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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各地正嗅出春天的氣息，BBC的「呼吸空間」計畫（Breathing Places）

也在各地啟動。藉由 BBC Two 旗艦環境節目「守望春天」（Springwatch）在全

國 15個地點舉辦活動，號召人們捲起袖子、踏進泥土地，改造周遭的社區空間。

這項為期三年的計畫，目標至少改造全國 5萬個社區綠地，或許在城市、或許在

鄉村，創造人與自然共享的不同地景。 

 生活在都市叢林的現代人，繁忙的生活步調，可能沒有時間駐足觀看所生活

的環境。鄰近的公園、學校或圖書館的廣場、辦公室周圍、河岸或是堤邊，或許

這些生活周遭常常被忽略的角落，就存在可以改造的空間。 

 從 2006 年 6月起，BBC與大樂透基金（Big Lottery Fund）合作，推動這項

Breathing Places計畫1，共計投入 5百萬英鎊基金，讓全國民眾一起打造生活中

的綠洲。 

 無論社區組織、學校、義工團體，凡有意願提出改造周圍空間的計畫，只要

空間可開放公共使用，都可提出申請，審核通過將獲得 300到 1萬英鎊不等的獎

助金，雖然只是小錢，但卻可創造大大不同。 

 BBC Two每年春天推出的系列節目 Springwatch，不僅收視率不遜色於實境

節目，也成了這項綠色環境改造運動的最佳觸媒，連續兩年在各地倡導 Breathing 

Places計畫。 

旗艦環境節目帶動 人人可做「綠手指」 

 Springwatch節目以春天為主題，讓民眾近距離體驗春天的鳥語花香，2004

年推出至今，每年都帶動民眾關懷生態，掌握春天的訊息。 

英國四季分明，但誰知道春天何時報到？答案就在大自然裡。當山楂花開

了、褐雨燕來了、或是看到七星瓢蟲、蛙卵、孔雀蝴蝶、紅尾黃蜂的身影，就可

知道春來了。民眾只要拍下以上六個春天來臨的訊號，用網路上傳或是在各地公

                                                 
1 The Big Lottery Fund成立於 2004 年，負責分配國家樂透（National Lottery）半數的經費。而BBC
這項Breathing Places計畫也同時與超過 50個生態保育組織以及各地區公共圖書館合作。 



 共圖書館索取信封寄回，就可以一起守望春天2。 

 2006 年春季的 Springwatch節目不僅創下 550萬網頁瀏覽量、超過 5萬人

參與這項大調查、更有超過 10 萬件「春天的身影」被民眾記錄下來；而 2007

年新一季節目中，兩位主持人 Bill Oddie與 Kate Humble在 Devon有機農場，

透過 50個迷你攝影機與數哩長的光纖線纜，在無打擾的狀態下，現場觀察藍雀、

畫眉、知更鳥、啄木鳥……、甚至獾與水獺的「春天即景」，預料將持續掀起英國

賞鳥、觀蟲的熱潮。 

更特別的是，網站

也同時提供多處網路

視 訊 轉 播 （ live 

webcam），讓民眾隨時

觀察野生老鷹或蝙蝠

的動態；甚至僅僅觀看

民眾所拍下的影像、或

聆聽錄下的鳥鳴，就足

以讓人感覺大自然靠

得好近。 

 
▲ BBC Springwatch網站裡面有豐富的春天自然生態資料。資料來源：

http://www.bbc.co.uk/nature/animals/Springwatch/ 

 為配合 BBC推動 Breathing Places計畫，SpingWatch在節目播出期間，在

全英 15個社區同時舉辦宣導活動，教導民眾如何搭造鳥巢、如何栽植野花，第

一年共吸引 20萬民眾扶老攜幼參與。2007 年配合新一季節目上檔，也選在六月

第 2 個週末在全國 15 個地方擴大舉辦「守望春天嘉年華」（Springwatch 

Festivals），鼓勵民眾一同發現並改造周遭的「呼吸空間」。 

 「呼吸空間」（Breathing Places）這個名詞，源自於 18、19世紀維多利亞

時期的著名園藝家與慈善家 J.C. Loudon，這位蘇格蘭生物學家以城市設計者的

                                                 
2 BBC這項守望春天的大調查，是與英國森林基金會Woodland Trust、生物氣候網絡the UK 
Phenology Network兩個環境相關機構合作，也具有生態研究意義，以 2006 年為例，發現春天來

得比較晚，且氣溫比 30 年均溫來得高。 

http://www.bbc.co.uk/nature/animals/springwatch/


 角度，為倫敦寫下綠色空間改造計畫。他認為，每個人住家咫尺之內都該有一個

綠色空間，並將其稱為「呼吸空間」-- 一個讓人逃離世俗煩嚷、接觸泥土、欣

賞鳥叫蟲鳴或是春去秋來的所在。 

 2006 年春季 BBC與大樂透基金推出「呼吸空間」計畫以來，第一階段共有

63 個社區得到總計 1 百萬英鎊的補助。分攤下來其實金額並不多，但已經在

Breathing Places 專屬網頁留下滿滿的經驗與故事。接下來還有 4 百萬英鎊經

費，陸續開放申請，網

站上除了提供包括如

何搭鳥巢、如何栽植種

子等資訊，也可下載說

明手冊，或是直接點選

所居住區域，捲起袖子

擔任義工，參與各地改

造活動。 

 

 

▲ BBC Breathing Places有專屬網站，提供前人經驗、實際的作法、以及如何參與的指南。資料

來源：http://www.bbc.co.uk/breathingplaces/

BBC以身作則 環境運動總動員 

 Breathing Places計畫是 BBC近年致力提高環保社會認知的系列活動之一，

或許比不上旗艦紀錄片「我們的地球」（Planet Earth）中，北極熊又餓又累地掙

扎在已融化冰山中的畫面來得震撼，也不像 BBC Four 推出「氣候混沌季」

（Climate Chaos Season）一般充滿知性反思，但卻是最深入社區、貼近人群的

全國性運動。 

 BBC身為英國最大的公共廣電業者，全球員工人數超過 2萬 5千人，各處都

有廣電大樓，從 2003 年起推動內部環保措施，包括：倫敦與蘇格蘭所在的廣電

大樓每年節能 3%；廢棄物逐年減量；廢棄物回收率每年提升 5%；以及從 2002

至 2010 年二氧化碳排放量將降低 8%。預計在 2007 年稍晚會訂定更嚴格的節能

目標，並在BBC網站上公開所有環境政策與改善狀況，透明地揭露其各項Going 

http://www.bbc.co.uk/breathingplaces/


 Green環保計畫。

（http://www.bbc.co.uk/outreach/2006_review/environment/）。 

 2006 年 11月，BBC舉辦「全體關機日」（Big Switch Off Day），要求所有

員工關掉不必要的電器設備，如不使用的影印機、電腦螢幕等，節能效果顯著。

全倫敦與蘇格蘭的 BBC 建築物與裡面工作的員工們，一天內共減少 2.6 噸的二

氧化碳排放量，大約是原來平均一天排放量的 1.8﹪，如果節能習慣持續一年，

估計所省下來的二氧化碳排放量約可充滿 833個熱氣球。 

 節能當然不僅是一天。為了達到每年節能 3%的目標，BBC預計在 2008 年 9

月達到 ISO 14001環境管理系統驗證標準。同時，也將「節能減廢」觀念融入職

場習慣之中，2007 年幾乎月月舉辦活動鼓勵員工起而行。例如一月份鼓勵員工

「減少垃圾」（de-junk）、二月為「回收行動」（recycle it）、四月由內部員工組

成「環境論壇」（environment forum）深入討論進一步的綠色提案。 

 環保從自己做起，並不是深奧的道理，幾乎每個公民都可以實踐。正如最近

BBC與威爾斯斯旺西市（Swansea）以及保育團體合作，在當地推動「呼吸空間

城市運動」（BBC Breathing Places Cities Campaign），訴求的就是--「做一件事」

（Do One Thing），不管在自家院子裡搭個鳥巢、或是在社區裡創造一個野生花

園，只要每個人動起來，一滴水，將會匯聚成為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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