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灯下漫笔

有些生活垃圾也能“起死回生”
□沈 栖

生活垃圾分类已成为上海街

头巷尾普遍议论的话题， 它也是

上海市民理应自觉遵守的一个行
为准则。

生活垃圾分类， 彻底改变了

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垃圾“混合”

扔弃的生活陋习， 倘若市民都养

成了这种良好习惯， 将会对市民
的生活方式产生重要影响， 随之

提升其生活理念的文明化程度。

人类面临一种困境， 即对资
源的粗放型经营和一次性利用，

随之而来的是在实现经济数量型
增长的同时，高消耗、高废弃的现

象直接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恶性

破坏。环视日常生活中，暴殄天物
的事例比比皆是， 垃圾箱里随时

随处可以看到依然可以利用的东
西，大到旧家具、电脑、电冰箱，小

到衣鞋、碗碟、酒瓶，再加上满世

界的塑料袋、 随处可见的一次性
用品，如筷子呀，饭盒呀，能不抱

怨环境每况愈下么？

从源头上减少生活垃圾的产

出， 这自然是与生活垃圾分类同

样重要的生活理念。其实，现如今
生活垃圾的急剧膨胀， 是市民生

活方式的陋习造成的。如“厨余”，

某些市民不是勤俭节约， 而是大

吃大喝，挥霍浪费。 据统计：我国
“舌尖上浪费” 一年高达2000亿

元， 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
一年的口粮。

现代文明社会的生活理念要

求生活垃圾应该形成“鼎足”的态
势： 与生活垃圾分类同步的还有

另外两端———减少生活垃圾的产
出和最大限度地利用生活垃圾资

源。 全球对推进循环经济业已形

成了“3R”原则，即 ：以资源投入
最小化为目标的 “减量化” 原则

（Reduce）、 以废物利用最大化
为 目 标 的 “ 资 源 化 ” 原 则

（Reuse）、 以污染排放最小化为

目标的 “无害化” 原则 （Recy?

cle）。最大限度地利用生活垃圾

资源乃是践履“资源化”原则的举
措，它能使有些生活垃圾“起死回

生”，重新为人们所使用。

随着物质的富裕和生活水平
的提升， 每个家庭都会有一些赘

物需要处理。 倘若弃之则是生活
垃圾， 倘若适时适地多开设一些

“跳蚤市场”， 让这些赘物进入流

通市场， 一经商品交换， 它可能

会成为他人的生活用品。 如澳大

利亚政府除了在街头设立 “二手
物品回收箱” （二手物品回收后

尽用于捐助）， 还普遍开设 “跳
蚤市场”， 将二手物品以非常低

廉的价格出售 ； 日本一年约有

100 万吨的衣物废弃量 ， 为了
减少废弃纤维制品对环境的污

染， 各品牌和商家都在推进回收
再利用活动， 比如一些大超市定

期举办回收活动， 人们若把旧衣

物拿到超市就可以按照数量获得
超市优惠券、 积分或现金。

实行超市的退还抵押制度，

这也是某些生活垃圾 “起死回

生” 的有效路径。 生活垃圾资源

的回收利用亟待制度化保障， 惟
其如此， 才能持久且见效。 如在

德国， 有不少物品如啤酒瓶、 易
拉罐是可以在超市退还的。 这些

瓶罐上都标有 “Pfand” （抵

押 ） 的字样 ， 根据其大小和厚
度 ， 每 个 瓶 罐 大 约 可 以 换

0.15—0.25 欧元。 既有一套完
善的处罚规定， 严格执法， 又有

一定的物质刺激， 刚柔并济。 如

今德国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

62%， 在欧盟处于领先地位。

废弃物固然是生活垃圾， 但一
旦奉行勤俭持家的生活理念， 有些

废弃物还是可以 “起死回生”， 变
废为宝而物尽其用的。 家住徐汇区

康健街道长兴坊残疾人张海良夫

妇 ， 从 11 年前国家发布 “禁塑
令 ” 开始 ， 把丢弃的废旧衣服洗

净、 晒干、 消毒， 避开残处破洞，

缝制熨烫， 制成 4000 只环保袋。

11 年用坏了 3 台缝纫机 ， 这些

“变废为宝” 的环保袋除了自己使
用， 还免费发放给左邻右舍。 张海

良被评为 “上海十大环保达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中国

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说：

“我们应该追求热爱自然情怀 。

‘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 是生态文

明的真谛。 我们要倡导简约适度、

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拒绝奢华和

浪费， 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风尚。”

无论是生活垃圾分类， 还是减少生
活垃圾产出， 抑或最大限度地利用

生活垃圾资源， 都是 “形成文明健
康的生活风尚” 的题中之义， 都是

现代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徽识。

■余墨谈屑

读《中国公证史编年》
□顾云卿

我的公证同行蔡煜， 最近完成

了一部学术专著 《中国公证史编年

（1902~1979）》， 刚由上海人民出
版社于今年四月正式出版。 全书近

40万字，全程审视了从清末到改革
开放前夕中国近80年间的公证发

展历程，爬梳了浩瀚的史料，勾勒出

大致的公证发展轮廓， 填补了中国

法制史的一大空白， 名副其实地成

为一部滥觞之作。

公证并不是一个被公众熟知的

行当。 要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神

州大地掀起的出国热潮，“公证”还
没有那么快地进入世人的视野。 我

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进入公证
机构任职的， 亲身经历了公证处门

口隔夜排长队办理出国公证的盛

况。蔡煜公证员则是从1998年开始
进入杨浦区公证处从事涉外公证工

作的后起之秀。

百业千行皆有“史”，史即历史、

史册之谓也。 清代黄宗羲云：“史之

体有三：年经而人与事纬之者，编年
也；以人经之者，列传也；以事经之

者，纪事也”。 蔡煜写史采用的体例
为“编年”体，即以自然年份 （公元

1902年~1979年）为“经”，以该年

份发生的公证机构设立、 公证业务
开展以及相关的公证人员的人和事

为“纬 ”，织成了一幅 “中国公证制
度”发展的全景式图画。

写《编年》，首要的问题是根据

书名所示的 “中国公证” 从何时开
始？

写《编年》，除了引述枯燥无味
的法律法规条文之外， 还得选择一

些有社会影响、 与人民群众日常生

活有密切关联的有趣故事；

写《编年》，不由自主地会把眼

光投向“第一”件事，“第一”个人。

这样写来， 这本书才有吸引人

的可读性； 才在法律史的长河中占

据着重要的学术地位； 才对公证史
研究的承前启后起到必要的作用。

公证史的编写， 要具备两个条
件：一、作者是公证行业中人，身为

公证员对公证行业的发展才有感性

的体会；二、要有一定的历史和文化

知识，识文懂史。那些科班出身的法

律史专家，知其二，不知其一，眼光

不会落到在司法行政系统中毫不起
眼的“公证”这一块。 而埋头繁琐的

公证事务办理的当今年轻公证员，

往往少有心思和精力再去钻进古书

堆，搞什么史料的挖掘和整理。

我是较早关注“公证史”的一名
公证员。早在1996年3月，我就在上

海《新民晚报》上发表过《“公证”小
考》一文。在《中国公证》杂志上我也

曾连续撰写过20篇《关于中国古代

证明制度的札记》。 十年以前，因为
要撰写《上海公证六十年》的文章，

我曾经泡在上海市档案馆多时，浏
览了大量上海解放初期的公证案

卷。 但是在退休之前却始终没有精

力和能力面对“中国公证制度史”这
个宏大的课题，终于不了了之。

而比我小近三十岁的小蔡却捷

足先登， 把一册煌煌大作捧到了众

人面前！ 当我在5月28日看到了此

书首发式在“上海公证协会”举办的
消息， 便迫不及待地向作者蔡煜索

要了一本，先睹为快地读了起来！对
他早先撰写的 《新中国公证纪事》

（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东方公证法

学》【第二卷】2017年8月第一版）一
文，我也找了出来认真拜读了。共计

398000字的宏篇巨著， 我很快就

粗略地读完，感到确实震惊！确实不
易！ 确实了不起！

我没有资格对此书枉加评论，

我对蔡煜所涉及 、 引用的资料内

容， 有的还十分陌生。 蔡煜以一己

之力， 化费数年时间， 投入了巨大
的人力财力， 积累了数十箱的原始

资料， 自费出版了这本 《中国公证
史编年》！ 我只有向他致敬！ 表示

钦佩！ 为他这本书摇旗呐喊！ 为他

鼓与呼！ 期望有学术界的权威人士
对这本著作， 作出恰如其分的公正

评价， 并给予诚恳的批评指教， 使
之日臻完善。 无有客套式的溢美，

不施加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 以便

让这本冷门 、 偏门 、 非娱乐的著

作， 能够为更多的学子所知晓、 所

掌握和利用！

■法官手记

读书札记
□王梦茜

《整个巴黎属于我》是一本长达30万

字的纪实著作， 详细记录了美国作家欧内

斯特·海明威从默默无名到成为世界一流
作家的历史。 让海明威这个名字响彻世界

的，无疑是他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太阳照常
升起》， 而本书就是这本小说完美的注脚。

它用大量的史料， 将海明威从年轻时一文

不名来到巴黎， 到一步步苦心经营成为举
世瞩目的大作家的过程，描述得淋漓尽致。

当然本书的有趣之处不只是海明威个
人的发迹史，还夹杂了许许多多19世纪20

年代欧洲和美国的作家、批评家、艺术家的

奇闻轶事。 他们之间，有志趣相投、互相欣
赏，也有不满鄙夷、过河拆桥。 有对朋友的

作品和前途比自己的事业还要上心的菲茨
杰拉德， 也有在朋友默默无名时热心到不

可思议、无私助人的安德森，还有兢兢业业

投入出版事业， 与作者保持深厚友谊的柏
金斯。 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些朋友，海明威

不会成名。

但人性的卑劣并不少于人性的高尚。

文人相轻的现象总是存在， 在各自的小圈

子里互相写文攻击嘲讽， 出尔反尔和背信
弃义也屡见不鲜，甚至包括海明威自己。不

少人在海明威死后仍然不承认他在文坛的
地位， 虽然可能与海明威生前的所作所为

有关，但仍不失恶意中伤者。这也是本书更

为深刻的地方———对事件或人物观点尽量
从多个角度客观记述，但不作评价，留给读

者思考。

什么样的人会成为一代大家？当然，海

明威是一种。 他从开始就知道自己想成为

什么样的人，想方设法向前辈学习、广泛交
友，也精通自我推销和生意之道，甚至在必

要时不在乎失去珍贵的爱情、友情等等。在
成为一代大家的路上， 海明威也承受了太

多的压力，以至于最终把自己逼向绝境，吞

枪自杀。但不论他遭受多大的非议，有一点
仍是毋庸置疑———他热爱写作， 超过了自

己的一切。

不可否认，海明威创造的“冰山”理论

和凝练的文字， 在当时乃至整个文学史上

仍有非凡的价值。 而他身上更为不可多得
之处，是将高雅和低俗完美融合在了一起，

收获了一大批专业和非专业的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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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面来风

拥抱晨曦第一道光
□石 路

清晨， 大自然破出的第一道

光， 以及它散发出的清新鲜活之

气， 不仅给人以第一时间的想象，

而且也给人的脑海注入全新的意

蕴， 这使我愈发感觉早起的欢愉。

久而久之， 我依赖于这种生活方

式。

其实 ， 睡懒觉是人的天性 。

从小到大， 谁不留恋一觉睡到自

然醒的日子？ 暖阳一束光， 射进
窗户， 还依赖地躺在床上做着各

种各样色彩斑斓的梦。

记得我童年时， 也就是上世
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 一家

在崇明岛农场生活。 我与大多数
孩子一样， 喜欢睡懒觉。 人蜷缩

在被窝里， 感到极其舒适， 尤其

是在刮西北风的冬天， 家门缝及
窗户间隙里， 不时有呼呼叫的风

传来。 那声音挺吓人的， 有时像
鬼哭狼嚎般， 有时像人咚咚地急

促敲门响， 使我更加不肯起床。

一片沃野上， 除了连队生活
区平房和地头间防风林外， 便没

什么阻挡物了。 风， 乘着空旷无
垠就这样肆无忌惮起来 。 这时 ，

父母就会催促我起身， 一遍不行，

就两遍， 直至大声呵斥， 我才乖
乖地爬起来。 上小学那会， 我要

跑好几里地， 许多梦在天不亮就
被活生生拽破， 六点不到， 从家

里出发， 走路要四五十分钟。 有

时走得慢， 还要迟到。 怯生生地

进教室， 都不敢抬头看老师。

上中学了， 学校从营部转向

场部。 这是农场唯一的一所具有
初高中的学校。 与小学相比， 行

程更远， 距家约十公里。 睡懒觉

于我来说， 已几乎不可能。 除了
星期天可以稍晚些外， 其它时间，

就得起早摸黑。 那时， 家里还没
自行车， 靠的就是两条腿走， 其

中有一大段还是泥路， 下雨天更

糟糕。 第一学期， 我上了一个多
月， 便 “倒” 下了。 我腮部生了

个淋巴结 ， 有鸽蛋般大 ， 很疼 ，

到父母单位医务室看后， 吃药打

针几日不见好转。 我母亲翻看医

药书， 说是身体抵抗力差， 不易
恢复。 于是， 就让我在家休息。

虽然， 我不用起早上学， 但
毕竟功课落下了， 心里还是挺着

急 。 在家搁着心思 ， 也睡不好 ，

躺着看会书 ， 累了便和衣睡下 。

月余， 身体才慢慢好起来， 淋巴

结也退了。 父母对我说， 你学骑
自行车吧， 到时， 家里买辆旧的

给你， 这样省力些。 学会骑车后，

确实方便许多， 早上就不会显得
急吼吼了 ， 还可以像兜风一样 ，

一边哼着小曲， 一边看着沿路田
间的风景。

工作后， 父亲告诉我， 年纪轻

轻可不能睡懒觉， 还拿 “世界是你

们的， 也是我们的， 但是归根结底
是你们的……” 来教育我 。 另外 ，

父亲也叮嘱我 ， 每天早点到单位
（那时， 我在场部机关）， 去办公室

扫扫地、 打打水、 帮老同志擦擦桌

子， 给人留个勤快、 朴实的好印象。

我有个表姐夫， 在这方面就做

得十分地道。 他经常提前半小时到
单位 ， 干这干那 ， 各方面较积极 ，

没多久便担任团委书记， 颇得厂领

导器重。 年纪轻轻， 光明前景已然
在眼前。 再之后， 他被调到局机关

就职。 父亲的话， 以及表姐夫的榜
样， 常在我梦中浮现。 那年， 我上

电大， 经常天蒙蒙亮， 眼睛也睁不

开， 便拖着半睡不醒的身子， 坐头
班车头班船， 从崇明岛赶往市区听

课 。 晚上归来 ， 江水拍打着岸堤 ，

走出码头， 夜空已是星星漫天。 我

幻想着， 哪天， 我能成为天空中的

一颗星， 俯瞰着辽阔的远方？ 三年
多时光， 就这般熬过来了。

一晃儿， 已过知命之年， 青春
亦远去， 自己在追梦路上正不停跋

涉。 此刻， 我对时间， 抑或生命有

些感悟： 不要等待， 朝着那个方向，

只顾风雨兼程。 早起， 久已成为我

的生活习惯， 也成为我每日幸福的
洋溢。

七宝老街 毕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