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个塑料瓶，换一个意料之外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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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泉水瓶究竟能够用来做什么？摄影师Benjamin Von 

Wang给出了一个答案：艺术创作。不久之前，他曾用一万个

矿泉水瓶，搭建出一片塑料海洋，拍出了一套以“困在塑料海

洋中的美人鱼”为主题的概念作品，希望以这种方式能让更

多的人开始关注塑料对环境的影响。

而黄宁宁则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最终变成一件令人意

想不到的基础款T恤。黄宁宁说：“我想做一些摸得着的事

情，不是要小众，不是要脱离商业，但我希望这件事因为我

而发生和改变。”

惜物，建立人、事、物之间的链接

前些日子，黄宁宁在自己的微信平台上，发布了一篇名为

“我想收集5个好故事或老东西，建立一座循环商店”的文

章，这是她为一次公益活动所做的线上预热，而用来交换故

事或老东西的物品，正是用12个矿泉水瓶做成的T恤。

黄宁宁在文章里抛砖引玉，回忆了在自己生命中有着特

别意义的事和物，而这些回忆多半都与她的外婆相关：“一

个人工作、生活、旅行在别处，冬至、除夕、突降暴雨、连绵细

雨......这些有点寂寥的日子，总是想吃韭菜饺子......以前放假

前，外婆都会反复找我妈确认我到家的日期，提前包好韭菜

饺子等着我，年纪越大，她越不喜欢讲电话，但每次也会接

过来说上一句‘韭菜饺子包好了，给你留着啊，听不见你说

啥，就这样，挂了’。”她调侃说，自己是一枚写故事只会写外

婆的新媒体运营。

不过，这种具有情感联系的带动，却着实有一番吸引

力，征集令发出不久后，便陆陆续续有人留言，讲述自己的故

事：“我没有什么动人的故事，就是很想念中学暑假时那些

早晨的声音。一早醒来，就那样躺在床上，也不睁开眼，也

不动，就像未曾醒。但是大脑却清晰地接受着属于清晨独有

的喧嚣，并不吵闹，但是各种琐碎的声音充斥在空气中。鸡

鸣声，狗吠声，器皿的相撞声，偶尔有路过的人交谈声......工

作之后，我再也没有听过这样安静而又吵闹的清晨，要么沉

沉睡去，要么匆匆醒来。我以前觉得那样的清晨，充斥着生

活，可如今正在努力生活的我却听不到了。”黄宁宁看完故事

后，回复道：“乍一看，我觉得你这个根本算不得故事。但它

却击中了我——一个听不见周围的‘安静与吵闹’，只能听

见内心焦虑的成年人……”

很快，黄宁宁便收集到了20余个类似的老物件和故

事，其中大多数的故事描写的都是主人公对一段时间的状

态和生活的怀念与珍惜。黄宁宁将这些故事以小卡片的形

式，将自己在公益活动现场的展台布置成“循环商店”的模

样。有意思的是，展出的故事通常只有开篇，如果有人对故

事接下来的发展有兴趣，便可以通过卡片上的联系方式找

到故事的讲述人，而交换条件就是留下自己的故事和联系

方式，等待着有缘人来领取。活动结束后，黄宁宁数了数剩

余的小卡片，数量与刚开始时相当，不过主人公和故事都不

是最初收集来的那些，至于中间循环了多少次，被领走了多

少个故事，连她也不得而知，“最初做这个活动，是为了建立

人、事、物之间的联系。因为，在我们生活中，很多老的故事

不会再提及、老的物件不会再使用，我们想通过这样一种方

式，让大家留意身边的人、事、物，与其建立持久的关系，即

使价值燃尽，换处地方、换个模样还能被其他人所用。”黄宁

宁解释道。

马拉松赛场上的因缘际会

黄宁宁说，开始关注塑料瓶对环境的影响实属偶然，那

时，她还在一家大互联网公司，做了5年的产品运营，刚开

始感觉着自己做的一点工作似乎可以影响到几百万甚至几

千万用户，很兴奋，渐渐地却觉得这种感觉很虚幻：“隔着

屏幕，那些漂亮的数据曲线背后的用户是谁，有什么样的生

活，我不知道……感觉很不踏实。”黄宁宁虽然很清楚，互联

网的更新换代和它所代表的世界潮流让个人的价值显得有

些微不足道，这对于具有职业身份的人来说，是一件再正常

不过的事情，但是她仍然觉得隔着电脑的屏幕，感性的情感

链接似乎也被斩断了，这也是她喜欢现在经常能面对真实

用户的原因，“我很清楚，我们的用户是一群有态度的消费

者，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我也是

这样，有时候特别想知道自己改变了什么。”

有一回，公司发动全体员工参加一项马拉松的赛事，平

日里会进健身房，做一些运动的黄宁宁，便被朋友忽悠着一

起去参加。哪知，刚开始就觉得完全跑不下来，不过抱着既

然参加了就一定要做到的小倔强，黄宁宁的第一次马拉松

总算有惊无险地到达了终点：“跑下来之后，就觉得其实也

没什么做不到的。后来，就想趁着自己还年轻，赶紧又跑了

一场。”黄宁宁发现，运动和跑马的大型赛事是消耗塑料瓶

最多的地方，“我们本身是马拉松的爱好者和赛事的参与

者，同时也是公益和社会创新的关注者。我自己也跑过几次

马拉松，所以知道曾经的马拉松赛道上到处都能见到塑料

瓶，但对它们的回收和再利用却很难有好的解决方案，所以

我们会特别关注这一块。”

为自我价值买单

如何将塑料瓶变成一件服装或是一个包包？这一定是

大家最好奇的问题。黄宁宁说，每一次线下的互动，现场都

会陈列塑料瓶到衣服形态变化的过程：“回收、分拣、清洗、

消毒、高温，从塑料瓶到切片，再塑成颗粒，融化为纤维，纺

成纱线，织成布，做成衣服。”这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很难在现

场呈现，它是通过供应链上多个工厂协作完成的，而这复杂

的分类回收、清洁处理、加工再生的过程为再生织物增加了

很高的成本。

不同于一些服装设计师背景的创始团队，好瓶推出的产

品都是一些基础款，比如T恤、环保包，“T恤不只是服装，更是

年轻人传达理念态度的媒介。”

不久前，好瓶和兰州国际马拉松合作了一场“拯救瓶

子”美好行动，组织了一支50人跑团背着特殊的装置去赛道上

捡瓶子，背负着跑完整场马拉松。跑团报名一点也不容易，报名

者被要求用跑步软件记录跑出一个瓶子形状，路线最长的才

能得到参赛名额，于是有些报名者每天跑上四五十公里的瓶子

形状。为了让行动在4万名马拉松跑者里被看见，这50人的跑团

里还被安置了一位“战袍君”，他穿着一件浑身上下缝满了口袋

的“战袍”，一路上捡了56个塑料瓶，逛逛当当地跑下了42.8公

里的马拉松。而场外的“以物换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有

几个市民甚至为了赶时间打车往返，回家把平时积攒的塑料瓶

拿来换塑料瓶做的背包，这份出乎预期的热情，看到了大家想

参与环保的需求：“背着瓶子跑马拉松，这会影响他们的马拉

松成绩，但是他们仍然去做了。而且他们一定是有别的途径能

够拿到参加兰马的资格的，但他们选择了这种方式，这带给他

们一种环保参与者的身份认同感。”

用运动感受海风和阳光

从 上一 份职 业 辞职 之 后，黄宁 宁 也 来了一场辞职 旅

行，在美洲待了半年，其中在美国加州就有整整四个月的时

间。这似乎也是一个契机，因为在那里，垃圾分类和购买二手

市场的商品，是一件寻常而普遍的事情，不过对初来乍到的黄

宁宁来说，它又表现得有些“无目的”。黄宁宁回忆最初对加

州的印象是“不习惯”，因为加州是一个相对缺水的地区，每

天必须把以往半个小时的洗澡时间，压缩成5分钟，否则，她

的伯克利大学室友就会给她普及不浪费的理念。也就是在这

样的带动下，黄宁宁每天也非常细致地做着垃圾分类，并且从

一开始不那么情愿去二手店买衣服，到后来觉得二手的衣服

其实也很漂亮，甚至还会和室友们一起分享和挑选：“这是

一种特别潮，特别酷，节俭而不浪费的生活方式吧。”

不过，最难忘的还是加州非常好的自然风光，在那里

每天爬山、野营，仿佛一步就能踏入大自然的海滩：“我对

加州非常眷恋的原因，是因为这里能玩帆船、爬山，因为这

里的海很美，你会时时刻刻想去感受海风和阳光。运动显

然是更好的感受方式。”

这 里似乎 有90%的人每天 都 在 运 动，尤 其 是下 班

后，总能看见路上有人穿着运动服在跑步，而运动的方式更

是各种各样，有做瑜伽，有玩帆船、攀岩的，也有跳钢管舞

的，各人都在选择合适自己的运动方式：“我以前也是会去

跑步或是参加健身课程的人，但那时候觉得这是一件枯燥

的事情，因为是为了保持体形。但是参加了这些集体运动之

后，你就会开始想，自己为什么要被困在装满器材的健身房

里。其实，还有很多很棒的运动方式。”

黄宁宁在当地的一个室友，正在攻读博士，每周仍要

花上三天的时间玩帆船，其中一天参加帆船比赛，两天攀

岩，一天环山骑车或者跑步，只剩下一天宅家休息。而她认识

的另一位留学生，碰巧从别处回到伯克利，他将行程安排得

满满当当，参加聚会、拜访老友，但是其中还要空出一天玩玩

wind surfing，玩玩帆船，“他不仅怀念这里的老朋友，还怀

念这里的帆船和运动，你在其中就很容易被带动，这也是每

天的重要项目。”黄宁宁说。

最初做这个是为了建立人、事、物之间的联系。因

为，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老物件是不会再被使用

的，而我们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呼吁大家能够珍惜物

品，不浪费。

回收的瓶子变成颗粒，制作成纱线做成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