一个逐渐积累显现的过程，一部分人总可以通过储存、控制、转移

和延缓等方式，将核废料污染转嫁给他人，特别是后代，使核电站工具“鸦片”的毒性“发作”尽量延迟，使人类

自杀的脚步尽量放慢。

不像核武器是用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其瞬间即可毁灭全人类，核电站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工

具，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慢性自杀的工具“鸦片”：一方面为人类提供能源，提高生活水平，满足人类

的欲望，让人类“享乐”，目前不可能“戒掉”；另一面，放射性污染日益严重，其“毒性”越来越强，慢慢地破坏人

类的生存环境、损害人类的健康，让人类慢性自杀。任何毒品都如此，核电站这种工具“鸦片”也不例外。

三、核技术———张扬人性的工具“鸦片”

核技术是现代高技术，是高级的工具“鸦片”，使现代人性得以张扬。利用技术征服自然和支配他人，张

扬人性，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人类２００多万年的历史中，农业社会前的绝大部分时期（超过总

时间的９９．５％），技术并不发达，人类凭借采集和狩猎生存，消耗自然界赐予的可再生资源，几乎未造成生态

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期间人类还不是生产者，这种生存方式是可持续的。１万年前，进入农业社会，技术有

所发展，人类开始刀耕火种，砍伐森林，利用自然过程进行生产，主要消耗可再生资源；期间，人类变成了生产

者，消耗的主要能源是木柴，森林本来是可再生的，但由于人类的贪欲，过度砍伐，使其失去再生能力，森林面

积不断下降，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一些古代文明随之消亡，这种生存方式的可持续性就值得探讨。２００多年

前，人类进入工业社会，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大部分生产通过人工的非自然过程来进行，主要消耗煤炭、石油、

天然气和金属矿藏等不可再生资源，人类生产力和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同时造成严重的自然资源短缺和环境

问题；期间，捕猎工具迅速发展，人口激增，其他动植物的栖息地遭到破坏，使得大量物种灭绝或濒临灭绝。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工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如核裂变能也是一种不可再生能源，铀矿石

是有限的，我国现在就从非洲和哈萨克斯坦进口铀材料。

技术确实张扬了人性，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成为人类社会革命的力

量，使欧美等国家一跃成为发达国家。这使得世界其他各国争相效仿，大力发展科技，力争成为发达国家，但

成功者只有韩、日等少数国家和地区。究其原因，科学技术只是一种工具，只有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才能发

挥作用。近代欧洲人凭借科技力量，侵占了美洲和大洋洲等地区，使亚洲和非洲等地区成为殖民地或半殖民

地，给这些地区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甚至灭顶之灾：哥伦布发现美洲时，印第安人口有１８００万，６５年后，就

减少到２３万；４００年黑奴贸易，非洲损失了１亿精壮劳动力，在这１亿人当中，到达美洲的却只有２千万，其

余８千万都葬身大西洋了；１７８８年英国殖民者到达澳大利亚，１０年之内，土著人数量减少了９０％。
［１２］后来，

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虽然获得政治独立，但从未实现经济独立，通过经济贸易，发达国家继续掠夺发展中

国家的自然资源和劳动成果。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占全球１／６的１０多亿发达国家人口消耗了全世界３／４

以上的能源和其他资源；而在发展中国家，直到１９９０年代，仍有８．５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每天有２．５万人死

于饥饿及其相关疾病，每３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营养不良。
［１３］由此可见，近代技术首先用于人类种群内部斗

争，使欧洲人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张扬了他们的人性，征服他国和他人，使他们的国家成为发达国家。既然

地球的自然资源瓜分完毕，经济秩序已经建立，其他国家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就难上加难了。

技术虽然张扬了人性，但毕竟是一种工具“鸦片”。技术应用于生产既不能创造物质与能量，也不能创造

自然资源，物质不灭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和热力学第二定律（熵增定律，从有序到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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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技术生产流程图

序，从有用能到无用能）都说明了这个道理。

技术仅是“工具”，把人类不能直接利用的自

然资源转化为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用品（人

类可直接利用），“技术”是向自然“榨油”的工

具。

技术和生产只能使物质和能量转化形

式，技术只是用来转化物质和能量的“工具”。

在转化过程中产生“废物”，人类使用过的生

产生活用品的一部分最终也要变成废弃物，造成环境污染。而且，由于转化过程是不可逆的，因此使得自然

资源日益减少和短缺，并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目前，人类并未找到解决自然资源短缺和环境污

染问题的根本办法。以能源为例，木柴枯竭后，用石化能源替代，石化能源枯竭的时间也不会很长，核裂变能

是可能的替代能源，之后可能是核聚变能。人类很难在一种不可再生能源枯竭前，主动停止消耗，一旦找不

到替代能源，人类的灾难或末日就来临了。现在，人类解决环境污染的办法不外是控制、转移和延缓等，用高

烟囱把大气污染转移给别人，把液体污染物排入河流或大海，把固体废弃物储存或填埋，但地球容纳污染物

的容量是有限的，超过极限，就会带来生态灾难。而技术特别是近现代技术高唱凯歌，满足了人性的贪欲，又

加速了地球生态灾难的到来，是一种张扬人性的工具“鸦片”。

笔者个人认为，人类很难走出目前的困境，只能越来越恶化。这是由人类的本性决定的，人的欲望是无

限的，每个人、每个国家都不愿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个人少消耗资源，就会成为穷人；国

家少消耗资源，就会贫穷落后，就会“挨打”。每个国家和个人都要大力发展科技和经济，“拼命”消耗自然资

源和污染环境，直到地球“干涸”，人类全体无法生存，这就是地球的“公地悲剧”。圣雄甘地曾说过：“自然界

能够满足人类的生存，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欲。”

核技术发展和应用是划时代的人类历史事件。时至今日，核武器和核电站成为悬在人类头顶上的“利

剑”，人们能够利用这把“利剑”征服自然和屠杀他人，张扬人性，但最后有可能消灭自己，整个人类同归于尽。

因此，核技术是最典型的张扬人性的工具“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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