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大剧院一直投身于包括艺术普及教育、环
境保护等在内的社会公益事业。参与“地球一小时”
活动正是大剧院一贯以来注重节能减排的延续。

■整理/见习记者 王铭俊

作为名门之后，梁从诫是低调的。但拯救滇金
丝猴、保护藏羚羊、迁建首钢……在参与具体环保
行动时，他都以高调的姿态出现。

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世界

2012年3月31日，全球147个国家和地区参与了“地
球一小时” 活动，5000多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的灯光，
在当晚八点半熄灭。 包括长沙在内的中国124座城市参
加了这个活动。众多中国城市的办公室写字楼的节能行
动，也已普及至日常。

“地球一小时”最初发起人之一、悉尼一家广告公司
的首席执行官桑普森说，当初“完全没想到这项活动能
有现在这样的规模”。他也承认“地球一小时”受到一些
质疑，并认为这些质疑也有积极效果。比如众人同时熄
灯或开灯会迅速降低或升高发电厂输出功率，反而增加
碳排放。桑普森说，活动最主要目的是增强环境保护意
识，“让大家思考，再采取多种行动……不要以为关掉电
灯开关就能拯救地球”。“地球一小时” 组织者在官方网
站声明：“从孩子到首席执行官再到政界人士，每个人都
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世界。”

7月16日上午，2012年三湘环保世纪行启动。 华声
在线、《三湘都市报》 等20余家媒体的记者兵分三路，分
赴长沙、湘潭、株洲、衡阳、郴州、永州六地，探寻湘江流
域综合整治和城乡环境同治的经验和做法，全方位监督

重金属污染企业的治理和管理。 保护水资源和水环境，
让老百姓喝上干净水，年轻的媒体人贡献着自己的一份
环保力量。

简单地让世界变得更好

德国《明星》周刊曾做过一个专题：“简单地让世界
变得更好”，宣扬“50个小观念起到大作用”，并在它的网
站上进行了好习惯的征求和投票活动。 结果以下细节
“中标”：使用菜篮子或是布口袋，拒绝塑料袋；冬天将室
内温度调低1度；使用节能灯；使用环保电；下次短途旅
行时放弃坐飞机……

这些好习惯，就是环保生活化的体现。只有当环保内
化为一种生活习惯，不单纯依靠法律制度来约束的时候，
它才能真正地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一种道德信仰。

在《明星》周刊编辑的50个让世界更美好的细节中，
还有这么一条，“和你的爱人一起沐浴， 既可增进情趣，
又可节省水资源。”看来，环保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更
富有生活乐趣。

据《新华网》、《中华儿女》、《南方人物周刊》、《东方
周刊》、《中国经济周刊》、《家庭教育》等整理

7月1日，除西藏和新疆外的29个省区市，一起步入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时代。随着国家节能政策的一步步细化，
“省电”、“节水”等正成为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关键词。只有当环保内化为一种生活习惯，不单纯依靠法
律制度来约束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地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一种道德信仰。

成语“网开一面”与商汤爱鸟

虽然当下中国仍有种种不环保的现象， 但中国人其
实从很早开始， 就已注意和要求人们与自然、 与万物平
等、和谐相处。

史记中就有一个商汤爱鸟、“网开三面”的故事。一次
商汤在野外看见有人张网四面捕鸟，并且祝祷说：“天下四
方的鸟啊，都入我的网吧！”商汤说：“鸟会被捕尽了！”就把
三面的网撒了，他说：“不要命的鸟，入我的网吧！”这就是
成语网开一面的来由，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注意到不要进行
破坏性的捕猎，是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的萌芽。

而中国民间大量浅显易懂的传说与故事， 构成了中
国的民间生态文化， 维系了整个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基本
生态道德。《聊斋志异》中大量记录了恶待生灵者有恶报,
善待生灵者有好报的故事。比如清道光十六年，江苏江阴
县农民张阿喜，常捕青蛙贩卖，教人烹食。有一天忽然失
足掉落河里溺死，两天后，尸体浮出水面，有无数青蛙围
在身上食其肉，附近居民纷纷来观看，见此情状，莫不惊
奇恐惧。

独居沙漠、多刺的“仙人掌爱德华”

这些千奇百怪的古代因果故事劝谕人们的， 无一不
与当今所提倡的环保理念吻合。而自上世纪中叶开始，进
入工业文明的西方国家关注生态危机，提出要善待万物，
维持生态平衡。一批环保先行者们的努力，为人类环保意
识的觉醒做出了很大贡献。

至今被不少环保组织视为偶像和精神导师、 被称为
“激进环保运动的守护神”的爱德华·艾比，出生在美国宾
夕法尼亚州。他酷爱沙漠，自称是独居沙漠、多刺的“仙人
掌爱德华”。他最不愿“整日坐在头上悬压着天花板的办
公室里，领带勒紧脖子，身边是一大群不断传递纸张和按
压电话键的中年男人”，并激烈地批判美国和整个西方的
反生态文化， 以及工业社会片面牟取物质财富的错误价
值观、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盲目发展观。

爱德华创作的《沙漠独居者》在世界环境运动史上具
有重要的地位。上世纪60年代是环境运动兴起和高涨的时
代，但1962年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发出的第一声很快就
被越战和反越战的声浪淹没， 这本书在1968年再次掀起
环境运动浪潮，第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环境政策法
案》，1970年4月份，第一个“地球日”活动举行。环境主义
因此最终走向前台，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1989年3月14日，艾比因病辞世，他的遗体被装在旧
睡袋里，用小型货车运往他心爱的沙漠秘密安葬。除了几
个亲友，世人至今不知道艾比墓地的确切地点。但他深刻

地改变了许多人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 唤醒了人们的
生态意识，激发起更多人为保护地球家园而行动。

“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7月1日，纪录片《梁从诫》在北京举行首映会。梁从诫
是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创办者，也是
梁启超之孙、梁思成之子。

20世纪80年代初期，梁从诫创办了一本叫做《百科
知识》的杂志。有一天，他从雪片般的来稿中发现了一篇
特别的稿件，作者的视角很特别，透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表
达了对中国未来环境问题的忧虑。正是这篇来稿，第一次
引发了梁从诫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

1994年3月31日， 梁从诫在北京创建了中国第一个
非政府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为这个组织的灵魂性领
袖人物。对那些蛮不讲理的官员和财大气粗的老板，他从
来不畏不惧，甚至疾言厉色，拍案而起。“不受欢迎的人”，
“出风头”、“不识时务”、“执拗”、“脾气火暴”、“不撞南墙
不回头”之类的风凉话，时有耳闻。

1995年，梁从诫和某省一位官员同去一处风景区，官
员随手往车窗外丢矿泉水瓶，当梁从诫劝阻他并下车把瓶
子捡回来的时候，官员竟极不耐烦：“这有什么关系，扔的
人多着呢！” 梁从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么简单而明显
的问题上，我和他一时竟找不到共同语言。”

2001年，在北京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上，他因为河床干
涸的缘由，与一位北京市领导争执得面红耳赤。他当面斥
责：“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气得这位官员拂袖而去。

永远的“中国公民环保启蒙的先驱”

“管别人，先要管好自己。”、“真心实意，身体力行”，
这是梁从诫奉行的自我环保生活宗旨。

梁从诫的名片，都是用废纸印的；他拒绝纸巾，只使
用一方发黄的白手帕。家中的洗菜水，收集起来冲马桶；
他住的房子，几十年没有装修；出门办事，他能骑自行车
就骑自行车，有一次甚至被门卫挡在门外……

2010年10月28日，78岁的梁从诫去世。 在他的告别
仪式现场，1000多支白菊、黄菊循环使用，清华大学的学
生送上了一篮从校园里搜集来的银杏树叶，说“这样的做
法是对梁先生最好的怀念和尊重”。

在中国，有人将民间环保称作一项孤独的事业。有一
次，梁从诫在一个国家机关做环保演讲时，听众只有寥寥
五人。但现在他播下的“绿色种子”，已开始开花结果。“自
然之友”已经累计发展会员1万余人，其中活跃会员3000
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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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周末看点

人类是自然之子，地球是人类的家园。 对于自然，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份本能的爱。随着上世纪中叶开始进入工业
文明后，人类对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越来越关注。从“仙人掌爱德华”到“中国公民环保启蒙的先驱”梁从诫，从东方到
西方，人们对地球对环境的关注，从来没有停下脚步。

◎“人口和资源都是现实，不可改变，但至少心
态和行为方式可以改变。 改变要从年轻人做起。20
年后,当一个受过培训的孩子成为企业老总、决定
排放污水的时候，我希望他能够想起我曾经告诉他
的话。”

◎新中国成立初期，“豪”字是个贬义词，“土豪
劣绅”、“巧取豪夺”等，使“豪”字成了坏字眼。今天
倒过来了：豪宅、豪车、豪饮、豪宴、豪华装修，什么
都是“豪”。这种追求、这种心态对我们的威胁是非
常之大的。 我国人均资源本来就处在世界排名100
多位以后，我们13亿人都要过豪华生活，真的“豪”
得起来吗？

梁从诫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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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意识：不要睁着眼睛说瞎话 管别人，先要管好自己

环保的道德信仰：内化成一种生活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