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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熱的天氣！」 
「我們去便利商店買杯冷飲吧！」 
「真是透心涼，夏天喝冰水最爽了！」 
這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對話，不信嗎？再模擬以下的場景： 
「我回來了！好熱，冰箱有沒有喝的，我快渴死了！」 
「冰箱有汽水，你不會自己拿！」 
這些對話是幸福，夏天吃冰的幸福。 
 
我們都太習以為常了，甚至覺得理所當然。真的是這樣嗎？夏天吃冰不是很

平常的一件事嗎？讓我們把時序拉到過去，不需太久，就五十年前吧！那是老奶

奶買豬肉用葉子包回家，還不知塑膠袋為何物的年代，夏天吃冰？不會吧！奶奶

會以為你頭殼壞去。是的，在沒有冰箱的年代，在台灣經濟尚未起飛的年代，不

存在夏天要吃冰這樣一個問題，真的是無冰可嚐啊。其實，讓我們再把時間座標

往前稍挪移一點，來到中國最後一個皇帝的清末民初吧。那位末代皇帝或許有機

會在夏天嚐到冰塊在嘴裡化開，滿心沁涼的美好滋味，因為他不是別人，是億萬

人之上的皇帝。皇帝，是工業文明之前，極少數，甚至是唯一有機會在夏天吃冰

的地球人了。因為在沒有冰箱的古時，「冰」在夏天只是個形容詞，它的實體必

須到冬天才會出現在常民的生活中，還要是會下雪會結冰的北方。當皇帝突然想

在夏天吃冰時，這原本僅該以形容詞樣態出現的東西，要如何變成實體來服侍這

億萬人之上的唯一主子？手下服侍的人有再多的腦袋可能也不夠用，更別說中國

歷代皇帝還以昏庸的居多。但是，皇帝夏天終究還是吃到冰了，原因無它，因為

是皇帝。我們的大地之母在沒有冰箱的年代，用冬天當作製冰機，勤奮辛勞的百

姓們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時代，為皇帝服務，

將成千成噸的冰塊從河裡挖出，送入皇宮的地窖中儲存，為的是服侍那唯一的一

位皇帝。一個皇帝哪，也只有一張口，需要多少冰塊來滿足呢？因此在地窖中的

冰，於夏日裡成了涓涓細流也無大礙了。在那個家天下的年代，淵遠流長的中國

啊，五千年來出了多少皇帝呢？如果你去Google一下，你會發現答案是231位。

五千年哪，在那個只有皇帝能在夏天吃冰的年代，我們的大地之母服侍了231位

中國的皇帝。那現在呢？你、我、你們、我們，幾乎所有我們生活周遭的人，都

會認為我是瘋子，如果我問「你能在夏天吃冰嗎？」這樣一個不該是問題的問題。

真的，在大地之母的眼裡，我們都是現代的「皇帝」，唯一不同的是，以前她僅

需服侍231人，現在她需要面對難以想像，成千上萬的「皇帝」。我們從未想過，

我們看似理所當然的生活，對大地之母—我們的地球—產生了多大的負擔。 



 
現在，我們再把時間的座標軸狠狠的拉到遠古的時代，一個還未有人類出現

的侏儸紀。那是一個巨大生物盤踞的地球，地面上是爬蟲類橫行爆衝的恐龍王

國，維管束植物剛在陸地上建立起堅固堡壘，鬱鬱蒼蒼。只是沒有人知道為何在

下一刻鐘，這個空氣中氧含量遠高於現代的「巨尺度世代」，突然嘎然無聲的謝

幕，從地球的舞台上消失了。或許是彗星撞地球，或許是其他未知的原因，但重

點只有一個：這個「巨尺度世代」的遺骸並未消失，隨著人類出現，它們以另一

種形式—石油—躍上了大舞台。石油，這個驅動工業革命最重要的黑金，成就了
人類文明最重要的二十世紀，「石油世紀」！二十世紀的驕傲全都積累在石油的

貢獻上。當侏儸紀滾燙的太陽照耀著地球，所有當時的太陽能量被光合作用轉化

成植物生長，透過食物鏈的關係孕育出各式生命奇蹟，太陽的能量不斷的被累積

在食物鏈中。隨著侏儸紀的結束，這些能量被埋藏在深深的地底不見天日，透過

壓力、透過高溫，萃煉成今天的石油黑金。原來，二十世紀也是侏儸紀的一部分，

我們賴以維生的石油，只是侏儸紀時代殘留下來的太陽能！是啊，石油世紀是兩

個太陽的世紀，一個高掛在天邊，一個深埋在地底，原本應是存在不同的時間，

卻同時出現在一個空間，結果可想而言，二十世紀，二個太陽，一個發燒的地球。 
地球，大地之母，我們在宇宙中唯一的母艦。她從不計較她的付出。一罐

600毫升的蒸餾水，20元，每天太陽照射海面將數以億噸的海水蒸發成淡水，免
費；一個台北市 5公升專用垃圾袋，2元多一點，同樣在台北市，土裡的微生物
分解人類產生的廢物，免費；一台空氣濾清器，2000元，一場雨洗淨了空氣中
所有的塵埃，有時還附贈一道彩虹，免費。 我們的地球提供我們各式的維生所
需，卻不要求支取任何費用。沒有地球提供的天然海水淡化系統，人類將沒有乾

淨的飲水；沒有地球提供的生態系統，人類將沒有充足的食物來源與新鮮空氣；

當地球不再提供穩定的氣候調節系統時，人類的文明是否還能以為繼？我們太習

慣來自母親的寵愛，水、空氣、食物、宜人舒適的氣候，總認為這一切都是理所

當然。想做買賣嗎？讓我們試著用金錢來購買地球的服務費用吧！科學家已幫我

們算出，大地之母一年所提供的平均服務產值是 33兆美元。全世界國家的國民
生產毛額（GNP）一年總和為 18兆美元，負擔的起嗎？聖經上說「人若賺得全
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不正是如此嗎？人們拼命的賺錢，

卻還買不起地球提供的最基本維生的服務，然而，拼命賺錢的背後，是人性貪婪

的反射，付出的代價是：生態的破壞、河川的汙染、土壤的毒化、資源的耗竭….
大地之母的哭泣。 
最後，我們是不是也試著把時間的座標軸移往未來，想想有一天，我們的孫

子問我們「為什麼我上學要戴氧氣筒才可以出門？」時，我們要如何回答呢？我

們的先人胼手胝足，篳路藍縷，將那好山好水交在我們的手裡，我們又要將怎樣

的這塊土地交在他們的手裡呢？我們不過是過客，為了一時的利益，讓我們的後

代活在沒有藍天綠地庇護的地球，這代價是否太高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