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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生活的周遭，自然植被天天遭到破壞，綠意越來越

少，代之而起的是冷肅灰霾的石屎森林，壓迫我們的生存空

間，戕害我們的心靈，使我們越來越受到機械時代的模塑，成

了類機器人，逐漸喪失了天真活潑的原始本性。許多人都感慨，

生活環境改變得太快了，令人難以適應，但又覺得這是文明進

步所不可避免的變化，是現代工業化必須付出的代價。一方面

是食衣住行越來越方便，基本的物質生活條件得到改善，住進

了高樓大廈，享受現代廚浴設備，電燈電話不說，電梯電腦也

不在話下，能夠想到的電子用品，一應俱全。另方面卻是整體

生活環境的惡化，門前的大樹砍倒了，屋後的竹林鏟平了，小

溪填成了柏油馬路，山丘挖成了購物中心。草地沒了，樹蔭沒

了，鳥聲不再，蟲鳴不再，只剩下現代都市的喧囂與乏味。

從綠蔭滿地到灰塵蔽天，從清澈的溪流到污染的河道，

或許這是現代化的必經之路，然而，變化如此之大，卻讓我們

猝不及防，在毫無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喪失了寧謐美好的精神

家園，在享受物質進步的同時，感到內心深處的不安，好像預

知要出現地震之前的異常跡象，卻又不知道怎麼應付，只好忐

忐忑忑的，過一天算一天，不敢去想維蘇威火山爆發的後果。

序

心中的一片綠 鄭培凱



記得四五十年前，讀過當時震撼人心的一本書《寂靜的春

天》（The Silent Spring），說的是滴滴涕（DDT）對環境的破

壞，雖然能夠殺滅蒼蠅蚊蟲，讓我們不受這些害蟲的滋擾，卻

同時滅絕了其他的物種，顛覆了大自然的生物鏈，最後造成可

怕的化學毒害。不久前和朋友說起，他就回憶起小時候捕魚，

在小池塘裡倒下一瓶滴滴涕，滿池子魚蝦都浮上水面，儘管撈

吧。不費吹灰之力，就滿載而歸。我問他，魚蝦都是毒死的，敢

吃嗎？他說，那個時代誰知道有毒沒毒，回家就煮煮吃了，全

家都挺高興的。現在可是不敢吃，不就是吃毒藥嘛。回想起當

年事，心中還有無限愧疚，因為小池塘從此再也沒有魚蝦，後

來就填平了，也同時填平了童年的快樂。

經過了半個世紀，我們對人類破壞自然有所認識，對污染

造成的公害有所警惕。但是，大多數人仍然處於一種被動的

麻痹狀態，並未積極參與環保，沒讓自己心中隨時滋生綠意，

拓展心中的一片綠意，沒讓保護環境的認識，付諸實現。我們

說，只有一個地球，就應該認真思考這句話的意義，是只有「一

個」，無可替換的，毀了就是毀了，不可能重生的，至少對人類

是如此。

我聽過有位學者說，大自然的變化超乎人類的想像與行

為，我們能做的不多，功效也有限，因此，環保不環保意義不

大，自然會做出自己的調節，地球總有再生的能力。你看，六千

五百萬年以前小行星撞擊地球，造成恐龍滅絕，大多數物種消

失，地球不是再度浴火重生了？而且連熊貓與蟑螂都能夠繼續

存活，一直活到今天。我跟他說，地球經歷巨大的災難，的確

有可能再生，可是人類會絕滅，你是希望人類絕滅嗎？即使不

絕滅，變成蟑螂一樣，你覺得活得有意義嗎？

所以，在我們還能看到地球存在一片綠意的時候，心中也

要存有一片綠意，要時時刻刻都想到如何保護我們的環境，讓

自然的生機永葆青春。不要等到污染到不可救藥的時候，再來

呼籲，再來談甚麼「誰污染，誰清理」，追究法律責任。心中存

綠意，人人來環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