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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访华是在 1971 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前一年。其后，

中国发生了巨变。当年在北京街头看到的景象，现已不复存在。在清

晨的大街上看到马车拉着一车砖，好像是拆掉城墙去修环路。早晚上

下班时间还是潮水般的自行车，而现在已经被汽车堵得水泄不通。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的变化堪称“世界奇迹”。欧美和日

本等国家历经几代人实现的现代化，中国仅一代人就想实现，如日中

天，势不可挡。 

   有光必有影。光越强，影越重。最明显的影，即贫富差别的扩大。

城市和农村，东部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其间的

差距已经远远超过以自由竞争为原理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另一个影，即环境破坏。中国疆域辽阔，面积是日本的 26 倍，

但是在生态环境和资源上并非得天独厚。用 13 亿人口作基数计算，

甚至是脆弱的。在此基础上继续奇迹般地经济增长，会带来什么样的

环境后果呢？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邻国日本也

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民间团体（NGO）“绿色地球网络”在山西省大同市黄土高原的农

村开展绿化合作事业始于 1992 年 1 月，迄今已经过去整整 13 年。对

我来说印象最深的是与当地人的交流。这是一条坎坷曲折的路，这一

点只要指出大同曾在日中战争中遭受了沉重的灾难，就不难理解了。

这些在序文中无法概括，只有以本书方可历述。 

 如果东部沿海大城市堪称光或者顶峰，内陆的黄土丘陵和山区农

村就是影，是在发展中被遗弃的地方，是谷底。如果把经济发展视为

时代的拉动力，环境问题就是它的副作用，就是底层。 



  

   无论一个国家、还是一个社会，它的真实姿态从谷底看得最清楚。

站在山顶无法看到整个山容。要想看山容，只能下到山脚下。我在大

同开展绿化合作事业的过程中，渐渐开始审视北京。大同是观察北京

的最佳地点。如果说从日本、从海外看到的北京是正脸的话，从大同

看的北京就是它的背影。 

   2003 年夏天，中方 11 家主要媒体和日本 3 家媒体来大同采访。

他们都深感惊讶的是：大同旱得直冒烟，北京的水源桑干河也断流了。

连新闻记者都大惊小怪，普通百姓就更缺乏这方面的认识了。所以，

这本书——我们和大同的伙伴在这里艰苦奋斗十余年的体验，应该是

值得一读的。 

 日文版问世已经一年有余，如果从执笔算起，已经过去两年了。

这项事业现在仍在继续，所以也有想根据其后的进展重写的地方。其

中中方合作对口单位从青年联合会过渡到总工会，这件事不是轻易就

说得清楚的。另外还要考虑到我的性格，动一处，就可能导致全篇改

写，因此不去自找麻烦了。但是，鉴于水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

第 11 章增加了一节。 

   我要交待一下本书的译者。我是在 1974 年 3 月认识了李建华、

王黎杰的。当时他们还是学生，我刚 20 多岁。 

 为了构思绿化事业，探讨它的可行性，1991 年秋我走访了北京

几个有关部门，结果没人理我。这也难怪，既无组织又无资金，此等

遭遇是自然的。我约李建华边喝酒边道苦衷。他给我出主意，说：“既

然如此，何不去地方上试试，像这样的绿化项目，在地方上会受欢迎

的。”如果没有他的建议，也就没有这个绿化合作事业，我也不会吃

苦受累了。 

   我在大同的农村语言不通、无法沟通、受到阻碍、苦苦经营的时

候，从北京赶来助阵的是王黎杰。没有她的支援，恐怕这个事业就会

夭折。即使工作繁忙的现在，她每年也要抽出时间来大同几次，这是



  

因为她把这项事业也视为自己的孩子。 

他们是本书的最合适的译者。 

在此，感谢刘德有先生为中文版撰写序文；感谢对出版给予大力

支持的中方有关人士。 

   对日本三得利文化财团对翻译出版的赞助，表示诚挚的谢意。 

    最近日本出版社和我联系，说韩国也准备出版此书。东北亚各国

因黄沙的到来而知道春天，证明大家生活在同一个环境。环境没有国

界。愿我们微不足道的环境合作，能为加强本地区的相互理解和合作

贡献出一份力量。 

     2005 年元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