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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是一座孤岛 
No one is an island 
■文 / 王琳琳

澳洲山火已经熊熊燃烧4个多月了，大火

摧枯拉朽，所到之处，皆成一片焦土。最新数

据显示，火灾已造成数十人死亡，数十万人流

离失所，超过5亿动物葬身火海。有人用镜头

记录了火灾生灵涂炭的惨状：惨死的动物，横

卧在路边的尸体，有的甚至站着就被烧成了

焦炭。

考拉的死伤状况，尤其让人揪心。作为澳

洲大陆特有的动物，考拉以其慢吞吞、软萌的

特点受到了全世界的喜爱。在这场大火中，考

拉80%的自然栖息地被毁，加上气候变化和

疾病威胁等因素，有专家表示，考拉可能面临

功能性灭绝。

此次山火在重创澳大利亚的同时，也影

响着更广范围。据说，这次山火产生的烟尘，

穿越2000多公里的塔斯曼海，影响到了新西

兰，将那里的冰川染成了焦糖色。莫纳什大学

地球、大气和环境学院的院长，曾任南极研究

中心主任的安德鲁·麦金托什教授表示，在近

20年对新西兰冰川的研究中，他从未见过如

此大量的灰尘飘过来，这可能会使该季节的

冰川融化量增加20%-30%。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澳洲大火不只是澳

洲的灾难，更是全世界的灾难。气候变化加剧

了大火的灾难程度，又反过来加剧了气候变

暖。更何况，这场大火，除了天灾，还有人祸。

地广人稀的澳大利亚，自然环境为山火

的发生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森林以易燃的桉

树为主，但气候却干旱缺水。每年，澳洲大陆

都会发生几场大火，人力也很少干预。在他们

看来，山火是自然规律，是大自然自我调节的

机制。大火燎原之后，树木会重新生长，生命

会重新孕育。

只不过，2019年的情况不一样。受全球

气候变化影响，澳大利亚近年来越来越热，

尤其2019年，澳洲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

一年，高温40℃以上的天气频频出现。人们

局限于以往狭隘的认知，骨子里早就缺乏了

对火的敬畏，对生命的敬畏，以至于大火燃

烧3个多月时，政府依然没有干预，总理甚至

还出国度假了。

灾难面前，人类弱小如蝼蚁，但并不意味

着人就可以毫无作为。面对大自然的千变万

化，我们既要尊重自然规律，也要时刻准备抗

争和随机应变。更何况，在很多灾难面前，人

类并非无辜，而是起事之因，罪魁祸首。

所以，我们并不能“隔岸观火”。世间万物

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人类并不能凌驾于其他

之上。只有尊重自然，敬畏万物，积极行动，人

类才能在这个世界上长久生存。否则，真应了

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中那句预言：“最初，没

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次

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

到这场灾难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