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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的二十万年以来，这个星球历经近四十亿

年演化所建立起的平衡，不再井然有序。当环保的话题变得沉重，人

们似乎才幡然醒悟，我们要修复与自然之间的既成裂缝是多么的迫

在眉睫。

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过高昂，但现在不是悲观的时刻，我们

要了解过去巧取豪夺地球富饶资源的完整真相，并改变这种消耗模

式。人人都恨不得变身绿色环保的超能战士，但浑身是劲却苦于施

展无门。

环保这件奢侈的事，如何坚持，如何有回报地来做，简直要成为

世界第八大难题了。

可持续发展创新咨询公司MakerSustainability Consulting的创始

人Jacob分享了他接触过的一个案例。他为一家制造业的大型企业寻

找解决环保问题的方案。为了让每个人打从心底生出环保意识，他

从领导监工开始入手，让他们不再是盯着工人们做得如何，而是从自

己先开始做环保。一个月后变成5个人在做，三个月后就有100个人在

做……渐渐地，整个车间都进入了状态，这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此

后一年的时间里，在相同的能源消耗情况下，工作时间几乎提升了一

倍，平均能源消耗下降了44%，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因为这为

企业在一年内节省了上千万的成本。

与此同时，它还带来了其他的效应，比如说，培养了节约的意

识。工人们开始举一反三，他们减少了废水、危险废物的排放，企业

的收益和利润都随之变高了，工人们的福利也自然而然变好了。第二

年，当Jacob再次去拜访这个工厂时，看见了完全不一样的景象，它不

再是死气沉沉，不再充斥着各种难闻的气味，取而代之的是，工厂的

窗台上开始种起了小盆栽……这是整个生活方式的转变。

所以，一个人的力量说起来微小却又不尽然，一个人可以影响整

间办公室，一个办公室可以影响一个部门，再让一个部门去影响整

个公司。环保需要大家共同参与，群体的力量才能真正让改变成为现

实。

从禾邻社为植物地图画出一朵花开始，从山水为脆弱的生态系

统送去自然保护队伍开始，从自然之友为低碳饮水搭起的每一处公

共直饮水开始……每一次对自然环境伸出的友好之手，每一次对环

保生活进行的积极探索，都让这些由普通人所组建起的超能绿战队

日益强大，哪怕我们所做的事现在看起来多么微不足道。

燃烧吧，超能绿战队！虽是没有超能力的斗士，但有一颗堪比恒

星的恒心；虽然没有拯救地球的本领，却有着改变世界的力量。

超能
战队绿

文 l 蔡娴    图 l 资料

绿色之禾，文艺为邻
在满目绿意的公益新天地里，有一群热爱生活，充满梦想的艺术青年凝成了一个叫做“禾邻

社”小团体。他们在办公室的楼下开辟了一块自家的小花田，平时会种点花花草草、水果蔬菜，颇有
一番“城市农夫”的自在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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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一种信仰
虽然是艺术机构，但禾邻社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

就是从与普通人息息相关的社区里走出来的。通过4年的

社区实践，经历了社区剧场、社区艺术家驻留、社区艺术

工作室、自然艺术教育四个阶段的探索，找到了将艺术与

公益结合的途径，成为专注于文化产品研发的创作型机

构，形成“全民植物地图”、“小米游侠记——自然艺术教

育”、“手艺社区”三个主体项目。

“自然、人和本土文化”是禾邻社的三个关键词，他

们一直在探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不同的项目去

探索如何能影响大众。之所以将视角定位在“自然”之

上，禾邻社的执行长田晓耕抛出道家的“天人合一，道法

自然”。他认为中国人所谓的“自然”和西方的“Nature”是

有区别的，中国人的“自然”不仅仅是指环保和环境。“大

家都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但我认为中国人的信仰就是自

然。不管是我们的节日，还是传统都指向了自然，我们是

一个自然崇拜的国家。所以，我认为‘天人合一，道法自

然’的文化是每个人心里的东西。”

田晓耕说，禾邻社不仅探讨艺术，也探讨文化。他

们想探讨中国的语言是什么，什么是最多人能接受的东

西？因此，他们找到了“自然”，选择从自然的角度去介

入，探讨一些传统的内容，“这可能是大部分中国人所能

理解和接受，也是我们中国传统艺术观、文化观里最重要

的东西。”

人们常说，如果世界上的树都没了，人类就没法活

了，所有的野生动物都死光了，人类就没法活了……我们

保护这些东西是为了人类自己的未来。在田晓耕看来，这

是一种实用主义的环保，“我们总是把自然和自己的生活

联系在一起，虽然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更希望倡导的

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环保。自然跟我们在地球上的每一个

物种都是相关的，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这种相关性，只有

当你认识到这种相关性的时候，你对环境做出破坏就将

变得极为艰难。”

一个微小而强大的游侠
普通人很难在环保上有所行动，大多人能做的只是

在日常生活中更注意环保话题，而公益机构在社会上的作

用，正是它能召唤起很多很多人对这方面的意识，最后形

成的力量可以带动一些改变。

“当你知道我们种下的植物，它们在春夏秋冬分

别是什么样子，它们掉下来的果子又是什么样子，它们

有着什么样的故事，有谁写过与它们相关的诗……希望

这些联系能够深入到每个人的心里面，这样一来，我们

所谓的环保和自然是一个不攻自破的问题。”带着这

样的理念，禾邻社把对于人、自然和文化的探索装进了

一个叫做《小米游侠记》的绘本里面。这个绘本里描写

了一个8岁的小姑娘小米，她在一年的每个月里所经历

的一切，会跟当月生长的植物、节日串联成一个完整的

故事，创作团队还会把一些跟时节有关的诗篇融入进

去。

《小米游侠记》正是禾邻社的“自然艺术教育”项

目的重要教学工具。禾邻社带着这本绘本从社区走到了

学校，目前，已经为嘉定区14所打工子弟学校的52个班

级2800多名学生提供全年5至20课时的课程。今年下半

年，禾邻社预计还会通过与当地的公益组织和团体将绘

本推广至江浙沪、安徽、河南等地的一些教育欠发达的

地区，授课学校将增加到20所。

“我们希望首先在城市贫困地区进行推广，因为那

里普遍存在艺术类课程或读物缺乏的问题，无法享受

公平、高质量的教育资源，造成当地儿童知识系统不完

整，阻碍了儿童形成良好的审美及创造力。所以，他们比

市区里的孩子更需要这些内容。”《小米游侠记》全册计

划有12本，每个月都配有1本读物。但就禾邻社了解的情

况来看，学校在每个学年里用到8本就足够了。《小米游侠

记》已经推出了《菊花泉》《腌咸菜》《寻龙记》这三本分

册，每完成一册的创作对主创团队来说都是一次极大的

考验。

要进行大量的文本考据；要把深奥难懂的文言文故

事、图案梳理成浅显易懂的内容；要经过大量的文字创

作和故事草图绘制；要下乡采风，还原一个内容更加真

实，细节丰富，情节更加合理的乡土生活……禾邻社希望

让小米变成孩子们的朋友，跟随她去重新发现自然、神

奇、美好的乡土生活。

虽然工作量非常庞大，创作团队还是保持每三个月

推出一本绘本的频率，希望在2015-2016学年结束时为孩

子们完成学校教学所需的8册《小米游侠记》。

与植物的亲密之约
除了让自然意识“从娃娃抓起”，禾邻社还结合上海

市区内的公园推出了面向公众的“全民植物地图”。禾邻

社带领志愿者，通过观察自然的方式，结合手绘、摄影等

艺术手段，联合了十位本土知名设计师、艺术家，为人民公

园、徐家汇公园、复兴公园等十个开放式公园制作精美的

植物地图，并向全市公众免费发放五万份纸板地图。

来参加植物地图活动的人们，在公园里一起描绘每

一朵花的形态，制成植物导览图，介绍在我们身边经常

“只见其身不闻其名”的“植物之谜”。“当我们专注于了

解身边的这些植物时，我们能感觉到身心都得到了一种非

常好的改善。”在观察植物的过程中，田晓耕发现，大家在

公园里细心观察每一朵花、每一片树叶的时候，他们思考

的不再是自己的工作进度、要赚多少钱等生活琐事，“他

们当下所思考的正是我们希望通过活动给到大家的，一

些抛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我觉得这对整个社会都是有帮

助的。”

“植物地图是一个面向公众，让公众来教育公众的

活动，主要是为了唤醒大家的意识。”田晓耕说，这份地

图并不是为了传授知识而是为了传达自然之美。地图上有

诗有画，禾邻社特意为植物地图举办了充满情调的分享

会来为这份诗意增值，参与者通过朗诵会来赏读这些诗

画，分享每个人生活中诗意的故事。“清爽的秋夜，我们将

在美术馆席地而坐，手捧一杯热茶，耳听一曲小乐，自然

而又热烈地交谈。艺术家把他们的创作灵感、故事娓娓

道来；自然达人朗读一篇清新短文，叙述生活中的小清

新……”与自然来一次如此诗情画意的约会，恐怕任谁也

拒绝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