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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什么要写这些草　　每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想写些什么。
　　每当我写些什么的时候，我所有的欲望都会消失净尽，我的面前只有即将出生入死的那些文字。
　　我有时候会开玩笑地和朋友们说，我只会写东西。
这话的意思是，我想把我此生能够想到的所有文字，都凝聚成形，提炼出来。
　　这世界上值得做的事非常多，而我很奇怪地撞入了民间环境保护领域。
我心里很清楚，中国环境保护的唯一希望，就是民众的参与。
没有民众的参与，一切都是假戏。
　　这世界上值得写的人非常多，而我总是一选再选，选择了浑身上下都是草的那些人。
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看，无论你俯视平视正视斜视仰视，也无论你忽视蔑视鄙视歧视珍视重视礼视迷视
，这些人都不是树。
他们脚踩大地，头顶阳光，在风雨中飘摇，拼命地集聚着所有的水分，就为了能够抓住一切生长的机
会，让这个世界看上去美貌一些。
一切生命力在草根，一切英雄都出在民间。
　　2008年到2010年，我写了大约30棵这样的青草，先是在《北京青年报》上逐月陆续刊发，后来结
为一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取名叫《教你如何做环保——中国民间环保传奇》。
2010年3月份之后，我又陆续写了将近20棵青草，还是在《北京青年报》上逐月首发，又准备结为一集
，取名叫《别给环保一点机会——民间环保大成就者言行录》，麻烦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为了帮助读者更准确地了解他们，这一次，我在每篇故事之后，都追加了一篇短文。
这些小文章或者是由我所写的这些青草自己写就，或者是其他人的辅佐之作。
其目的，就是想让看到这些青草的人，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它们身体里奔流的血液，它们血液里融化的
思想，它们思想所转化出来的行动，它们的行动所带来的美化、进化、暖化和良化。
　　我只愿意以所有笔墨，去绘写这些青草，我尽量把它们还原，使它们逼真，把我所收受到的触动
、激发、美好如实地传递下去。
　　接下来，我还会继续这样忠实地写。
只为了更好地记录它们的存在，只为了想表白一表白，当人们摆脱成为大树的虚妄，都把自己当成一
棵草时，这个世界可能还有希望。
至于何时会再结为一集，至于结成的集子会取什么样的名号，我现在不得而知。
就像我不知道，要描述的下一丛青草是谁一样——我永远只知道，我写的这些青草，属于哪一片生态
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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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别给环保一点机会——民间环保大成就者言行录》汇编了关于致力环境保护工作的一群普通人的报
道文章。
作者冯永锋将他们誉为青草，希望读者通过这些文章能够更清晰地看到他们身体里奔流的血液，他们
血液里融化的思想，他们思想所转化出来的行动，他们的行动所带来的美化、进化、暖化和良化。

《别给环保一点机会——民间环保大成就者言行录》读者对象：关注环境保护问题的广大社会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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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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总是以最简陋但却最锐利明快的方式完成最不可能完成的野外考察 刚刚认识杨勇的人，总以为
他是个探险家，因此预期中的见面，总是觉 得他 浑身上下都是一副野外的装备派头。
然而人们总是失望的，杨勇对装备没有任何的期待，他倒不是不太相信 这些 装备有无作用，而是因
为他要出发的时候，要么是那些承诺资助的钱总是迟 迟不 到账，要么是承诺配给的装备永远未见收
货单。
在考察第一的情况下，他只 能以 最简陋的方式出行。
1985年，杨勇准备长江漂流时，为了省钱，就到废品公司，去找废布，请缝 纫师傅，缝成三角型，做
成了帐篷。
2009年，由于资金严重匮乏，帐篷也是 在玉 树的一个市场里，买最便宜的那一种，那样的帐篷，才需
要花80块钱。
在西 藏阿 里，由于没有费用，问了好多家旅馆，最后决定全体队员一起住到羊圈里，有时 候，你会
发现他嘴里啃的面包，已经过期发霉。
然而杨勇认为一切物质都不必在意，需要在意的是你要做什么，既然你 想做 某件事，你就要用最明
快、最锐利的方式去完成：很多人在等待中消耗了生命。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等待。
简陋有简陋的 好 处。
你可以向当地入学习，你可以向自然界学习。
在中国已经没有所谓的无 人 区，几乎每一个地方都人烟密布。
无论是藏北地区还是青海可可西里、唐古 拉山 乡，这些地方近年来人口增长非常快。
他们在当地可以生活得很好，那么，当地 人穿着的那些东西，就是最好的户外服装；当地人使用的那
些器材，就是最 好的 户外装备。
他们能够在当地生活，你当然也可以用他们的方式在当地生活。
他们 的生活经验是几千年来积累出来的，一定最科学最简易。
比如帐篷，牧民搭 帐篷 只需要两根木棍，非常容易就搭好了，我们搭个帐篷，非常费劲，但却很不 
实 用。
另外，你可以去除很多不必要的羁绊。
真的，我们的野外考察的时候，很多 入由于想得太多，准备得太充分，反而把你最需要做的业务给淹
没了。
比如 我们 考察长江源头时，有一段要漂流，其实这时候装些大米、肉、蔬菜，再有炉 子，就够做饭
了，可大家装了好几箱子的压缩饼干啊、能量棒啊这样的东西，结 果，橡皮艇太沉，加上没想到河源
由于干旱，水越来越浅，人们不得不随时下来 拖着 艇走。
这种装备过度的心理，在我看来就是自找麻烦。
在这个时候，最简单 的方 式，其实是最有效的方式。
只要你到了野外，你就肯定会遇上困难，在这时候，除了经验，最重要 的是 冷静。
2009年6月13日，四辆越野吉普车，由杨勇带队从成都启程出发。
考察 的路 线贯穿四川、青海、西藏、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 等省 及自治区
，包括昆仑、祁连两大山脉，主要考察昆仑山脉、祁连山脉冰川面 貌及 演变趋势、西北地区冰川总
储量及消融状态、冰川径流水文情势及蒸发规律、冰 川径流利用现状等目标。
11月6日晚，经过半年多的艰辛考察，科考队才回到成都。
这是耗时142 天，行程四万三千多公里的考察。
杨勇颇多感慨：“一是要胆识，二是要运气。
”在考察黄河源区时，科考队进入黄河上游的第一个沙漠——雅娘沙漠，没想 到四辆吉普车全部陷入
泥潭，无法动弹。
直到第二天才有转场的牧民经过，于是 请求其用摩托车拉一名队员出去，“跑了100多公里，找个有
信号的地方求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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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天，救援车带着器材赶来⋯⋯带来的几块木板救了我们。
”进入阿尔金山考察后，由于淡水缺乏，杨勇不得不将所有水进行集中管 理，“由于一些队员有其他
安排离开，当时队里只剩8个人，我们规定3人每天共 饮一 瓶水。
”翻越祁连山时，由于遇上大雨天气，科考队四次寻找山口翻越均失败，“五 冲祁连山啊！
”杨勇说，这样的事在野外考察中很普通，汽车从10多年未用 的木 桥上冒死开过去，桥架在车轮下咔
咔直响，而桥下是奔涌的河流，随时可能 丢掉 性命。
2010年8月份的一天，考察队在西藏北部的色林错，遭遇了一次生死考 验。
考察队当时的队友、北京生态工程研究院的研究员王方辰，打开电脑，向我 重播了当时的视频。
这视频，是杨勇的儿子杨帆拍摄的。
2005年起，杨勇就 有意 识地把儿子，带入了他的探险生涯。
8月9日这一天，他们一直走在坚硬的湖床盐碱地上，这时候，一湾湖水 挡住 了去路。
像往常一样，杨勇选择最窄的水面冲过去。
车子刚一进去，水就淹 没了 车头。
没有像往常那样前后挣扎，而是静静地在水面漂浮，接着就开始下沉。
湖 水深达数米，车很快就没顶了。
杨勇打开门，先漂到了水面上。
王方辰说：“他 一打开车门，水就进来了，留给我的时间，就几十秒钟。
”杨勇来不及脱衣服，马上潜入水中，与王方辰一起砸碎车窗。
王方辰凭 生 存的本能，从窗口里爬出窗外。
出来后正好有个睡袋也漂出，他下意识地抱 着睡 袋，其他队友赶紧过来扶住，才慢慢地缓过劲来。
“要是再延迟10秒，我就 没机 会坐在这里给你讲这个故事了。
”派两个人去求援，留守的人熬过了冰冷的一夜，第二天才开始打捞行李。
几 乎所有的装备、仪器、资料标本以及补给，全都湿透了，不少都泡坏了。
这样的经历，其实每天都可能发生。
有时候杨勇是故意往险处走，有时候在主干道上走得好好的，走不上10 公 里，杨勇就会向“无路之路
”开去。
有时候这样走起来会近一些，有时候则 会冒 很大的险。
这就是杨勇异于常人的地方。
他需要追根溯源，他必须到达现场，在 别人给不了答案的时候，他选择自己去获取。
哪怕这个答案在常态无法到达 的地 方，哪怕为了得到这个答案需要填补空白，而全部过程将很可能
没有后援，没有 保障。
进入高原之后，他全部的心思就只有高原，只有自然界，只有那里的 湖 泊、山脉、冰川和河流，以
及养育这一切的一切。
杨勇不是个迷信运气的人，但他知道，在野外，你越冷静，越淡然，越 可能 在绝望时找到希望，越
可能抓住一点点机会找到转机。
虽然，杨勇每一次考察几乎都不知道是否能活着回来。
在野外的代价很 大，他早就忘记了什么叫恐惧。
“每个人从生理上就会恐惧某种状况，比如我，天生不恐惧高山和悬崖，但 天生恐惧水。
但综合来看，这些探险对我都有吸引力，尤其是要考察，这些 都必 须要过去，否则你就不能考察。
”要长距离长时间深入无人区，风险是巨大 的，翻车、陷车、断油、断粮、团队内部的分歧等等，一
个细节可能就会决定生 死。
“很多次能死里逃生就是靠运气，上天在盯着我们，很多次我们都是面 临 绝境，最后，总有一个偶
然因素让我们绝处逢生。
这很奇怪，到现在我都无 法解 释，这种事例实在是太多了。
”在“为中国找水”的一次考察中，遭遇的一次险情就是如此。
“我们开 着吉 普车逆流过河。
过河前我观察了下，根据经验，估计是可以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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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 是汛 期，水实在太深，大浪一个接一个打过来，河水已经淹没到了吉普车的窗户，吉 普车的
发动机忽然之间熄火了，顶不住大浪的吉普车摇摇欲坠就要被浪冲走 了。
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完了，车很可能就没法再打着了，而且车就要漂走了，就 是有 人来救援都没办法
救了。
而且，即使你打着了车也基本没用了，因为河底都 是很 软的淤泥，车已经陷住了。
这种情况下，一瞬间的反应就是连看都不想看，就那 么随水漂下去了。
但我没有放弃，还是在使劲打火，过了几分钟发动机居然 又被 打着了，一般而言，车即使被打着了
也走不动，但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头 在水流的冲击下居然摆正了车身，小心翼翼地把车慢慢开
到了河岸。
”在二十多年考察经历中，无论身陷何种险境，杨勇坚持从不呼救。
杨勇 的 朋友、中国荒漠化基金会副理事长张世君，送了一部军用海事卫星电话给他。
可 杨勇不敢用，怕电话费太贵。
“救援太复杂了，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社 会资 源，更重要的是在那种情况下，救援者可能还不
如我们熟悉道路，救援的人 可能 比我们更危险，代价太高。
我相信自己的处置能力，在我的方案里就没有救 援这 个词。
”“我的考察，只关注自然生态和社会问题。
这方面愿意做的人太少，主 流科 学家也不愿意做。
而我想做，那就得我自己去开始，你不能又想了解情况，又只 知道给别人增加负担。
我太太从反对到没反应，现在已经很习惯了。
”P15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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