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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空白的噪声教育
谈起噪声教育，在我们的教育内涵中，可

说是一片空白。我们喜欢热闹，在餐厅中总是
高谈阔论，大声喧哗，我们不大懂得控制音
量，并察觉自己对环境带来的影响。我们也不
大理解安静的重要性，哪些是噪声？哪些是悦
音？对我来说，保护大自然的声景，是因为这
些声音是珍贵的资产，我相信自然声景对生
态保护是重要的，但是在自然声景中所要面
对的各种各样的噪声，又该如何克服呢？

自从我们的世界发明了内燃机之后，所
有声景都改变了。朋友跟我说，未来如果全面
改为电动车，世界会安静许多，因为设计者甚
至怕车子移动时没有声音，让人失去警觉性，
要故意制造一些声响，作为警示。这也显示出
现代人对身处的声景，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惯
性，我们无法避免在噪声中移动，最后只能封
闭自己的感官，我相信地铁上的低头族，应该
不会太在意所谓的环境噪声。只是即使我们
可以强迫耳朵接受这一切，身体还是会在不
知不觉中承受噪声所带来的压力，造成疲倦、
血压高，甚至心血管疾病等风险。声音，跟现
代人的文明病有重大的关系。

当我开始懂得聆听自己心中的声音，就
是我记录自然声景的开端。当我们封闭自己的
感官，其实也在拒绝感受自己内在的世界。我
们活在多元丰富的声音世界里，声音宰制了我
们的情绪、意念，如果我们对它没有太多的察
觉，可能与丰美隔绝，也可能向伤害靠近。

声音，是我跟林龙森共同努力的焦点，他
是华科慈善基金会的总干事，“听觉照顾”是这
个基金会关心的重点，不只是针对听障人士，
三年来，他们跟一群中小学校长共同努力，在
校园中推广“减噪取静”的教育理念，龙森希望
通过我的广播节目能把经验与成果分享出去。
对我来说，因为从事自然教育的经验，我非常
希望保护这些美好的“自然声景”；而龙森所要
宣扬的，则是如何避免噪声带来的伤害。这就
像是谈垃圾分类，与保护纯净大地的理念一
样，一个是具体做法，一个是愿景，根本是一体
两面的事情，我决定跟龙森好好详谈。

无所不在的噪声干扰
龙森是一个非常谦和客气的年轻人，他

走进我那与外界隔绝的录音间，却是要让我
知道什么是“噪声”。他帮我在手机上安装了
“噪音捕手”的!""，这是免费程序，不论是谁，
都能随时随地监测噪声的大小。很快地，我发
现即使四面都安装了隔音板，由于空调与机
器持续运作，录音室内部空间的音量值居然
也高达#$分贝。他甚至提供给我一支噪声分
贝计，可以更精准量测周遭环境声音的能量。

就正常人的生理结构来说，我们可以聆
听到的声音频率是%$!%$$$$赫兹（&'）之间，
可承受的音量值是$!(%$分贝（)*）。就人对声

音的感受来说，%+分贝以下已经是寂静的极
限，,$分贝以上就是很嘈杂的状态，到了-#分
贝时，耳膜就会开始疼痛了。而且从%$分贝到
.+分贝，并不是放大一倍的音量，而是十乘以
十的差距（每增加十分贝等于强度增为十
倍），也就是放大一百倍的能量，光是这点，就
足以让我感到震撼。

有了这些粗浅的知识，我对噪声也有了
不同的理解；加上分贝计上显示的数字，让我
对环境音量的大小声有了更具体的感受。龙
森说，许多人对保护自己的听觉其实是很没
有概念的，若是我们长期处在噪声的环境，甚
至是长时间戴着耳机听音乐，都可能会伤害
耳蜗中的毛细胞，造成永久的听力耗损。更何
况有许多研究显示，孩子在噪声环境中会难
以专注，影响学习，所以他们的首要目标，就
是进入校园教孩子如何避免噪声伤害，协助
校园进行减噪的工作。

其实，光是从音量大小来评断噪声，并不
全然正确。否则在音乐厅欣赏交响乐时，分贝
数偶尔可能会飙过,+，但是跟忠孝东路的尖峰
时段比起来，你会明确感受到何者是噪声。不
过，噪声的认定也有主观的成分，有些听觉敏
感的人，甚至无法忍受极低频但重复的音响。

龙森希望我能报道他们如何带领孩子绘
制“噪声地图”，就是让孩子们学习通过噪声
分贝计，去了解校园中噪声的来源，并且寻求
解决的方式。为了结合我保护自然声景的理
念，我向龙森建议，希望不仅介绍噪声教育，
同时也介绍校园的生态环境，让孩子能在噪
声中发现不一样的绿色声音地图，并在我的
广播中开辟一个新单元，称为“倾听绿色校
园”。当然，带孩子去发现大自然的声音，那可
是我的专长。

在龙森的安排下，我到新北市八里的长
坑小学采访。这座小学位于观音山下，附近
山林环绕，四周田园阡陌，本身拥有很好的
自然条件，但是学校周边也存在许多铁工
厂，不时会传来一些噪声。不过，真正噪声的
来源，却是学校旁边的公路，这是一条交通
繁忙的主干道。

倾听校园，发觉友善悦音
校长郑旭泰是一个热爱自然的人，他努

力经营学校的生态环境，校园中不仅有水生
池、蝴蝶廊道，还有太阳能板、风力发电等绿
能设施，因此获得了中国台湾“永续发展奖”
的永续教育奖，受到相当大的肯定。同时也因
为重视环境质量，郑校长非常希望能改善学
校的噪声问题。

华科基金会安排了长庚大学余仁方教授
所领军的听觉研究室团队，到校园中监测噪
声，并对防噪提出改善建言，除了让校舍尽量
远离马路，减少噪声来源对受教环境的影响
外，也可以通过搭建绿篱来阻挡砂石车呼啸
来去的喧嚣。

我拿着龙森给我的噪声分贝计对着马路
测量，当大卡车通过时，居然达到/+分贝，非
常惊人。但是一走进长坑小学，很快地我就被
校园池塘中的贡德氏赤蛙的声音所吸引。尽
管噪声无所不在，我却可以听到绿绣眼、白头
翁、八哥，还有远方筒鸟与白腹秧鸡的叫声，
可惜这样丰富精彩的自然声景，轻易地被埋
没在各种人为噪声的世界里。

孩子们热切地跟我分享他们如何在绘制
噪声地图中，发现各种噪声的来源，他们甚至
觉得学校的钟声与广播都可能是噪声的来
源。这个新发现，带给学校新的思维，校长老
师开始讨论除了在音量上加以控制外，是否
有更友善的替代方案。据我所知，有些学校已
经在考虑用传统人力敲钟的方式，来取代现
成的电子钟声，不论是否达到减噪取静的目
标，至少是一种更人文的展现。

趁着采访空档，我试着教导孩子如何使
用我的麦克风跟耳机，看他们专注聆听的表
情，我知道他们已经在享受声景上有了崭新
的体验。我轮番介绍周遭生物，让孩子能记住
这些动物的声音，同时也建议学校带着孩子
开始画另一张地图，那就是友善的悦音地图。
我指着眼前树上一只白头翁跟孩子们说：“你
看在这样的噪声中，它必须很用力地叫，其他
鸟儿才听得到呢！”戴着耳机的小男孩看着
我，神情坚决地点点头。

我相信，懂得聆听的孩子，将会为这个世
界带来改变。至少，他会有更多选项，来为自
己身处的声景质量，做更多的坚持与努力。

所谓声景，即“听觉的风
景”，是用耳朵来捕捉从审美和
文化角度都值得欣赏和记忆的
声音，当我们用心聆听，视野也
会跟着宽广起来。本文作者是
一名野地录音师，她用自己的
探索笔记告诉我们，大自然的
声音也可以是一种疗愈。

大自然的声景（上） ! 范钦慧

" 作者在校园池塘录音

老
人
相
亲
角

李
俊
伟

! ! ! ! ! ! ! ! ! ! ! !"#原来是一个局

劳大弓有时算计好冬雨已用过餐了再进
饭厅。冬雨发觉劳大弓在躲避她，同她在玩老
鼠躲猫的游戏，也就不再用劲。
劳大弓安定下来了。
过了些日子，劳一一来手机要老爸去他

新租的房子玩玩。酷暑来了，劳大弓早早出
门，避开烈阳的暴晒。凑巧的是冬雨也外出，
他们在院门口相遇。冬雨说：“到儿子
家去吧？”说完叫了辆出租车走了。劳
大弓暗忖：她怎么知道我去儿子家？他
是节俭人，走到公交车站，乘了公交
车，又换了地铁，才到了儿子的新家。

还没踏进儿子家门，就听到咿咿
啊啊的唱京戏的声音，这个声音很耳
熟。他感到奇怪，儿子怎么同京戏沾
上亲了？推开门，有位女士背对着门，
正在教儿子的女朋友夏天唱京戏。

这个背影很眼熟，他还来不及回
忆是谁，儿子和夏天就迎上来了，共
同问：“爸，你为什么不叫出租车来
啊？”劳大弓惊奇了，他们怎么知道他
没叫出租车来？儿子请老爸在沙发上
落座，并送上一杯热茶，劳大弓低头
呷了一口，把茶杯放在茶几上。头刚
抬起来，他就惊慌失措，手肘把茶杯都碰翻
了。原来这个耳熟眼熟的人就是冬雨。
夏天笑着说：“你们是熟人，我就不介绍

了。”劳一一说：“高级养老院，我是托夏天去
找的。”夏天说0“住高级养老院的点子是冬雨
出的，这个高级养老院也是冬雨推荐的，我是
二道贩子，转转手而已，功劳是她的，我不能
抢功，你们要感谢冬雨。”
冬雨得劲地说：“要什么感谢啊？夏天是

我的小辈，我是她的长辈。劳一一是夏天的男
朋友，夏天是她的女朋友。劳大弓是劳一一的
老子，劳一一是劳大弓的儿子，我们是一条藤
上的瓜，一窝子里的崽，一家人还要谢咯啊？”
夏天含蓄地说：“是啊，一家子人总要在一

个桌子上吃饭的。”夏天眨眨眼，扮了个鬼脸。
她不敢面对劳大弓，因为他毕竟是未来的公
公，不可太放肆。她只能半个脸对冬雨，冬雨瞪
了她一眼，暗暗责怪她太冲，使自己难堪。
劳一一心知肚明，他成了夏天的马前卒，

立刻顺着夏天编的谱儿说话了：“是啊，一家人

碰头很不容易，今天去小开元吃饭。这是新开
的饭店，烧的是申海菜，味道蛮灵光的。我同夏
天请客，一家人总要在一只桌子上吃饭的。”
四个人中三个人是明眼人，只有劳大弓

还懵懂着。夏天是设局者。冬雨通过夏天对劳
大弓一家情况了如指掌，又通过接触劳大弓
对他一碗水看到底。她一定要抓住劳大弓，否
则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了。留住了青春

的尾巴没有留住人有啥用啊？劳大
弓转移饭桌，同他躲猫猫了，她心怵
了，把这个恐慌告诉了夏天。亲帮
亲，夏天当然帮冬雨。夏天是现代的
女性，不是传统的女性，花头浓花招
也多，她同冬雨商量后设计了一家
人吃饭的“饭局”。劳一一也希望老
爸找个有德行的老来伴，再不要找
个眼窝子里只有房子和票子的贺芳
一样的女人。他认为冬雨是有美德
的老妇人，是最合适的人选。

小开元饭店的饭宴结束了，夏
天同冬雨去逛淮海路，小包房里只
留下父子两人。劳一一开门见山地
说：“爸爸，你看冬雨这个人怎么
样？”进了饭店，劳大弓就从云里雾
中走出来，他明了冬雨的痴心，也明

白儿子同夏天的苦心，他向儿子表明自己的
心意：“冬雨这个人不错，有貌，有才，还有情。
有屋就有屋里厢，我房子没有了，住到哪里去
啊？现在房价又飙升了，每套房子不是几万几
万涨，而是几十万几百万朝上涨，即使倾家荡
产也跟不上涨。贺芳给我吃的苦头吃够了，难
道再要吃第二遍苦吗？”
劳大弓停顿一下，揪心般地说：“第一遍

苦，把我从共和老路老房子赶出来，第二遍苦
要把我刚安顿下来的高级养老院中赶出去，
我将死无葬身之地，可怕啊！”
儿子说：“爸爸，你的顾虑，冬雨阿姨早已

化解开了。高级养老院的养老政策还没有大
的变化，福利性成分较多。住房分三种：租赁、
使用、有产权，现在你是租赁。如果是一夫一
妻，可以出钱买使用权，去世后房子由养老院
收回，出大钱可以买产权房，房子可以卖掉或
者由子女继承。冬雨主张出大钱买产权房。她
去摸过底，由于得益于养老政策，产权房房价
不高。她说———”

杂技好男儿程海宝
陆林森

! ! ! ! ! ! ! ! ! ! ! ! $#出台特殊政策

沿着 %+世纪 1+年代的岁月轨道，将时
间退回 (/#1年的一天，老挝王国梭发那·富
马亲王（内战期间）访问中国，共和国总理周
恩来陪同出席中国杂技团在中南海怀仁堂举
行的招待演出晚会。上台献演的是该团的一
批小学员，他们的精彩表演和天真烂漫的笑
容，给贵宾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周恩来总理送走富马亲王后，特地来到

后台看望小学员们，亲切地询问他们：“你们
平时吃的是什么啊？”孩子们都没有开口。有
个孩子突然冒出了一句：“我们吃馒头呀，还
有稀饭。”周恩来一听，两条浓眉锁在了一起，
好像在思考什么。过了一会，他转身对领队老
师说：“孩子们练功，体力消耗太大，要好好关
心他们的身体，关心他们的成长啊！”接着，周
恩来又语重心长地叮嘱道，“孩子们是我们杂
技事业的接班人，要照顾好，增加营养。早上
给每个孩子增加半磅牛奶、两个鸡蛋。回去
后，你们商量商量，看看行不？”
共和国总理的一番话，听得领队老师眼

眶湿润了。共和国总理，工作繁忙，对杂技团
学员的生活状况如此关心，要求千方百计地
想办法，克服困难，改善孩子们的生活，使他
们健康地成长，领队老师如何不感动？
是啊，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们啊！为了

孩子，为了中国的杂技事业，必须尽一切可
能，改善小学员们的生活条件。很快，国家出
台了一项特殊政策：由于杂技艺术的特殊性，
从事这门艺术的演员，体力消耗太大，必须在
生活上给以适当照顾，给予一定的伙食补贴。

这一年，((岁的程海宝来学馆学艺一年
多了。一年，时间并不算长，但看上去，他比一
年前显得似乎要老练多了。在这一年时间里，
为了学艺，他吃了不少苦，但也享受了共和国
给予的特殊照顾：每个月有国家特批的 (#元
营养费。在 %+世纪 1+年代，这 (#元可是相
当于一个艺徒一个月工资啊。除了每个月可
以享受 (#元营养费，食堂还专门“网开一

面”，给正在长身体的学馆学
员每天每人供应一块二两左
右的红烧肉，较之定额分配
的社会供给量，简直天壤之
别！这还不算，食堂每天还特
地为孩子们烹饪了营养丰富

的菜肴，有荤有素有汤，保证吃跑，吃好，有足
够的体力投入训练。

(/1(年是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
年。在国家特殊政策的呵护下，程海宝这一批
学员的生活待遇得到了极大改善，这在当时
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
事。营养有保证，学馆教学也不再急于求成，
程海宝的基本功练得相当扎实。学馆对于第
二届学员的教学计划是：前三年练基本功，后
三年练杂技节目。经过三年的刻苦练习，程海
宝为接着而来的后三年节目训练打下了非常
扎实的基础。星期六下午，学馆按规定放假，
他像一只放飞的鸟儿，回到慈惠南里。
程家有两个孩子在学馆学习技艺，他们

放假回来了，做父母的焉能不感到高兴？最忙
的莫过于做母亲的，家境虽然一般，叶助霞还
是要做上一些好吃的饭菜，犒劳两个孩子。特
别是到了星期天，孩子们又要离家回学馆去，
叶助霞忙里忙外，买糕点，买零食，听说学馆
的伙食非常不错，可做母亲的还是担心孩子
吃不饱，千方百计地为他们备足“粮草”，让两
个孩子带到学馆去。买糕点，得凭票供应。那
个年头，糕点券金贵金贵，程家平时不舍得
买，将糕点券节省下来，等两个孩子回来后再
用，糕点券如果不够用，程家就用面粉，炒成
熟面粉（上海人称其为“炒麦粉”）。炒麦粉炒
好了，在里面放点糖，然后装在一只铁罐子
里。打开盖子，程海宝伸长脖子，闻闻，呀，那
味道真香啊！
有一天，程海宝将一根脆麻花带到了学

馆。他舍不得吃，想起它，打开铁罐看看，又将
铁罐盖好。一次，他拿出脆麻花，看了又看，忍
不住了，这才小心地掰下一块，慢慢品尝，将
缺了一块的脆麻花又放回铁罐。几十年后的
一天，当他回忆起这件事，笑着说：“那时，我
不是不想吃，而是舍不得一下吃完。吃完，就
没有了。一根脆麻花，按照今天的生活水平，
根本不值一谈，可在三年‘困难时期’，吃一根
脆麻花，那简直就是一种享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