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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慘世界或永遠的家園:巴黎協定所描述的未來 

書籍或文章的閱讀動機 

 這次閱讀的書籍《我們可以選擇的未來:拯救氣候危機》讓我感興趣的原因

是兩位作者就是《巴黎協定》設立的推手，他們在成長背景方面大相逕庭，甚

至可以說是光譜兩端的對立面，但是這兩人不在乎他們之間的差異，歷經數年

努力，終於成功推動各國簽署《巴黎協定》。讓我好奇這個協定真的有這麼重要

嗎? 這就是我一開始想閱讀這本書的原因。 

獲得書籍或文章啟發的章節內容 

關於這本書，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在簡單描述了《巴黎協定》制定的

背景後，描述了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一個如同末日電影般令人害怕的悲慘世界，在那裏，出門戴口罩不是因為

害怕病毒傳播，是因為空氣充滿微粒成分濃郁而又沉重的令人難以呼吸；農作

物只能在溫室中長大，價格如酸雨的危害般節節升高；極地的純白冰蓋曾讓太

陽輻射熱能反射回宇宙，但氣溫上升讓極地白冰消融的速度不斷加快，而深色

的海水吸收了更多熱量，如此惡性循環使得海平面不斷上升。一連串的浩劫在

世界各地爆發，海邊不適合居住，內陸也即將沙漠化。難民、極端高溫、水資

源缺乏、糧食不足，這些壓倒人類社會的災難如骨牌般接連發生，人類已經沒

有任何方法能阻止這一切了。 

另一個是綠草如茵如詩畫般的世界，空氣新鮮而濕潤，重新植樹的數量讓

人類爭取到更多的時間達到淨零碳排放；綠色廊帶的出現讓氣溫變的宜人，新

型態的大眾運輸取代了傳統的石化運輸方式；人們不再使用化石燃料，轉而使

用新型態的再生能源，就連過去的開發中國家也能做到能源自給；就算氣候仍

然處於被破壞的狀況，但人類已經能面對過去破壞所造成的衝擊，並有能力解

決。 

這兩個有著天壤之別的世界只有一個很簡單的分界點：地球能否在 2050年

前達到淨零碳排放。作者只用短短兩章，就讓過去對於氣候變遷一知半解的我

理解現在就開始改變是一件多重要的事，真的是這本書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部

分。 

反思自己的論述或觀點 

 看完這本書之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復，從小學開始我就已經知道甚麼

是溫室效應，也逐漸了解這對地球會有甚麼破壞，但我從來沒想過需要改變自

己的生活方式，畢竟，大家都是這樣生活的。但看到書裡作者一針見血的指出

人類如果繼續現在的生活方式，超過地球能夠自癒的臨界點後，人類就再也沒

有機會讓這個美麗的家園回到原來的樣子。就算人類從現在開始力挽狂瀾，留

給我們的時間也不多了。 

 書中提到許多人類能努力的方向，大至國家或企業的選擇，小至我們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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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能做到的事，也許個人的力量有限，沒有辦法單靠一個人的行為改變氣候

的惡化，但如同邱吉爾所說過的「if all do their duty, if nothing is neglected, and if 

the best arrangements are made, as they are being made, we shall prove ourselves 

once more able to defend our home」(如果所有人都能善盡職責，如果沒有任何

疏忽，如果正在做出最好的安排，那麼我們將再次證明我們有能力保護我們的

家園)。只要我們從現在開始盡力做到最好，人類還是有機會能在這個環境惡化

如斯的情況下成功挽救養育我們的地球。 

我真心希望每個人都能讀讀這本書，意識到課堂上、新聞裡所描述的飄渺

的氣候危機四個字在現實世界中時時刻刻都在發生，而且超級風暴、熱浪、乾

旱、大火等等天災在人類現在的生活方式下只會越發猛烈。每個人都該意識到

這就是人類如今面臨的未來，破而後立，理解痛苦的現實，我們才不會繼續閉

眼不看、閉耳不聞，才能真正做出改變，讓人類的下一代能在這個曾經美麗的

星球上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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