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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地球，做環保

瀛苑副刊

「我記憶中的這裡很美，如今這裡沒有了鮮花……。」在現今這個經濟蓬勃發展的社

會，人們往往只關心自身的利益，卻忘了這些高度工業化下的產物在我們帶來的方便

的同時，背後所犧牲的是我們怎麼也無法彌補的消失的美麗環境。 

 

政府關心的是國庫收入夠不夠，會不會債留子孫，卻忘了想想垃圾處理的速度是否趕

得上垃圾被製造的速度，會不會禍延後代；上班族在意的是節節高升的失業率是否有

下降的趨勢，卻不擔心國人每天每人所製造的垃圾量是呈現不斷上升的狀態；學生怕

的是考試來臨書卻還沒唸完，卻不怕有一天可能樹都沒了，連紙也無法製作。我們每

天都在享受科技發達所帶來的便利，卻忘了地球只有一個，社會不斷的在進步，科技

也日新月異，諷刺的是環境卻不斷的在退步。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地球病了，卻沒察覺其實是人心病了，我們把垃圾的製造視為日常

生活中的一部份，把環境的污染納入工業化發達的指標之一……，是誰讓這個情形發

生、存在，甚至合理化？不要說別人，就是你、就是我。現代人最嚴重的文明病之一

其實是「自私」，因為自私讓我們不考慮別人，甚至不為自己的子孫著想，因為自私

所可以昧著良心把廢物倒進原本清澈的河川裡，因為自私所以可以假裝空氣不是無色

無味，因為自私所以遺忘大自然的恩惠。 

 

近幾年來人們開始發現山河不再美麗，稀有動物絕跡的速度越來越快……，才發現我

們對環境已經造成莫大的傷害，即時的挽救是否來得及沒有人敢給肯定的答案，但是

遲來的覺醒總比永不覺醒來的好的多，像前陣子開始實施的自備購物袋政策與台北市

實施年餘且頗有績效的垃圾不落地政策，都顯示台灣的綠色腳步有漸漸跟上世界的節

奏。資源回收是最容易落實在日常生活中的環保行為，不浪費就是做環保，且同時也

是最有效的垃圾減量與再利用的方式之一，鼓勵國人多使用再生物品也是現在最需要

大力推動的，良好的環保習慣是需要長期培養的，政府應有完善的規劃與配套措施

，且環保知識的灌輸也需從小配合教育實施，才能將永續利用的關念深植於人心。環

保工作永遠不嫌多，而且事先完備的積極規劃比事後的消極補救來得更重要。 

 

在浩瀚的宇宙中，我們每個人都只是短暫停留的過客，應該讓地球的美好能夠永續發



展，使後代子孫都能分享這美麗的星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