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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野大小事荒野大小事

當歐巴桑我暗自檢討自己只認識「盤子」裡

的東西，像是烏賊、透抽之類，應該要多讀點書的

時候，薰衣草話鋒一轉，說起了溼地遭人為破壞或

開發而減少、桃園特有藻礁因開發而死亡、美麗珊

瑚礁因為海水溫度上升而白化、在綠島溫馴的海鰻

「平平」和「安安」被吃掉了！漁工割下鯊魚鰭後

將還活著的鯊魚推下海中任其自生自滅！

每一張照片都觸目驚心，讓身為人類的我自

省，是否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雖然我不

是排放高溫污水造成珊瑚死亡的企業，不吃奇怪的

海鮮，也沒參與破壞溼地的開發工程，但這些海洋

受的傷真的與我無關嗎？

而演講的高潮，也是最強而有力的一擊，是中

途島信天翁的紀錄片，搭配淒美的音樂，訴說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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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一直自認為自己還算環保，家中的垃圾確

實分類，保特瓶、紙類、塑膠罐、鋁罐、

玻璃、紙類一律回收。去參加研討會時，我記得

帶自己的杯子、家裡沒人的地方一定關燈、家中

冷氣設定 28 度、撕擦手紙不超過 10 公分長、身

上常常帶個購物袋…等等。但是聽完推廣講師薰

衣草 ( 本名：巫珮瑄 ) 的重新認識海洋演講以後，

才驚覺自己其實做的太少。而身為人類，對海洋

及地球生物造成的傷害又太大。

在演講的前半段，講師非常有技巧地使用了親

子團照片連結了對海洋生物的介紹。當我看著一張

張可愛小臉觀察潮間帶，認識濕地上特有生物的照

片的時候，讓身為媽媽的我開始幻想我家小人有一

天也將踏上這樣的旅程，用小手去摸摸看，好奇地

問：「這是什麼阿？」。心裡也讚嘆著，原來台灣

海洋這麼美，這麼得天獨厚，擁有這麼多特殊的物

種，講師薰衣草真厲害，認識這麼多生物的名字。

重新看見海洋
聽完薰衣草分享後的感想

洋洋流將垃圾帶到了千里之遠的中途島，島上信天

翁幼鳥吃下塑膠後，痛苦地死亡。死去鳥兒肚中滿

滿的塑膠垃圾，深深震撼了我！

    我以為垃圾都好好地埋在在垃圾掩埋場，我

以為動物誤吃了幾次後，生物本能會促使它不再吃

垃圾，我以為海洋裡難免有些垃圾，但沒想到整個

中途島全部被垃圾所覆蓋！這些誇張的景象一度讓

我以為這是虛構影片！但薰衣草像是聽到我心底聲

音似地說明：這是真真實實發生過的事。想到自己

身為人類的一份子，無論怎麼說都已經有意或無意

地造成其他物種的傷害，讓我對信天翁滿是愧疚。

    最後，薰衣草播放了彭佳慧的 MV〈還地球幸

福的笑臉〉，MV 播畢，在場的每一位伙伴都紅了

眼眶，身為對海洋吃乾抹淨的人類，感覺既抱歉又

不捨。是的，人們從海洋中獲得許多資源，魚和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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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塑行動問卷內容

快被吃光、珊瑚白化、物種滅絕，還留給海洋一堆

幾百年才會分解的塑膠垃圾。為了還給海洋該有的

蔚藍與純淨，我們都該從自身做起，「減塑」要趁

早。

那麼，到底我們可以做什麼？講師提供了許

多實際的作法，減少使用塑膠袋及一次性用品、餐

具。其實，我之前也聽過類似的方法，但卻做的不

夠，說到底就是一個字「懶」，但現在我知道，多

一個人的改變，就是改變。昨天在外吃飯，看到店

員使用紙杯，我趕緊拿出我的保溫杯說：裝這裡。

今天，我帶著玻璃樂扣去買便當，老闆娘聽到我是

為了減少餐盒使用後，笑著說，這樣很好。

在聽推廣演講之前，我以為我什麼都沒做（人

不是我殺的，誤…），也改變不了已經發生的生態

浩劫，但聽完「重新認識海洋」的演講之後，我對

我自己說：「改變從自己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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