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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1月份的一天，著名环保人士李波给我打电话，说汪扎到了北京，来参加一个纪录片展映活动，
想到中关村转一转，买台新的摄像机。
我赶紧向中关村赶，在乱哄哄的电子产品市场里，我们会合了，然后谨言慎行地在各个卖场里走着，
担心每说一句话都会招来难以抗拒的商家纠缠。
然而我们毕竟要看一看货色，因此在一家商铺里停了下来，喝着商铺销售人员殷勤递上来的用一次性
纸杯装的温开水，汪扎坐在沙发上，试了试几款产品的功能。
我突然涌起写一写他的冲动。
2005年夏天起，为了写《拯救云南》，我在他家住了许多天，他们一家人都把我当成了朋友，我也厚
脸皮地尽情享用他们家的酥油茶，跟着他们一起干活，随他一起到千湖山去拍摄杜鹃花。
有时候，我们坐在村子边，看着面前的一片沼泽地，慢慢地谈论着过去和未来。
我给北京青年报的编辑尚晓岚打电话，说了我的冲动和想法。
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91级的学生，对此很是支持，说你写吧，你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此前我曾经写过曾养志教授和唐锡阳先生，写得很是笨拙，她给精心地编辑后，刊发了。
得到了她的鼓励，我开始静心尝试用北京青年报人物版的风格j写了汪扎这个记录香格里拉风云变化的
村民记录者的故事。
接下来，大概一个月，我就写每一个我特别想写的人，只要我发念，只要我觉得有足够的能力去写，
我就坐在桌前写。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是用生命个体的智慧和毅力，生活在民间的荒芜而生机勃勃的草地上，并
试图向各种社会权力诉说环保真理、程序正义、群体智慧的人；他们是一个个巨大的生命传奇，让我
赞叹不已。
传达我感动的唯一方式，就是用我所习惯于动用的笔墨，去描一描他们的生命实况。
说起来我是一个职业的记者，但我这里写的每个人我都没有对他们做过采访，至少没有做过严格意义
上的面对面的采访。
我自信不需要采访，或者说，我相信随时都在采访。
我拿出尽量长的时间，与他们一起工作，一起生活。
偶尔拿我眼角的余光，看一看他们的背影；偶尔拿我生命的硬盘，刻录他们行走的片断；偶尔遣派感
觉的细胞队，去巡视一下心肺的呼应。
我唯一敢肯定的是，我尽力开启了身体所有的感知系统，来接收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信号；我不敢肯
定我的愚钝是否消解着接收能力和感应能力，我只能尽全力支撑接收系统的勉强运行。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株草，都在顽强地向上生长并用自己的身体去尝试自身存在的价值。
这本书里的三十多株“环保青草”，只是我这株小草在生命大草原中偶然或者说必然的相遇。
我不敢说我有能力成为他们的相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用粗笨的文字去模拟他们的业绩，以帮
助其他的青草们，便利地知晓如此这般的存在。
书的名字，原本想要叫“向权力诉说真理”。
这句话是从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复制来的。
他当时写这文章的目的，是记录“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理念被逐步接受的艰难过程。
这样的题目，非常符合本书的原始状态。
最后改成了今天的这个标题。
改完之后，觉得倒也合适，因为，从做环保的角度来说，我所写到的这一株株民间青草，无一例外全
都是中国当前最好的环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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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一株草，都在顽强地向上生长并用身体去尝试自身存在的价值。
这本书里的三十多株“环保青草”都是用生命个体的智慧和毅力，生活在民间荒芜而生机勃勃的草地
上，并试图向各种社会权力诉说环保真理、程序正义、群体智慧的人，他们是一个个巨大的生命传奇
。
环保要转身，需要尊天敬德、天人合一、身心境和的整体思维和联合行动。
    以环保和公益为出发点的民间环保组织的任务其实很简单，权力其实很细微，但是它能起到一个作
用，就是疏通经络、释放情感、导流能量。
    环保组织的天然公益性在社会上是稀缺的，所以，虽然其非常微小，虽然其进入公众视野的时间不
长，但显然，由于公益能量本身一直潜存在所有公众的心中．因此，当时机到来，公众打开闸门之后
，你会看到，社会上一条条溪水正奋勇往环保组织方向流动。
    环保组织本身没有增持能量和制造能量的权力，环保组织的权力就在于通过自身的智慧和理想，激
发社会上各种各样的水库开闸放水，让社会上各种能量互相关联和爱护起来，互相激荡，互相增持，
促进社会生态系统的多样化。
这样，能量释放的有效性和可爱度就会好一些。
    中国的环保事业，处处充满“商机”。
无论是污染治理厂商，还是环境保护部门；无论是环境监测机构，还是民间环保组织；无论是大学生
的环保创意，还是家庭主妇的育子理念，几乎每一枚分子，都有可能得到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成为你
的投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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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永锋
　　1971年出生于福建北部山村，1990年考入北京大学，1990—1991年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I一年
，1991—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
1995—1998年在西藏日报社工作，1998年至今在光明日报科技部工作。
 
    2006年撰写环保科普报告文学《拯救云南》；2007年出版讨论中国城市如何实现“自净”责任的市
民环保报告文学读物《不要指责环保局长——从北京看中国城市环保出路》；2007年12月推出环保时
事评论集《环保一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2008年4月出版揭示中国森林危机的环保报告文学《没有大
树的国家》；2009年5月出版《边做环保边撒谎一写给公众的环保内参》。
 
    目前在从事森林生态、草原生态、湿地生态、物种保护方面的现状调查和中国优秀民间环保人物的
故事撰写。
2010年出版了《为民间环保力量呐喊》和《狼无图腾——草原在哪里》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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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彭宇，原来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也来到了大坪村，开始协助推广大坪村的“乐和生计”
。
乐和家园还和成都一些大社区以及成都业主委员协会的秘书长谈成了意向：社区支持的大坪村的生态
农业、生态食品、手工制品、生态文化旅游，都愿意参与对接。
城市与乡村，建立了一个互帮互助、互利互惠的通道。
“乐和家园”很注意突出村民自主能动性，村民们结成小组互相帮助重建新居。
村民根据自己的需要可以灵活地选择各种户型。
以就地取材和外购材料的方式相结合，自主地按照设计好的各种户型在工程专家的指导下建设自己的
新家。
这样就杜绝了外聘施工队产生的巨大费用和巨大的资金浪费。
援助所拨发的每一分钱都切切实实的用在了新居的建设上。
又从根本上杜绝了施工过程中容易发生的偷工减料问题和私自建设导致的设计和建设不规范的风险。
在廖晓义请来的民俗学、建筑、设计学专家的帮助下，一个忠实于原地区乡土文化和乡土气息，具有
良好的功能性并兼具实用环保的新村落正在悄然兴起。
廖晓义总是想变化。
她觉得不合适的。
就千方百计要变化之。
她坐在大坪村里，发现自己不喜欢“农民、农村、农业”这三个词。
她想要改变“乐和家园”的设计充满了一个哲学家的中国环保理想。
“乐和”这个词，其实是从“乐活”变过来的。
十多年前，国外兴起了“乐活族”，这个词被中国一些传播人士引进之后，几年之内使用得也很普遍
，2005年，廖晓义也喜欢用“乐活”这个词，因为这个词的内涵与“生活环保”的理念颇为接近。
但她总觉得这个词有些不妥，尤其与中国的文化有些不相称。
她想找个更合适的词来代替，她想变一变。
有一天，“乐和”这个词浮现在她眼前。
“中国文化自古就讲和，也讲‘君子和而不同’。
身体与心灵要和，个人与集体要和，人与自然要和，群体与群体也要和，只有心和，才可能合作；只
有合作，社会才可能互相通融和理解，社会才可能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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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个年轻人，想创造一个全球都关注的日子，他就做成了，于是全世界的公民就有了“世界地球日”
。
一个人的想法成为全世界的想法，一个公司的产品成为全世界的消费品，这不仅仅是人类创意的魅力
，而且是人类“附和”的魅力。
所谓的“附和”，就是对好的想法的积极支持，对有理想的青年，有理想的老人，有理想的妇女，有
理想的儿童的积极认同。
以前在中关村浸泡的时候，总是很悲伤地看到某个教授有了某个发明，但由于缺乏社会的“附和”，
于是，要投资找不到投资，要管理找不到管理，要销售找不到销售，要财务找不到财务；教授与教授
夫人一块儿上阵，博士与博士儿子一起“经商”，好端端的高新技术公司，不是开办成夫妻小卖部，
就是父子工作坊。
长也长不大，死也死不成，十年前看他们是孤苦伶仃地挣扎着，十年后还是伶仃孤苦地挣扎着。
不过现在的社会似乎好一些了，大家都有附和他人的意愿和能力。
而此时，我放眼四望，发现中国号列车已经驶进了“公民环保轨道”。
于是，在世界地球日，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中国的社会，有许多人会开始去投资环保组织。
倒并不是说投资环保组织产出最大，也不是说公益时代只有环保最需要投资。
在这个社会，也许所有投资都有其值得赞扬的产出，都有其必要性。
只是在中国，环保组织是一个相对稀缺的但有望蓬勃发展的行业，当社会倾力对它们投资之后，它们
向社会提供环保产品的质量将越来越好，提供的环保服务越来越丰盛。
未来的时代，是政府、企业和社会越来越乐于采购环保组织服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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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乐活人、地球公民、潮人父母统统关注环保，告别“2012末日情结”，民间环保力量领跑“可持
续发展”，比金融危机更可怕的是环境危机和能源危机，通货膨胀投资什么最增值？
房市？
股市？
黄金？
是投资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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