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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碧秀

三十輻，共一轂，當其無，有車之用。埏三十輻，共一轂，當其無，有車之用。埏

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互牖以為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互牖以為

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利，無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利，無

之以為用。之以為用。

—老子，《道德經》老子，《道德經》

人類已失去預見未來和防範未然的能力，

未來將以毀滅地球作結。湖中莎草已結，不聞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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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濟慈

瑞秋．卡森《寂靜的春天》，最具代表性的生態文學經典之作，發行許多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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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勳的《歲月靜好》及《池上日記》、齊柏林的《凝視 齊柏林：台灣的四維空間》以及亨利．梭羅的《湖濱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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