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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从全球视角对毒品问题进行了分析、思考、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
与一般禁毒类书的区别在于，它从文化的角度审视了毒品之所以泛滥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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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毒品问题”并非今日社会的新问题。
科学家认为，人类可能在5000年前就开始从植物中提取致幻类毒品。
①今天，玻利维亚和秘鲁的安第斯山原住民仍像他们的先人一样使用古柯：口里几乎总是不停地嚼着
古柯叶或含着一个古柯叶球。
鸦片，开始是被当做一种几乎无病不治的万灵药使用的。
1805年，德国人塞特纳分解出了鸦片首要的活性成分并将其命名为吗啡，这种活性物质具有10倍于鸦
片的效力；19世纪末，科学家在吗啡分子上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化学转变，于是，效能大约是吗啡3倍的
海洛因诞生了，它被当做可卡因的非上瘾性替代品投放市场。
③　　无论是鸦片、吗啡或海洛因，人类探究和应用此类物质的初衷主要是基于医疗的需要。
然而，如同20世纪知识领域的两项最伟大突破“核裂变”和“DNA”研究，在给人类福音的同时也给
人类带来了两种最大的危险，即“核武器扩散”和“克隆人”一样，19世纪对临床医学产生重大影响
的吗啡与海洛因，也未可预料地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正如哲学家罗素所言：“科学提高了人类控制大自然的能力，因此据认为很可能会增加人类的快乐和
富足：这种情形只能建立在理性基础上，但事实上，人类总是被激情和本能所束缚。
”激情和本能驱使人类一次次开启“潘多拉魔盒”，从而引发一系列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目睹了毒品问题的全球化，毒品蔓延的范围已扩展到五大洲的两百多个国
家和地区。
联合国麻醉品管制署提供的资料显示，20世纪 50年代，全球的吸毒人数约为910万人，但目前该数字
已上升为两亿多人，其中17至35周岁的青壮年占78％；20世纪50年代，全球的毒品交易额为年均20多
亿美元，但现在已达8000至1万亿美元。
为惩治毒品犯罪、阻止毒品蔓延，世界各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布下天罗地网，但毒品
的生产、提炼、走私和吸食非但没有禁绝，反而花样翻新，变本加厉，对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空
前的威胁。
　　中国曾是受到毒品危害最为严重的国家。
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强行向中国输入鸦片，中国人民深受其害。
新中国成立前，全国范围内种毒、制毒、贩毒、吸毒现象十分严重，当时有100万公顷的罂粟种植，
有30万人以贩毒为业，吸毒总人数大约为2 000万。
以当时人口总数5.4亿计，平均每2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瘾君子。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禁绝烟毒运动，收缴毒品，禁种罂粟，封闭烟馆，严厉惩
办制贩毒品活动，短短3年时间，就基本禁绝了为患百余年的鸦片烟毒，创造了举世公认的无毒国奇
迹。
　　然而，30年后，中国的毒品问题又开始面临新的挑战。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成，西方社会巨大的毒品消费刺激了世界各国的毒品生产和流通，毒品
问题逐渐演变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开放的中国也无法例外。
1991年，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是14.8万人，1992年为25万人，1994年为38万人，1995年为52万人
，1997年为54万人，到2008年底，已达112.7万人。
如果按每一显性吸毒人员背后至少有4名隐性吸毒人员的国际惯例计算，国内的实际吸毒人员已达450
万之众。
尽管自2006年以来，中国滥用海洛因等传统毒品的人数开始趋于稳定，基本保持在70万人左右，但滥
用冰毒、摇头丸、氯胺酮等新型毒品的人却呈不断扩大蔓延之势。
①　　吸毒在英语中叫作“drug abuse”。
意为“药品滥用”。
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被称为毒品的药品都不能与其他药品相提并论，因为毒品所造成的身体
和精神依赖性，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毒瘾”，对人类的危害有目共睹。
对于大多数成瘾者来说，对渴求用药的强烈欲望是很难摆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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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毒品犯罪不仅会与黑社会、暴力、凶杀等联系在一起，成为许多刑事犯罪和社会治安问题的重要诱
因，还会导致艾滋病等多种传染病的扩散流行，给人类安全带来巨大威胁。
　　与中国百年前遭受帝国主义外来鸦片入侵的灾难不同，今日中国的毒品危害主要已经不是强敌压
境，公开入侵的结果，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人们自身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和文化理念的演变给
毒品的渗透提供了潜在的市场。
　　经历了旧中国一百多年灾难深重的痛苦，又经历了新中国前三十年艰辛摸索的磨难，迅速改变贫
困落后的面貌，以健康强盛、不受欺凌的姿态立足世界民族之林，是中国人民基本的需求和最大的愿
望；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中国改革开放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自由时间的逐渐增多，现代人正面临着更重大、更棘手的问题——物质
富足之后精神世界的严重贫乏。
如今，“郁闷”二字成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口头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非同步发展，不仅
让一些人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产生了意义的真空，也加剧了酗酒、吸毒、赌博及其他不健康的甚至可
能导致犯罪的生活方式的蔓延。
　　人类的认识总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
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摆脱贫困、走向富裕是人们普遍的渴望。
但是，一旦实现了从贫困向富裕的转化，由充裕的闲暇与过度的消费催生的享乐主义价值观，以及由
此造成的普遍的社会病，已经成为威胁人类未来健康发展的更严峻挑战。
对此，具有洞察力的20世纪的思想家们早已有过许多经典言论。
如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2年就在《预言与劝说》一书中预言：“经济问题将可能在100年内获得解
决，或者至少是可望获得解决。
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经济问题并不是‘人类永恒的问题’。
⋯⋯自人类出现以来，第一次遇到了他真正呶、永恒的问题——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
，应该怎样来利用它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
得更明智而惬意呢?”　　今天，我们曾经称之为“西方社会病”①的种种现象，已经不再是一种地域
性现象，而是伴随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人类普遍的共性现象。
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从人类发展的固有规律深刻认识这种现象，对前进中的
陷阱或误区保持高度警觉和清醒的意识。
　　历史的进程不是笔直的，文明的步伐常常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矛盾中交替。
保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均衡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法深刻的政治艺术，也是中国共产党“
两个文明一起抓”的基本方针。
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不仅仅是创造美好，也包括战胜罪恶。
毒品的演变向我们发出的一个警示是：从发展和进步的根本意义上说，应对新型毒品的挑战已经迫在
眉睫，是亟待解决的重大的社会战略问题。
因此，弄清毒品演变背后的社会、文化和人性根源，为禁毒决策提供理论层面的科学依据，已经成为
今后禁毒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长期以来，人类始终将毒品当做一种外在的敌人，各国政府的现行政策无一例外，主要集中在如
何禁绝毒品和遏制毒品来源的视角上。
但是，尽管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却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找到解决毒品问题的最后法宝。
因此，反对毒品的每一次战役胜利之后，都会出现一个新的战场。
　　这一现象本身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人类对毒品的认识是否还存在着盲区?面对传统毒品向新型毒
品的演变，我们是否到了应该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的时候?　　如果我们不只是从毒品本身去解读它对
人类的危害性，更注重从人类自身的弱点去寻找毒品何以能够持久发生魔力的根源，那么，我们是否
可能在对毒品的认识和禁毒的决策方面获得某种新的进步呢?　　本书所要揭示的就是这样一个从新的
视角所思考的问题。
　　回顾迄今浩如烟海的禁毒史实和种种理论，关于毒品作用的心理机制以及人性本身的弱点如何受
制于毒品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但其中的多数研究只是以个人为主体或从生物学角度展开的行为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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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社会生活中的个人行为常常是超越纯粹生理的界限而带有历史和文化内涵的，尤其是进入信
息社会中的个人，历史因素的积淀和社会文化的浓缩已经以全新的方式笼罩或渗透到个人行为中。
　　在当代社会中，毒品的流行不仅与特定的社会阶层或群体紧密相关，而且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
，特别是某种文化思潮的影响密切相关。
文化和信息的全球高度一体化，导致个人行为的社会文化特征越来越浓厚，在某些情况下，个人行为
的反映几乎可以看成是社会演变的缩影。
因此，尽管法律可以将个人的行为结果规定为个人意志的产物，并由个人自己承担最终的法律责任，
但是，从吸毒行为的形成机制和文化根源中可以发现，构成世界难题的毒品滥用现象，是具有深刻的
社会文化背景和复杂的社会心理机制的。
深入分析从海洛因滥用的明显减少到新型毒品滥用的迅速增加的现象背后不断演变的社会文化根源，
对于提升禁毒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无疑是有重要价值的。
　　如果说，对付外来毒品的侵犯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阻击战，可以用比较强硬和痛快的方法去解决
，那么对付现代毒品的渗透，便是一场综合领域的持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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