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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可能在青藏高原上经历高原反应后的大
脑空白，但撒贝宁无疑更知其中滋味。

“昨天下午到了以后，一下午我吸了十几罐氧气，
大脑疼得厉害。”8 月底的拉萨，阳光肆掠。上午 10
点，在中华环保基金会和力士品牌联合举办的绿哈达
行动启动仪式上，作为活动的公益宣传员，撒贝宁接
受现场主持人的采访。

他说话时嘴唇白得瘆人，尽管高原反应严重、头
疼欲裂，还依然不失幽默本色。主持人问：“小撒是第
一次进藏吗？”他迅速接话：“上高原七八次了，接下来
我将用两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西藏。”一本
正经的样子令台下观众会心地一笑。

多年来活跃在舞台上，撒贝宁已经练就一身本
领。只要他站在聚光灯下，就如同小太阳一般，光芒
四射。而这种天生的存在感，又区别于那种张扬和用
力过猛。他就站在台上，只要开口说话，便能让人感
知其内在的能量和由内而外释放的真诚。

高原和缘分

绿哈达行动已经第三年了。为了改善青藏高原
地区的生态环境，积极响应国家大力开展藏区生态文
明建设的号召，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联合利华力士
品牌共同发起了青藏高原万亩植绿计划。身为绿哈
达公益宣传员，撒贝宁特意穿上了一件绿色的衬衣。

重返高原，撒贝宁不禁回忆起最初对西藏的印
象。那还是 1995 年，当时正在北京大学念二年级的
他，和同学张泉灵一起，为北大“萌芽杯”电视节拍摄
了一部《阳光路》的电视剧。片子讲述一对大学生情
侣，在毕业时不同的人生选择。扮演撒贝宁女友的张
泉灵希望到美国深造，扮演生物系毕业生的撒贝宁则
想到西藏实现人生价值。

正是在拍摄中，撒贝宁对西藏的生态有了了解。
比如，西藏藏民讲谁能让他们家的牧草长高一寸，他
们愿意把家中一半的牛羊分给对方。牛羊对藏民来
讲是最宝贵的财富，愿意分一半给种草人，足见草对
西藏生态、对牧民生活有多么重要。“从那时候起，我
就知道，在这极端的气候环境下，人们的生存是一场
艰难的课题。”20 年后，撒贝宁为了种草这项事业来到
西藏，和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是一场缘分。”他再
次真诚地表述。

1999 年，还在念大四的撒贝宁被保送北大法律系
研究生，同年进入央视主持《今日说法》。第二年，他
赢得“荣事达”杯全国电视主持人大赛金奖，在当年已
经展露出央视名嘴的趋势。

从《今日说法》到《中国法制报告》，撒贝宁曾做过
几期户外大型连续性报道，和摄制组的同事开车从格
尔木一路到拉萨，沿路报道青藏铁路沿线的细节，完
成从法制节目到新闻节目的转变。进入高原和藏区，

他有了全新的感受：“就像一个民族开始慢慢发现周
围还有这么多疆土，过去我们守在黄河边，后来发现
还有草原、高原、长江……”

这一路行程深深震撼了他。车行驶在广袤无际
的高原路上，极目远眺，方圆十几公里，没有人烟。撒
贝宁说：“从古至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一定是
这个星球上最有耐心、最有韧劲、最乐观，最积极的一
群人。因为如果缺少这些东西，任何一种生物想要在
这样的自然环境里生活，都是极为艰难的。为什么生
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自然会如此崇拜，对自然界
神秘的力量顶礼膜拜？是因为他们期望自己的虔诚
和乐观积极，能够让老天有所回应，能让他们的未来、
子孙生活得更好、更有质量。”

正因如此，他愿意为生活在青藏高原这片神秘而
又纯净的土地上的人们，献出自己的真诚，让更多人
知道青藏高原的生态环境，脆弱且亟待保护。

环保和公益

央视是撒贝宁职业生涯中最长久的舞台。央视
主持人的角色让他广为人知，也把他伶牙俐齿、反应
敏捷的形象写入观众的心中。同事们说他“阳光少
年”、“干净”、“正气”。《今日说法》制片人朱海峰曾说，

“奇怪，法制节目充满灰暗，但撒贝宁没有负能量，像
个大孩子一样。”

仔细留心会发现，撒贝宁这些年来一直自觉学习
新的表达方式。从法制节目到新闻节目，再到综艺节
目，从《我们有一套》《梦想合唱团》《开讲啦》《加油！
向未来》，到真人秀节目《了不起的挑战》。

随着每一个华丽的转身，都把撒贝宁推向了新的
高度。现在，人生有所积累、事业有所成就，他开始把

目光投向环保和公益。甚至，有粉丝在撒贝宁的贴吧
里，骄傲地讨论过，小撒是环保主义者。

2015 年，真人秀节目《了不起的挑战》开播。其中
一期节目，导演组把队员分成两组，撒贝宁、沙溢等被
分到像冰窖一样的屋子里，另一组则进入一间拥有阳
光、海滩的屋子。一进房间，撒贝宁第一感觉是：这是
一个生存考验？但很快，他们发现，墙上开始渗水。
所有人都非常慌张，房间是冰块搭成的。如果水流太
多，这个屋子就会融化。撒贝宁给另外一组嘉宾打电
话，这才发现导演组的用心良苦，原来两间屋子是相
互关联的。

进入到阳光小屋的一组，象征着生活在赤道地带
等炎热环境的人。他们只要把空调打开，冰屋这边就
会渗水。而冰屋象征着北极，一旦其他地方制造二氧
化碳，全球就会变暖，而全球变暖，便导致“北极”开始
融化，因此地板开始渗水，寓示海平面升高。

撒贝宁推心置腹地说：“这个节目揭示一个道理，
我们是在一条船上的人。尽管大家生活得相距千里、
万里，但一损俱损。如果脆弱的生态链条上一环出了
问题，十年、二十年我们可能看不到影响。但持续下
去，不远的未来，所有人都难逃环境破坏带来的惩
罚。唯一的办法就是，停止一切给地球增加二氧化碳
的行为。增加地球植被，增强这颗星球转换二氧化碳
的能力。”这期节目，揭示破坏环境带来的威胁，让撒
贝宁深有所悟。

2016 年，撒贝宁完成了个人的终身大事，在老家
武汉磨山 5A 级风景区的树林中举办了一场浪漫的婚
礼。东湖之畔，梅林深处，40 岁的他许下了 I DO 的
誓言。

东湖不大，风景却独好。由听涛、磨山、落雁、吹
笛和湖北省博物馆 5 个片区组成，楚风浓郁，楚韵精
妙。湖岸曲折，港汊交错，碧波万顷，青山环绕，岛渚
星罗，素有九十九湾之说。参加婚礼的宾客不坐婚
车，而是乘船而来。渡轮是武汉的公共交通之一，用
婚船代替婚车，既环保节约又独特浪漫，还让人们感
受到撒贝宁对家乡浓浓的爱。

据荆楚网报道，仪式过程中，在提到自己已经过
世的母亲时，撒贝宁言语哽咽：“我还记得，婚礼策划
公司最早把树林的照片给我们看时，一缕一缕的阳光
透过树叶打在地面。我们当时还在开玩笑，如果这一
天下雨怎么办？但今天，没有。我知道，今天有一个
善良的灵魂在天上，在看着我们。她没能来到现场，
但是我想，这个阳光是她送的。”

不止这样，婚礼上还有一个植树的环节。撒贝宁
夫妇在现场种下了一棵桂花树，见证两人的爱情，也
希望能对大自然有一个回馈。

责任和自由

全媒体时代，人们不会再用一个固定的形象给某
个人贴上标签，大家会在更多节目和平台上，看到一
个真实、自然、放松、诚恳的人。在台上，时而一脸正
气时而轻松调侃的撒贝宁，走到台下也有邻家男孩的
一面。即便疲惫，面对粉丝的拍照合影，他总是露出
微笑，很少生硬地拒绝。

角色感是他从小与生俱来的天赋。由于父亲是
部队文工团的话剧演员，他一直在台下看父亲排练。
尽管不太清楚父亲在做什么，但他明白那是戏剧中的
一个人物。戏剧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位置。这
为他的人格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人生是一个舞台，他
一定要成为一个角色。

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谈到，儿时幼儿园老师
让他演大灰狼，他不想演，因为大灰狼坏。老师引导
说，小白兔有 7 个，大灰狼只有 1 个。撒贝宁开心了，
欣然接受。在部队大院里，他每天领着一大帮孩子演
戏，布置虚拟环境，召开军事会议，拯救世界。他是司
令，琢磨着另一帮孩子搞什么阴谋。

在他眼里，法律同样是一种艺术，一种用来解决
人与人之间矛盾、纠纷，用来平衡整个社会的艺术。
律师很难得，因为每个案子不一样，他喜欢这种挑
战。而今，尽管成为一名主持人，而非律师，法律的思
想还在他脑子里扎根。

在主持人到公益人的转变中，他也找准了自己的
责任：环保。当然，环保不是靠一个人的努力就可以
实现的，需要在政府引导下，全民努力。撒贝宁条理
清晰地分析出企业责任、公民责任。尤其在说企业责
任时，他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当社会发展到今天，作
为全球化的一份子，所有人都对生存的环境存在不可
推卸的责任。这么多年做法制栏目，一种责任是底线
的责任，即法律的责任。就是说，你做了不该做的事，
就会受到惩罚。还有一种责任属于更高的责任，没人
要求你去做，而是自己想要做。而且做了以后，不见
得有人来表扬你，也不见得会带来改观和效益，更没
有轰轰烈烈的反响和光环。但是，这种责任是高出法
律底线的责任，这种责任是更值得让人尊敬，让人想
要去追随的。

所以，撒贝宁对那些回馈社会，主动担当起社会
责任的企业十分肯定，顺便也幽默了一下：“我们不要
定一个太大的目标，可以从手边能实现的小目标开
始，比如先种草一亿亩。”

中国环境报：您是第二次参加绿哈达行动，这次有什
么新的感受？

撒贝宁：今年我到草场来，天气比去年强多了。去年
种草前忽然乌云大作、暴雨倾盆，感天动地、惊天地泣鬼
神。而且去年搭的密封帐篷，风大得差点把敞篷都吹翻
了。所有人紧紧地抓着横梁，怕帐篷倒了。这个画面给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环境真的崩溃，地球面临灭顶之
灾，谁都跑不了。现在似乎又要下雨了，中科院负责种草
的武博士跟我说，下雨好，下雨对种草很有好处。

中国环境报：既然高原反应那么严重，为什么不选择
一个轻松一点的环保活动？

撒贝宁：这样的公益活动一定要坚持，不是来一次就
可以了。跟环境直接相关的活动，都需要持续的坚持和努
力。改变大自然的时间很快，但恢复自然却需要很多倍的
时间。所有为了保护西藏生态的人们付出了很多，这是一
项长期事业，只有一年又一年的努力，才会有成效。如果
可能，我希望明年还能到这里来。

中国环境报：如何看待环保公益事业？
撒贝宁：不管是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还是公民的社会

责任感，别把责任放到底线去看。不要等到受惩罚，才去
担这个责任。比如在一些法律严格的国家，如果你垃圾不
分类，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但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可是，是
不是一定要等到要罚钱的那天，我们才去把垃圾分类？今天
这项要求已经提出来了，虽然没有人用惩罚的手段，或用
责任追究的办法去严格要求，但我们也要提早去做。公益
也是这样。没有人要求的时候，自己能不能提前做一些，
对自己的内心也是一种平衡。

中国环境报：你在央视人缘好、朋友多，有想过带动其
他主持人发起环保公益活动？

撒贝宁：你的建议很好。我们有一个主持人联盟的微
信群，大家也经常在群里交流一些公益活动。当然每个主
持人都有各自的方向，有各自正在从事的公益活动。回去
以后，我也让大家多了解关于生态保护的活动。生态保
护，需要每个人共同努力。

◆本报记者张春燕

专访 撒贝宁

“希望明年还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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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是 环 境 教 育 专 家 、国 家 环 境
教 育 一 级 培 训 员 ，致 力 于 环 境 与 可
持续发展教育领域的教育与研究工
作；她更是一名环保志愿者，身体力
行 ，积 极 投 身 环 境 保 护 公 益 活 动 。

“自觉践行生态文明理念，为实现美
丽 重 庆 梦 ，从 自 己 做 起 ，从 教 育 抓
起”，是她的环保感言。她就是西南
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李远蓉。由
于 她 在 西 南 地 区 、特 别 是 重 庆 市 生
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方面作出的
突出贡献，近日荣获了“重庆绿色人
物年度人物”称号。

身为高校教师，她言传身教
从身边事做起

在学生罗明月记忆里，有一件小
事一直记忆犹新。那天，她提着一袋
垃圾准备去扔掉，刚下楼就遇到了李
远蓉。在相互致意后，罗明月正打算
离开，李老师突然叫住了她。“等一下，
你垃圾袋掉了一张纸屑出来。”罗明月
低头一看，果然，在她的脚边有一张小
小的不怎么起眼的白色纸屑，原来是
垃圾袋上破了一个小口子，罗明月赶
紧转身将纸屑捡了起来。

“别看这只是一张小小的纸屑，要
是每个人扔垃圾的时候都掉一张，对
环境的影响将会怎样？有些时候，正
是 人 们 在 不 经 意 间 破 坏 了 环 境 ，所
以需要我们时时刻刻都要有环境保
护的意识。”李远蓉的这一席话，深深
地刻在了罗明月的心中。从那以后，
罗明月时刻严格要求自己，看到地上
有垃圾，会把它捡起来，看到水龙头没
有拧紧，会赶紧拧好。

李远蓉的教学方式更加让人印象
深刻。她设计了寓教于乐的教学活动

“生存大挑战”，通过让学生扮演警察、
医生、官员等不同的社会角色，体会地
球资源减少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危机。
瓷砖象征着地球环境和资源，瓷砖面
积的减少则象征地球上空间的减少、
资源的不断消耗，随着瓷砖面积的减
少而淘汰角色。

学生黎莉说，游戏中，李老师会在
一旁引导，让不同角色进行讨论，决定
淘汰的对象。这样的教学，方式新颖，
寓教于乐，在游戏互动过程中明白了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加深大家对环境
的意识。

身为环境教育专家，她尽心
尽责传播绿色理念

2007 年，中小学环境教育骨干教
师培训班开班，作为 主 讲 人 ，李 远 蓉
为重庆市第五批市级绿色学校创建
初 评 入 围 的 37 所 学 校 的 60 名 环 境
教育骨干教师作培训，就教育部《中
小学环境教育实施指南（试行）》《中
小学生环境教育专题教育大纲》等内
容进行解读。

在 培 训 班 上 ，李 远 蓉 通 过 荒 岛
求 生 选 择 、静 心 之 旅 等 小 组 活 动 以
及情景扮演等形式将环境教育的基
本 理 念 以 活 泼 、深 入 浅 出 的 方 式 进
行 讲 解 。 学 员 们 纷 纷 表 示 ，在 轻 松
愉快的氛围中吸收到了先进的绿色
教 育 理 念 ，对 提 高 全 市 中 小 学 校 环
境 教 育 及 绿 色 学 校 创 建 水 平 ，推 进

素质教育，意义重大。
类似这样的活动数不胜数。李

远 蓉 是 国 家 环 境 教 育 一 级 培 训 员 ，
这 些 年 来 ，她 先 后 在 北 京 、上 海 、重
庆等地，参加过世界自然基金会、环
境 保 护 部 宣 教 中 心 、重 庆 市 环 保 局
等 组 织 的 大 大 小 小 培 训 100 多 场 ，
举 办 报 告 、讲 座 数 十 次 。 重 庆 市 环
境教育规划，有李远蓉的参与；绿色
学 校 评 价 体 系 的 构 建 ，也 渗 透 着 她
的辛劳。更不用说每年参加重庆市
绿 色 学 校 、环 境 教 育 基 地 的 创 建 指
导、评审验收等工作了。

很多时候，这些评审以及讲座活
动占用了李远蓉很 多 业 余 时 间 。 然
而，在她看来，身为环境领域的研究
学 者 ，开 展 环 境 与 可 持 续 发 展 教 育
教 学 和 研 究 工 作 ，为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和 环 境 保 护 贡 献 自 己 的 心 力 ，是 职
责所在，义不容辞。

身为环保志愿者，她注重实
践寓教于乐

国家重点节能技术的推广、中学
生探秘垃圾焚烧如何变废为宝、海洋
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影响、低碳技术、绿
色科技……点开微信朋友圈，每天都
会看到李远蓉分享的关于环境保护的
最新信息。

学生马坤鹤说，李老师经常利用
微信、微博等平台分享环保知识，宣传
科学的环境伦理观、环境价值观，积极
引导我们践行 3R 的生活方式。跳蚤
市场也是李远蓉的一大创举。每到周
末，她就动员师生和社区居民捐献闲
置物品，倡导一物多用、物尽其用。

不过，更多时 候 ，李 远 蓉 则 把 时
间用在了带领学生参加环保社会实
践上，四川阿坝、重庆巫溪、石柱、忠
县 、璧 山 …… 这 些 地 方 都 留 下了李
远蓉的足迹。

每次带队参加活动，李远蓉都会
设计跟环境保护相关的内容。有一
次，李远蓉设计了一个“自食恶果”的
活动，由大家轮流为选定的食材添加
盐、辣椒、酱油等调料，通过击鼓传花
的方式依次传递，当鼓声停时，由得到
食物的同学将之前由大家添加了不同
调料的食物吃掉。通过这样的活动，
让学生们明白，食物好比生活的环境，
如果每个人都对它做一点破坏，最后
受影响的也将是人类自己。

增强幼儿园小朋友的环境意识也
是李远蓉关注的重点。为此，她指导
学生与西南大学实验幼儿园合作一起
开发了“蓝花楹”项目，让孩子们和蓝
花楹做朋友，观察蓝花楹在不同的自
然环境中的变化，让其在潜移默化中
喜欢蓝花楹，喜欢上其他的植物，进而
关心整个自然环境。

学生张静告诉记者，李老师的理
念是，保护必须兼顾研究和环境，不能
为了做研究而破坏环境。

张静记得，在引导幼儿园小朋友
观 察 蓝 花 楹 的 过 程 中 ，李 远 蓉 总 是
叮 嘱 他 们 ，要 告 诉 小 朋 友 不 能 为 了
观 察 蓝 花 楹 而 折 断 树 枝 ，只 能 捡 掉
下来的花朵。

李远蓉带出的研究生团队被称为
“化学教育之家”，而她自己则被学生
们称为“李妈妈”、“太阳女神”，亲切而
又充满正能量。她用她的人格魅力影
响着一届又一届的学生，带给大家宝
贵的精神财富。大家都说，能够遇见
李老师，是人生中的幸事。

“太阳女神”的绿色能量
——记环境教育专家、西南大学教授李远蓉

◆黄虹

李承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