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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相關文化的最大區別是：綠色文化既涉

及物質方面的內容，又突出了綠色的理念；

既針對植物為主體的客觀世界進行研究，又

強調人的主觀意志；既包括以綠色植物為主

體的群落和生態環境中產生的文化現象，又

有很大的包容性、具有廣闊的外延和拓展。

綠色文化的概念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

念。它基本包含三層含義。第一層含義是，

綠色文化是和綠色植物直接相關的文化。其

中包括了花草文化、樹木文化等，也應包括

稻、麥、穀、油菜等農作物文化；第二層含

義是，綠色文化涉及與綠色植物間接但緊密

相關的文化。比如木文化。木文化與森林文

化不同，是從森林的木材生產後所帶來的文

化現象。自然應該包含在綠色文化中。與

此類似的還有「盆景文化」。但這裡有個問

題，「木文化」、「盆景文化」不簡單地等

同於綠色文化。其衡量標準，正如前面所

述，一定要看其是否對生態有意義、是否護

衛環境。山上砍樹做盆景衍生的盆景文化就

不是綠色文化。用濫砍濫伐來生產木材，儘

管其產品非常美、能給人類帶來很多便利，

但這種「木文化」也不是綠色文化；第三層

含義是，表面上看來和綠色植物沒有直接的

關係，但它滲透著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可

持續發展、科學發展的理念。這樣的文化現

象，也屬於綠色文化的範疇。比如綠色出

行、垃圾分類回收等綠色生活方式衍生的綠

色行為文化。走路、回收垃圾等和綠色植物

沒有什麼關係，但它與綠色發展直接相關，

綠色文化與傳播

綠色文化是人類與自然環境協同發展、

和諧共進並能使人類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切

與各種植物、綠色理念直接相關的，與生態保

護關係較緊密的文化。綠色文化是人類為適應

環境而創造的以綠色植物為主體、以綠色理念

為內涵、以綠色行為為表象的所有文化現象的

總和。它不僅是上述多種文化的綜合表現，而

且在這些文化的基礎上進一步延伸，並且具有

獨特的內涵和發展，是一種新興的、獨立的、

且全面的文化類別。綠色文化的傳播對於促進

人類社會發展、促進生態保護和生態文明建

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綠色文化的概念與構成

近來，與生態、環境相關的各種文化

現象層出不窮，研究者的提法不一，所用概

念的內涵和外延也不盡相同，所強調的重點

也不一樣。筆者所界定的綠色文化，主要包

括了3個組成部分：一是與森林文化、草原

文化、花卉文化、生態文化、竹文化、茶文

化、古樹名木文化等所並行的以綠色植物為

主體的，因植物和人類關係而產生的文化現

象；二是由綠色植物文化衍生出來的相關文

化現象，比如森林動物文化、木文化等等；

三是滲透著以可持續發展、人與自然和諧為

內核的科學發展觀的多種文化現象。比如綠

色的行為文化等。

綠色文化是一種綜合的文化。其外延包

括狩獵文化，與農業、林業、城市綠化以及

所有的植物學科等相關的文化。綠色文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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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綠色文化的第三層含義。

應該指出，綠色文化是這三者相加、相

融之後構成的。如果只是強調其中的某一個方

面，綠色文化就不全面，就會有偏頗之處。

綠色文化傳播的主體與責任

綠色文化在傳播中形成，在傳播中發

展。綠色文化的傳播，起碼有兩個最基本的

意思：一個是傳播的內容屬於上述的綠色文

化範疇。這樣就構成了綠色文化最基本的傳

播。比如傳播生態知識、植樹種草技術、生

態保護理念、生態文明政策等等。以綠色文

化為基本內容的傳播，都屬於綠色文化傳播

的範疇。但僅僅這樣理解還不夠。更重要的

是，在傳播的過程中是否符合綠色文化的基

本理念。縱觀現在的很多傳播，可能傳播的

內容本身是綠色的，但卻違背了綠色文化理

念、或不利於綠色文化理念的傳播。這樣的

傳播，儘管傳播的內容是與綠色有關，但它

仍不屬於綠色文化傳播的範疇。

綠色文化傳播的主體，有個體、有大

眾，有社會媒體，也有非政府組織。理論上

講，每個人都應該成為綠色文化傳播的志願

者，都有責任和義務傳播綠色文化。其中，媒

體傳播最為重要。尤其是現在已經進入媒介

時代。媒體對社會、對公眾影響十分巨大。因

此，利用媒體進行綠色文化傳播最為有效。，

動員、引導媒體從業人員加入到綠色文化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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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行列中來十分重要。他們能發揮至關重要

的作用；「意見領袖」的作用不可小覷。尤其

是在網際網路飛速發展的時代，明星、公眾人

物等都擁有可觀的粉絲和追隨者。他們的傳

播的確能夠起到一呼百應、千應的效果；學生

綠色志願者是綠色文化傳播的生力軍。他們

富有朝氣、充滿活力，容易接受新事物，對生

態保護和生態文明事業具有熱情和嚮往；政

府官員是決策者和管理者，在綠色文化傳播

中也應該承擔相應的責任；非政府組織是綠

色文化傳播的中堅。其成員多具有強烈的生

態保護意識，具有前瞻性的生態文明理念，承

擔著綠色文化傳播的重要使命。

綠色文化傳播中最重要的是既要言傳還

要身教。綠色文化的傳播者要以身作則，從而

達到最佳的傳播效果。現在有一種現象，就是

在屋子裡很環保、很綠色，或者在論壇上談論

問題時很環保、很綠色，但出了門之後、沒有

人在旁邊時、落實到具體行為，就不環保、不

綠色了。做到知行合一非常難。這也正是綠色

文化傳播面臨的艱巨任務之一。

組織傳播在綠色傳播中也發揮著重要的

作用。近年來的全球斷電一小時活動，就是

非政府組織發起的，在世界上產生了很大的

影響。在國外的許多城市，整個城市斷電一

小時。讓人們在黑暗中體會節能減碳的重要

性，反思氣候變化給社會帶來的種種問題。

這對綠色文化的傳播有一定的推動作用。一

些大學的生態保護社團在綠色文化傳播中發

揮著重要作用。組織傳播比個體傳播、零散

傳播更有力量，行為更具有衝擊力。因此，

更應該特別的重視。組織的綠色文化傳播社

會既包括組織面向社會的綠色文化傳播，也

包括組織內部的綠色文化傳播。

對學生進行綠色文化教育是北京林業大學長期堅持的做法。圖為該校經濟管理學院邀請著

名畫家現場創作，為學生講解繪畫對植物的藝術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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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文化傳播更需要借助大眾傳播的力

量。進入21世紀之後，實際上已經進入一個

媒介的時代。沒有一個人可以脫離媒介的包

裹。人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受著媒介

的影響。媒介說好人們就跟著說好，媒介說

不好大家可能就以為不好。在這種社會環境

下，如果能借助大眾傳播的力量進行綠色傳

播，其效果更加有效。

綠色文化傳播的問題與表現

近年來，綠色文化的傳播取得了一定的

成績，但還存在許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3

個方面。

第一，綠色文化傳播的總量不夠。在世

界範圍看，專門傳播綠色文化的社會媒體非常

少。有一些報刊雖以傳播綠色文化為己任，但

都是專業性的、行業性的，基本上都是行業內

部人、專家學者看，在社會上對公眾的影響力

極其有限。在某種程度上，其傳播具有較強的

內向性。其傳播的內容多是業內人士、專家學

者熟悉的、瞭解的，那些應該知曉的受眾反而

看不到。社會公眾所接觸的多是社會性強的紙

質、廣播、電視、網路媒體。而這些媒體綠色

文化的內容較少。總體來看，綠色文化傳播的

數量不夠、頻度不夠、深度不夠。綠色內容、

綠色資訊所占的量在報導中微乎其微。這是一

個特別普遍存在的問題。

第二，綠色文化傳播的速度慢、時間非

常滯後。比如地球熄燈1小時活動。這個事件

的最佳傳播時間應該是國外醞釀活動時就提

早傳播。這樣可以影響和帶動更多的人採取

相應的活動。但多數媒體都是在事發之後才進

行傳播的。這種滯後傳播的效果就差了許多。

目前，媒體對許多綠色文化活動都是事後報導

的，甚至過了好久才報導。比缺少必要的前期

傳播，使得綠色文化活動的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傳播的內容與綠色理念相悖。比

如經常有媒體報導要清除「雜草」。這種提法

北京林業大學自然保護區學院師生開展野外鳥類調查北林大自然保護區學院師生進行野外樣地監測

北京林業大學自然保護區學院學生在野外調查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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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綠色文化不相符合。自然界並沒有哪種草

是雜草，只是相對於其它目的樹種、目的植物

來講，是一種雜草。但在生態環境裡，在多樣

性裡，任何草都有它存在的價值；還有一個

問題，就是在傳播過程中過分強調「以人為

本」。在社會學概念中「以人為本」是對的。

但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過分強調「以人為

本」就不妥當了。比如某報報導「公共汽車撞

樹」，其關注點和著眼點是人是否受傷，而不

是樹是否被撞壞。事實上，人與自然是共榮共

生的，都需要關注、關照；在傳播過程中用一

種傾向掩蓋著另外一種傾向的，或者是掩蓋著

科學規律的也非常多。比如說某地山區春天降

雪。有的媒體報導說「春雪貴如油」。這種提

法並不科學。一方面降雪在一定程度上對緩

解旱情來說是有幫助的，但對於剛剛返青的植

物來說，可能容易造成凍傷。籠統地提「春雪

貴如油」是不妥當的。某報頭版頭條的題目是

《乾毛巾也要擠出水來》，講的是某公司精細

化管理開展節能減碳工作。但這個標題不符合

綠色文化傳播的理念。毛巾擰破了，水也不一

定能擰出來，還會造成新的浪費。類似這樣的

報導和傳播，目前來看還有很多很多。

綠色文化傳播的改進與強化

綠色文化傳播對於生態文明建設、對

於綠色事業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如何改進

和強化綠色傳播，是當前社會面臨的重要任

務。筆者認為，強化和改進綠色文化傳播要

從3個方面入手、注意5個方面的問題。 

綠色文化傳播的改進和強化，首先需要

社會上的重視、政府的投入。同時需要從3個

方面入手：一是努力吸引更多的大眾傳播媒

介介入。大眾傳播媒介應該成為綠色文化傳

播的主體。大眾傳播媒介的力量是強大的，

尤其是社會性的媒體更是如此。如何引導大

眾媒體加入綠色文化傳播的行列是迫切需要

解決的問題；二是要特別重視發揮新媒體的

作用。新媒體層出不窮，發展迅速，有很大

的受眾群，適應了社會的時尚，在綠色文化

的傳播中應該發揮重要的作用。微博、微信

和用戶端等媒體，應該引起高度重視，充分

發揮其在綠色傳播中的作用；三是要統籌發

揮傳統媒體的作用。傳統媒體在現階段仍具

有一定的受眾群，並且具有指向明確、製作

成本低的優勢。在提倡新的傳播形式的同

時，也不能忽視傳統媒介所能發揮的作用。

在綠色文化傳播中，需要注意5個方面的

具體問題。第一，要通俗易懂。過於高深、

過於專業、過於學術其傳播效果都不好。

要強調易得性，容易被廣大受眾所接受；第

二，要寓教於樂。多採用娛樂化形式進行傳

播，不要板著面孔訓人。多採取老百姓喜聞

樂見的形式，創造輕鬆愉快地接受資訊的語

境和氛圍；第三，要重視與受眾互動。互動

傳播的效果要比單向的傳播要好。要想方設

法調動受眾接受資訊的積極性，讓其參與其

中，而不僅僅是被動地接受資訊；第四，要

快捷迅速。當前社會已進入秒殺時代，傳播

速度決定著傳播內容的生命。要儘量加快傳

播速度，爭取在第一時間加以傳播，適應受

眾對資訊的多種需求；第五，要講究貼近

性。要從廣大受眾的角度入手，找到貼近受

眾的突破口。從受眾的角度選擇資訊、篩選

資訊、報導資訊，激勵廣大受眾對綠色文化

的興趣和渴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