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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苦行对学校教育的启发 

/陈闻天 

前言 

由绿色盛会主席黄德号召，从关丹步行至吉隆坡的百里不服从运动，始于 2012 年 11 月 13

日，全程参与者约 40 人，一行人绕开高速大道取道 2 号公路行进，经 14 个大小乡镇，并在 26

日早召开“人民议会”通过三项议后宣布解散。华文主流媒体在此次运动中，为了满足民间

“乡愿”，不遗余力的提供 14 天的全程报导，无疑推高了黄德在华人社群间的形象，刻画出其

反莱纳斯稀土厂立场的坚定。本文无意梳理围绕此次运动而起的论争，也不打算评论黄德的人

品或处事态度；需略加补充的是，彭亨州反殖民运动史上，迈稷劳（Mat Kilau）也曾率众徒步

至吉隆坡上书，要求英殖民政府撤离，故此次反莱纳斯稀土厂运动，绝非前无古人的自创之举，

剥开层层垒迭的话语，文中仅述及可成为教学材料之内容。 

2012 年 12 月 5 日，隆雪华青举办《环境运动的最后一里路？》座谈会，会上邀请了时任

绿色盛会宣传主任的李健聪、净选盟母亲团委员吴启珍、“苦行”协调秘书陈闻天及时任《当

今大马》中文版主编杨凯斌四人，从各面向谈马来西亚环境运动的后续发展。本文将延续座谈

会上谈及的回顾及反省，进一步思索环境运动与环保运动的矛盾与冲突及公民运动与教学实践

的可能等数面向。 

一、“现代性”与“高消费”是个好东西？ 

莱纳斯稀土厂始建于 2008 年，获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为其营运安全背书，多位部长更屡次公

开表态支持，同时欢迎更多类似重工业外资公司莅马设厂。2011 年 10 月 9 日，由关丹人民组

织的“拯救大马委员会”（Save Malaysia Stop Lynas），首次号召民众参与不服从运动。 

借“冲击与反击”论观察，国内的环境运动正好符合这样的理论，沙巴的万年烟炼铝厂、

砂劳越的巴贡水坝、边加兰的石化工业、遍布全马的垃圾焚化炉、万绕的高压电缆、武吉公满

的山埃采金厂、80 年代设立的红泥山三菱稀土厂，多是在地居民意识到伤病、土地征用不公等

严重性后，方采取较积极的抗争运动，绿色盛会曾尝试扮演凝聚各地区抗争力量的角色。 

面对执政集团、掌握世界资源的财团、犬儒专家所提出的“工业化”、“先进国”、“高

就业率”、“高经济成长率”等现代化意识形态，各个地区组织起来的运动，先后提出了“永

续地球”、“环境正义”、“为子孙后代谋福”、“公平、公正、透明施政”、“马来西亚不

是工业垃圾桶”、“向工业殖民说不”等论述，这在在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欺凌，少数群众向

极少数精英集团的控诉及争夺话语权的努力。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作出如是提醒：“当一个社会按照它自己的组织方式，

似乎越来越能满足个人的需要时，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批判功能就逐渐被

剥夺。”杰克孙则在《向经济成长说不》中提到：“今天消费社会的制度设计，似乎愈来愈偏

爱一种特别唯物取向的个人主义，并鼓励消费者不断追求新奇。因为，要维持经济运作，正需

要如此。问题是，追求这样的经济成长，会让我们都变成短视的、个人主义的新奇追求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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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正是让经济体系生生不息循环下去的必要之恶。”因此，当面对国内诸多的环境课题时，

如何抨击执政者政策、藉不服从运动进行抗争，同时进行更为深入的内省是不可偏废的功课。 

民联政府执政槟、雪后，分别展开不同程度的环保运动，采征收费用制以期能减少塑料袋

的使用率，成效甚微之余，同样不能再循环的环保袋更派生出更多问题。回到马来西亚的环境

公害，普罗大众或愤世嫉俗者自可将所有问题推诿至执政或财阀精英，不过细究根源，污染、

生态破坏、能源耗尽、臭氧层穿洞及全球温室效应等课题，皆与致力于现代化及不遗余力陷于

消费糖衣者有不可推搪的关系。 

现今的环境运动仅止于对环境或人体产生危害的工业，若人人期盼舒适的生活、丰裕的物

质享受，可以想见的是，马来西亚乃至全球的公害问题不会减少；同时，对现代性的过度期盼

及追求高消费推动的经济成长，减碳、低污、无辐射的环境将仅可见于电影阿凡达之中。 

二、自然界的报复？环境课题的教学选材 

高一下册选入日本作家星新一的小说《喂——出来》，故事题材颇为新鲜甚能吸引学生的

兴趣，故在教学安排上，除了略微提及日本文学史上，作家特爱以战后遗民好战的民族主义情

怀作为题材外，亦特别提及日本作家甚为关注核灾难及环境骤变等课题。 

小说中述及的内容概要为，有一个镇凭空出现了一个无底洞，因此引来了各领域的人前来

观察、研究，尔后落入了财团手中了，开发成肆无忌惮弃置各种垃圾、秘密文件、辐射废料等

的“工具”；小说结尾甚为精彩，闷天响起的不是雷声，而是长且沉稳的“喂——出来”，伴

随而来的是漫天垃圾。 

这样的一则小说，恰好可与较学术性的书籍合读，故在导读安妮·雷纳德《东西的故事》

前，特给同学们播放了黄明志的《四大皆空》一曲，使学生对去年发生的日本 3·11 大地震有

理解之同情。安妮在其著作中提到：“全球收入不均的问题非常惊人。目前，全球 1%的富翁拥

有的财产和‘东西’，是倒数 57%的穷人拥有的总和。”作者所提出的这一数据，恰好能呼应

上节提及到高消费产生的问题，她进一步指出持续的经济成长将会碰壁，并耗尽经济学概念中

的自由财货（天然资源）。 

减碳一直是环境运动的主轴，自《京都条约》签订以来，实际上遵守逐年减少排碳量的国

家几乎没有，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最高含量极限为 350ppm，2009 年已达到 387.81ppm。谈及

此处，除了让学生了解是项国际协议外，也提醒他们思考为何许多重工业选择到发展中或落后

国家设厂。 

除此之外，介绍《地球宪章》及《全球绿人宪章》，并让学生阅读并讨论部分段落: 

《地球宪章》: 

10．确保各级经济活动和机构以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促进人类发展 

（1） 促进国内财富和国家间财富的公平分配。  

（2） 增加发展中国家的知识资源、金融资源、技术资源和社会资源，并免除它们的

沉重国际债务。  

（3） 确保所有贸易都支持可持续的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和渐进的劳动标准。  

（4） 要求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机构在公共利益方面的行动具有透明度，并对其活动

的后果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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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公民意识者，应制定符合社会正义及环境正义的决策，这比让学生功利计算人际关系的重

要性更富教育意义。 

无论是垃圾、碳排放量乃至辐射废料，皆是人类走向文明随伴随而来的产物，因此，师者

在教导学生掌握应试技巧及知识的同时，不应忽略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光明与黑暗，且人生选择

不应仅着眼于成为有钱、有势之人。《喂——出来》一文，恰好能让学生知悉自己是自然界中

的一份子，补充了未能从课程纲要里头习得的知识。 

三、大隐、小隐？身体力行爱护环境的例子 

2005 年，马拉威发生打饥荒，国内 1 千 300 万人口中，有 500 万人急需食物援助，不过时

任总统沙利卡拒绝了国际援助，并将大部分财政支出用于辅助农业，此举除了改善国内粮食短

缺的情况之外，也使国内生产结构发生转变，同时不再仰赖他国进口粮食。沙利卡总统此举后

来为邻国所仿效，掀起了非洲的“绿色革命”。 

马来西亚有甚多土地可开发成农耕地，但获财政预算拨款资助及获农耕地的农户仅占少数。

少东在梧桐再也的农场工作，获两位年逾花甲的老板赏识，得以边工作边实践其理想；他直言

市场上的有机蔬菜大多含有大量的杀虫剂，因此大胆不盲从潮流，坚持农作物的天然、低农药。

同时，他将农地一隅开发成野营地，协助学校或团体举办体验营，推广农业，让参与者自行下

田翻土、播种，更欢迎自行收割及决定收成后的农作物作何用途。 

日本政府在二战后，为重振国内经济，提倡一町一特色，近来台湾乡镇亦开始推展此概念，

使一地方特色更为浓烈。Kamo，一位 24 岁的年轻人，顶着旁人的异样眼光在家乡吡叻寿活新

村开设了名宿，凭一己之力协助投宿者安排交通、行程，同时更带着旅人一起享受慢活。闲暇

时，更邀约友人骑铁马环马发觉地方特色，摄影记录一地的风土民情。 

马来西亚联邦政府近年来大量圈地，除了圈定关丹工业区设立稀土厂外，东南角的边加兰

亦划为石化工业重镇，砂劳越施工中的 20 余座水坝目的亦是为了州内划定的炼铝、铁等重工业

设施供电。若以马拉威为借景，农业及旅游业当可成为马来西亚的“绿色革命”渠道，上述两

位年轻人既是身体力行爱护环境的例子，实际上无需汲汲于引进国外企业。 

结语 

本文并不是一篇合格的教育研究报告，因此有许多地方是应该补强的；本文第二部份本应

设计学习单，以便能从中分析学生的领悟的道理，除此之外，也应更详细叙述如何选取教材配

合课文。 

综上所述，从不服从运动到生活实践两者并行不悖，社运分子、参与者除参与之外，更应

在生活中实践对环境的爱护与保护，沃德副教育强调要让孩子赤脚踩在大地上，两者属同样道

理。马来西亚的环境运动自绿色盛会 1.0 至今已持续近三年，是时候制定更能符合马来西亚国

情、尊重多元种族、宗教及社会、能保护生物多样性、爱护环境的政策，或许“绿党”是现今

僵持不下的两线制的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