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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媚春光里，苏一格在阳台上种植的西洋菜，从一点点“边角料”到现在满满一大盆，这归功于她所
饲养的蚯蚓堆肥出的“黑金土”。以往，苏一格高频出现在媒体报道中时，她别具一格的环保行为总是
被列入标题引发大众好奇心，“拒绝使用卫生巾”“养300条蚯蚓堆肥”……再看当下，这些蚯蚓堆肥在
春天爆发出无限生机。很多人都好奇，这个Z世代青年为什么能把环保玩出名堂。 青年报记者 丁文佳

环保，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无关道德 创造从自我出发的幸福
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能精准

地描摹自己理想的生活，但1998
年出生的苏一格用日复一日的
可持续生活表明了心迹，“环保
不应该是目的，它服务于生活，
让我们回归幸福。”简而言之，环
保是她所热爱的生活状态，并不
是任务式地善罢甘休。

“我更希望探索的环保，是
一种如何回归更健康、更幸福、
更有链接感的生活状态。”只要
骑车单程半小时就能到的地方，
苏一格就一定不考虑其他方
式。若停留在环保说教层面，自
行车这一交通工具显然是低碳
出行利器，但在与苏一格的交谈
中惊讶地发现，她并没有主动提
及过任何低碳相关的字眼，而是
纯粹地从自我出发去感受环保，
比如骑自行车是一种户外活动，
能够锻炼身体；不吃食品添加剂
比较多的塑料包装食物，能够迫
使自己去吃更新鲜健康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环保会让人更理性
地消费，不会买太多无用的东
西，这在无形中也节省了开支，
是一种对自己负责的消费模式。

苏一格自小成长在一个节
俭的家庭氛围里，她佩戴的很多
首饰来自妈妈的首饰盒，如今她
妈妈使用的吹风机更是具有年
代辨识度的款式和包装，让人一
眼回到过去，但都被保存得很
好，这是苏一格上小学前家里买

的吹风机，掐指一算已近20年岁
月，“父母从小以这样的理念教
育我，一个物品还有用的话，就
没有必要去替换它。”这无关于
家庭经济水平，而是根深蒂固的
传统观念，后来苏一格在加拿大
留学上高中时接触当地环保文
化，这与自身的家庭文化不谋而
合，于是便全身心在生活的各个
维度探索普通人可以践行的可
持续行为，并在大学时选修了相
关课程，并加入市政厅下属的环
保组织参与志愿服务。

除了与志同道合的人践行
环保，苏一格在生活里从不尝试
说教，在社交平台账号上，她都
开门见山地点名“环保”主旨，不
以不着边际的“标题党”博眼球，
在她看来，这样才能真正吸引相
同爱好的人。而对于身边人，每
当他们对环保的生活方式产生
好奇时，她也不盲目推荐，而是
对症下药地以对方的困惑点入
手，比如对方有健康困扰，那就
建议多在户外走路、少吃包装
食品；要是对方手头紧张，就推
荐一些社区闲置赠予的活动，
分享二手购物心得……苏一格
表示，“很多时候，环保让人听
起来有些压力或者稍微有点道
德感，但我觉得这样的生活非
常轻松有趣味——因为它本身
就是很有魅力，很有幸福感的
生活方式。”

而这种幸福感还体现在与
外界的连接上，苏一格认为，当
控制物欲减少购物后，会让自己
更加珍惜物品，不仅自学掌握一
些技能来维修，还能在超出自己
处理范围后拿去修的过程里，跟
诸如社区修理等店铺建立人与
人的关系，也正如在社区的二手
购物群整合闲置资源的同时，加
强了邻里间的沟通。“这不像在
网上购物一键购买，这样到手的
物品其实并没有与你建立很多
连接，如果自己修过这样东西，
就会更加有感情，更不会因为另
一个流行趋势兴起而轻易丢
弃。”在苏一格的家中，茶几、杯
子、桌子、植物、墙上的画……这
些生活中的大多数物品都是二
手淘来的。

在苏一格的极简生活里，在
常人眼里的不可思议行为，诸如
不使用卫生巾、自己制作洗衣
粉、自己织洗碗的小擦子……这
些在她的生活里都是稀松平常
的习惯，“我的垃圾很少，一般一
周才需要倒一次干垃圾，厨余垃
圾需要天天扔。”不过，苏一格每
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并不多，在家
做饭时，采用的都是定期在有机
农场订购的蔬菜，“基本上都不
会有塑料包装和任何标签，只有

豆芽等类型的蔬菜才会有包
装。”由于吃的是有机蔬菜没有
农药，因此产生的边角料也比较
少，“菜根、胡萝卜皮、土豆皮等，
我都可以直接吃掉。”而但凡读
过有关苏一格报道的人，应该都
会关注她在堆肥箱里养的300条
蚯蚓，她把日常生活产生的湿垃
圾和土壤、蚯蚓混合在箱子里，
蚯蚓会消化掉这些厨余垃圾，并
把普通土壤变成更富营养的“黑
金土”。

之所以还有多余的湿垃圾
需要丢弃，是因为不是所有厨余
垃圾都能堆肥，苏一格观察到有
很多蚯蚓不吃的东西，“烹饪过
的、有刺激性气味的，它们都不
吃。”如今春光明媚，她已将一半
蚯蚓移到阳台的种植箱里，攒了
一个冬天的“黑金土”也终于派
上用场，她种下了羽衣甘蓝和空
心菜。由于住在老社区，苏一格
和邻居共用一个厨房做饭，每当
她出差，都会委托邻居帮忙照看
冰箱，把必须马上吃掉的蔬菜吃
掉，留一些她回来也能继续吃的
食物，邻里关系所滋养的幸福感
也在可持续地进行。

坚持环保生活让苏一格掌
握了很多知识，小到什么是本地
食物、每个季节该吃什么蔬菜、

坏掉的生活用品怎么修补，大到
了解可持续发展议题背后的全
球贸易如何运行，她经常参与环
保论坛，为大家带去环保知识的
同时，也收获了可持续产业链前
端的专业知识。与此同时，她的
影响力也在潜移默化地蔓延，去
年她加入了一个推进农场动物
福利的公益组织，并在自己的平
台上和大家分享蛋鸡、奶牛的不
同养殖现状，号召大家选择对动
物更友善，对自己也更健康美味
的福利养殖方式，前几天负责人
告诉她，最近好多来面试的人都
主动提到了“苏一格”这个名字；
有学校教师在她的社交平台留
言告诉她，英语阅读理解题讲到
了苏一格的环保故事，因此特意
搜来看看；她高中时看的环保纪
录片《塑料王国》的导演在一篇
介绍苏一格的文章下留言……

“坚持环保的人，能幸福
吗？”这是苏一格近期在社交平
台上的一个标题，但想必她给出
的这个设问有着肯定的答案。
有趣的是，苏一格每时每刻都在
经营着自己别样的幸福，当用到
报废的可降解材质手机壳坏了，
她也不急着扔，而是放进堆肥箱
里，想观察它是否真的能够百分
之百降解。

建立连接 幸福是潜移默化的蔓延

苏一格上海家里的二手家具布置。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苏一格DIY竹子制的自行车。

在自己的堆肥箱子里检验，标记为可降解的
汉堡包装纸是否真的可以降解。

植物拓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