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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用之有道 節約小事做起 
  

編者按：下周二（10 日）佛誕假期， 「通識新世代」暫停一期。  

日本九級大地震發生前，一般市民對核問題漠不關心。可是當核輻射直接影響到

日常生活甚至未來時， 「核」就成為近日全球最熱門的話題；東京、德國、台

灣等地相繼有反核遊行。對香港來說， 「東方之珠」美譽蜚聲國際，晚上璀璨

燈光把全城照得與白晝沒兩樣，我們的夜景確是令人嘆為觀止，那麼，在拒絕核

發電之前，是否該優先考慮節約用電呢？  

香港光害嚴重  

不知道大家有否試過在家裡不開燈，單靠外面的光線令室內亮起來？但不是幾分

鐘，而是一整晚，甚至每晚。3 月中政府公布香港光污染顧問報告，指出旺角的

光污染最嚴重：有七成二的招牌和樓宇外牆亮度超標，當中更有一個招牌超標

50 倍；另外也有調查指出近 550 個廣告箱和霓虹燈在店舖關門後仍亮 ，它們

每小時的耗電量接近 4000 度，相等於一個四人家庭一年的耗電量。除了旺角、

尖沙咀、中環和銅鑼灣一帶也是重災區。若這些燈光都熄滅了， 「東方之珠」

似乎也變得名不副實。在商言商，招牌的確是能吸引目光，可是關店後招牌仍亮

的用意何在？維港兩岸的燈飾又給誰看呢？很多人對「東方之珠」這美譽背後的

犧牲，包括能源、市民的健康，甚至連最自然、共有的夜空都賠上了，卻懵然不

知。  

美麗星空不再  

筆者母親曾說過，她小時候最喜歡在外面看銀河星空，還會天真到跟朋友一起數

星星；現在數星星不再是傻瓜行為了，因為星星真的寥寥可數。高中時筆者曾參

加兩次領袖生訓練營，第二天晚上安排了夜行，大約在凌晨三四時有「獨處時

間」，這時大部分同學都選擇睡眠，我卻靜靜地看星星。高一時看到的夜空還歷

歷在目：雖然沒有銀河，但我至少親眼見過「滿天繁星」是一幅怎樣的圖畫；最

深刻的是看到獵戶座腰帶，還有一條線把幾顆星星連起，成了一隻天鵝。在光污

染嚴重的鬧市裡，哪能看到這景象？究竟是以地球資源配合人為造出來的景色

好，還是大自然本來面貌更醉人呢？  

關燈舉手之勞  

煤、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不是用之不盡的，香港也沒怎麼開發其他再生能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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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發電效能雖高，但人們正以未來作代價。日後若真的棄用核發電，在天然能源

所剩不多的前提下，港人只有節約之路可走。很多人覺得環保是知易行難，說穿

了其實只是嫌麻煩、不方便。香港生活節奏快、壓力大，連休息時間都不夠了，

更甭說這些芝麻小事。說實在，環保不瑣碎，它能造福後代，甚至延長地球壽命。

伸手按電源開關花不到一秒， 「啪」一下可以省下不必要的電源。上班一族需

要用電腦、年輕人喜歡玩網絡遊戲，常出現一種叫「掛網」的現象──沒在用電

腦，但電源一直開 。出去吃個飯還好，有些會離開超過半天、一天；亦曾遇到

別人說「我的電腦好像都沒關過呢！」不關機的理由往往建立在「方便」之上：

回來開熒幕、動一下滑鼠就能用。一台電腦如果一整天不關，其電量約可打印 1 

萬張紙；一般電腦 24 小時約耗電 3.24 度，每月大約 90 度，若把這個數字乘以

全港會「掛網」的家用或公司電腦數目，可能比那 500 多個廣告燈箱還要耗電

呢！  

能源與污染就像中國太極的標誌一樣：能源為白、污染為黑。使用能源時當然會

有一定的污染──就像白裡一點黑；如果在能源一直減少的同時，污染累積，最

後就變成黑裡一點白；不同的是，白點擴大的速度不會比那片黑來得快。「行為

日久成習慣、習慣成自然」這是小學老師教筆者的。人類適應力很強，某一動作

只要肯踏出第一步並重複去做，漸漸就會養成習慣並持續做下去。節約，就從習

慣關燈、關電腦作起點吧！ 撰文：虛夜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