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不論錯過了多少機會，不論多麼晚開始，閱讀都在等著給我們一個美好的機會 ◆ 郝明義

綠色出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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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家中，書籍雜誌卡片炫麗的視覺效果，糕餅層層疊疊的華麗包裝，在沉默中大聲喊著：

「看我！」嬌寵著人們的眼睛，招徠著人們的駐足流連。這，背後有著怎樣的真相？

高爾《不願面對的真相》一片喚醒了一般大眾對全球暖化的危機意識，其實我們面臨的恐

怕是「不能不面對的真相」。

◆ 用紙真相，不容你不面對

在一般人腦海裡，用紙好像無關乎全球暖化。2006 年《紐約時報》卻有一篇專文〈紙張背

後的生命及其對環境的衝擊〉點明用紙與全球暖化的因果關係，尤其是雜誌用紙。根據美國

能源部的統計：「造紙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各種製造業中排名第四高；寫作印刷事業領域

中，採用原生紙漿者佔 95％，這即是說 95％ 用紙量靠砍伐森林而來，只有 5％ 靠紙資源的再

生；從紙張消費來看，美國市區垃圾和掩埋場的垃圾約有 40％是紙張。」

森林的好處恁誰都可以隨便說上一串：可以產生氧氣、吸收二氧化碳、涵養土壤水分和

養分、防止土壤侵蝕、保護野生動物棲息地⋯⋯，可是人類文明很大部份是建構在木材的消費

上，伐木造紙即是一例。糧農組織（FAO） 估計林業佔人類活動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的 25％，遺

憾的是林業又往往採用皆伐作業（clear-cutting）、密集經營、單作栽培這類效率最低的方式！如

今森林已經開始哭泣，聯合國於2005年宣稱每年有 1300 萬公頃森林遭受破壞，像一個希臘那麼

大。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說，現今全球的森林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整個地球僅存

的原始森林不到最初的 10％，這也就是說，人類愈來愈接近森林不再產生氧氣、不再吸收二氧

化碳⋯⋯的那一天，除非情勢開始逆轉。

製紙過程中必須使用氯化物和毒性溶劑來漂白並脫除木質，使用生物殺滅劑來防止紙漿和

紙張成品滋生細菌，結果令有毒物質諸如戴奧辛、有機氯、鉛、砷、汞和石炭酸等流入河道，

在環境中滯留不去，造成人類的生殖異常、學習障礙、癌症等，又在空氣中釋出二氧化碳、

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以及微粒狀物質，引起臭氧層破壞、酸雨、全球暖化及呼吸

道問題。即使是再生紙，每次製造過程中淘汰低品質纖維、油墨、染料、塗層、顏料、背膠之

後，也會製造大量垃圾。人為活動所加諸大自然的壓力，早已超出大地自體淨化的能力。

◆ 敬惜字紙，誰曰不宜？

如果被問及願否盡一己之力保護地球？相信許多人都會舉雙手贊成，重點是，這雙手放下

後如何以出版行動和消費習慣捍衛我們的綠色星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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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紙方面，簡單而直接的方法是儘量減少紙張消費，能 e 化的就絕不印出，以節省紙資

源。其次，儘量使用再生紙，印書的紙張只能再利用 3 次，然後其纖維便太短太脆，無法堪任

書紙（低品質的紙則可循環利用 7 次）。雖然紙張不能無限度再生，再生紙也不免有污染物釋

出，但估計再生紙漿在製造過程中消耗的能源還是比原生紙漿少 30─40％。

目前美國已有環保團體和出版業者注意及此，開始付諸行動。綠色和平組織呼籲出版業使

用 100％ 再生書紙，或至少使用再生紙與採於非瀕臨絕種或非古老森林的原生紙漿混合。2005 

年該組織要求會員發送電郵給學校出版社（Scholastic Inc.），要求以再生紙印刷暢銷書《哈利波

特》，結果有萬餘封電郵湧入該社，迫於輿論，該社必須公開宣稱雖未用再生紙，但也絕未用

古森林原生紙漿。

2006 年夏天，每年用紙 12 萬噸、佔美國書業用紙量 10％ 的藍燈書屋（Random House）宣稱

不再採用高保育價值森林製成之書紙，改採森林看守委員會認證（preferencing FSC，後詳）的

紙張，而且在未來 4 年會將再生紙用量提高 10 倍，藍燈書屋表示印出善待森林的書是他們的

第一要務，他們將努力在環境生態和合理價位兩種責任之間找出平衡。大出版商如麥格羅希爾

（McGraw-Hill）、皮爾森（Pearson PLC）也做了類似的政策宣示。

紀事出版（Chronicle Books）和一些知名大學出版社也簽約共同努力將出版業朝再生紙的方

向推進，立志在 2011 年從現在的 5％ 增加到 30％，這樣預計每年將減少釋放 52400 萬噸溫室氣

體，等於每年幫忙移走路上 45800 輛車，也就是可以拯救 490 萬棵樹木與 2.1 兆噸水，減少 26400 

萬噸固體垃圾。綠色出版行動組織（Green Press Initiative）在讚譽這份有目標、有方法的協定之

餘，也大聲疾呼更多出版商加入訂購再生紙的行列，發展出經濟規模，促使再生紙大幅降價。

教科書是龐大的紙張消費市場，綠色出版行動組織和全國野生動物聯盟（National Wildlife 

Federation）多年來持續鼓勵教科書出版商革新，目前加州擁有 60 萬學子的兩大大學系統（加州

大學和加州州立大學）力促教科書供應商使用認證和再生紙，華盛頓州和其他 7 州也開始類似

行動。

出版業者發現採用善待對森林的紙張至多令成本上漲 4 至 6％，因此目前均暫由出版業者

自行吸收，尚未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 斧斤以時入山林 

瞭解我們所使用的紙漿來源也很關鍵，由於紙張消費者和森林製品業者的覺醒，認為經由

某種制度的運作，森林的經營和保護可以兼顧，於是森林認證計畫應運而生，認證機構向紙張

用戶保證原料的來源確在環保與社會責任之下生產，紙用戶因而得以拒買瀕臨絕種的原始森林

生產的紙漿或紙成品，僅購入原料來源經過認證的紙漿或紙成品。以下介紹兩個較具規模的認

證系統：

「森林看守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簡稱 FSC），為獨立非營利組織，目標為

建立一套國際標準，在自然保護議題上，為工業、環保、社會等各方代表創造出對話空間，周

綠色出版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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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考慮法律議題、原住民權利、勞工權益、環境衝擊等因素，找出共同能接受的標準。該會特

許一些獨立認證機構使用此一標準來為紙張消費者認證，然後從事稽查，目前在 65 個國家施行

認證。 

另有「永續森林行動組織」（Sustainable Forestry Initiative，簡稱 SFI），目標為保護北美洲森

林。其召集伐木業者、自然資源保護者、科學家等各方共同研擬，充分考慮林業責任、長期經

營、土壤生產力等因素之後，訂出原則與標準。該組織將 13600 萬英畝美國和加拿大森林區登

錄保護，美國森林暨紙業協會（American Forest & Paper Association ，簡稱 AF&PA ）自 1994 年起便

採用該標準，切實執行，曾有 17 位會員因不能符合標準而遭開除會籍。

◆ 樹木不再為紙而倒下

信不信由你，不必伐木也可以產製書籍，茲舉出 3 例。無樹的紙不再是天方夜譚了！45 個

國家的 300 座工廠已經這樣運轉了，它們找到紅麻（kenaf）、大麻（hemp）或其他農作副產品

為原料，不但張力強，不透明度也好，同時漂白劑和能源也省得多，價格僅及樹木紙漿的三分

之一。據環保團體大湖聯合組織（Great Lakes United）指出，紅麻與棉花同屬，生長速度是一般

植物的 39 倍，1 英畝紅麻 1 年所生產的紙漿是 1 英畝傳統紙漿原料黃松（yellow pine）20 年生產

的總量，況且 1 噸紅麻可吸收 1.5 噸二氧化碳哩！日本刻正加強建立國內的紅麻工業，希望木材

紙漿會因價位高居不下而退出市場。

另 2 例稱不稱得上「綠」，就像超市該用紙袋還是塑膠袋，見仁見智了。綠色建築的先驅

麥都納（William McDonough）與德國科學家博格（Michael Braungart）在其 2002 年環保宣言中認為

傳統再生紙不過延後紙張葬身掩埋場的時間，而人類橫豎不會再回到自然、原始漁獵社會，他

們也就在人造材料中找靈感，因而倡議使用永續再生的質材。他們合著的書 Cradle to Cradle: 
Remaking the Way We Make Things 請出版商以塑膠樹脂加上一些無機填充物製成，稱為「耐久

書」（DuraBook），成本較紙本上升三分之一，因此作者自願少拿版費。下一本著作，他們將

實驗一種新的合成材料，據稱是以可食用的油墨來印製，謎底有待揭曉。

書籍儲存載體最革命性的改變應算是電子紙了，只要擁有一個內建 CPU 以及 EPD 的電子閱

讀器（Electronics Paper Display，簡稱 EPD），再將文字圖片下載到記憶卡裡，就可以讀取大量的

資料。而電子紙最薄可達 1.37 公釐，輕薄短小。這項科技一旦普及，閱讀、消費、出版的習慣

都將大幅改變。 當然電子垃圾是需要注意的後續問題。

◆ 中和與抵銷的觀念

高爾《不願面對的真相》，出品其紀錄片的派拉蒙經典（Paramount Classics），及出版紙本

姊妹作的羅德爾（Rodale） 公司均採用所謂「碳抵銷」（carbon offsets）觀念，這是一種自發的行

動，如果個人或機構無法或無意減少二氧化碳釋出，那麼便可以在另一地點以資助比較潔淨的

能源事業來彌補他們自己不那麼潔淨的事業。羅德爾公司為出版此書的第一版22萬5千冊，在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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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機器，燈光、印刷設備、卡車運輸等方面計產生了 37.5 噸二氧化碳，於是投資一個能源公

司 3 個再生能源的案子，進行抵銷。雖然一時還做不到 100％ 抵銷，但該書採用抵銷了 100％ 碳

的再生紙來印製，這種書紙就是更徹底的「碳中和」（carbon neutral）觀念下的產物。

新社會出版（New Society Publishers）已早在 2005 年施行「碳中和」方案，他們在其他地區投

資防止等量二氧化碳釋出的事業以及致力長期儲存碳元素使不釋出的事業，來中和該社本身排

出的二氧化碳。

◆ 作家的加盟

童書作家漢尼根（Katherine Hannigan）堅持她的新書《艾達》（Ida B. ）必須使用再生紙印

刷，熱愛自然的她說：「若孩子問你有沒有為這本書砍倒樹木？那可會是場惡夢，我不能說一

套做一套！」

2004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肯亞環保鬥士瑪塔伊（Wangari Maathai）的新書，也就是描寫她為

肯亞和國際環境保護所作出努力的自傳體著作《不屈不撓》（Unbowed），由藍燈書屋出版，

百分之百再生紙，而且無氯。

繼續數下去，知名作家如為社會變遷文學設置貝爾維德獎（Bellwether Prize）的金索渥

（Barbara Kingsolver）、加拿大短篇小說家孟若（Alice Munro）、義大利 Premio Mondale 獎得主愛特

伍（Margaret Atwood）、普立玆文學獎和美國圖書獎小說類得主華克（Alice Walker）也都是這個

趨勢的一部份，娛樂界也早有 U2 合唱團和邦妮芮特（Bonnie Raitt）以再生質材做為 CD 包裝。看

起來只是一成一旅，但知名作家和歌手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 讓大地不再哭泣

眼光拉回臺灣，國際能源總署（IEA）能源統計處根據去年的研究，2004 年臺灣每人平均

二氧化碳排放量為 11.26 噸，在全世界排名第十八，在亞洲地區則名列第一。有人擔心這數字曝

光恐有醜化臺灣形象之虞，其實面子問題只在一時，裏子問題才真正事態嚴重！陽光、空氣、

水沒有國界，有責任感的世界公民怎會奮力揮霍人類共有的資源，搶扮惡鄰居，褫奪我們的子

孫、我們唯一的棲息地億億萬萬個明天？

臺灣社會一路從儉省走向小康，走到豐足，看似有本錢奢華一下，然而，又有哪一件事

物經得起揮霍呢？人類以管理乃至掠奪的心態看待脆弱的地球資源，終於毀壞了自己腳下的地

基。在這個貌似前衛的年代，孟子梁惠王篇的「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以及老一

輩常掛在嘴邊的「敬惜字紙」、「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也

許該是從字紙簍裡撿出來，撣撣灰塵，重新端詳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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