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亚马逊1月畅销书

一周书单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血清素》

[法国] 米歇尔·韦勒贝克

该书系法国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米歇尔·韦勒贝克最新小说力作， 它的
出版被认为是 2019 年法国文坛的头等
大事 。 该书的德语版于今年 1 月 7 日
推出市场， 仅仅比法语原版晚了 3 天，

立刻登上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

由于强烈关注当前的社会冲突和困
扰法国的现实问题， 《血清素》 被媒体
奉为一部不辜负时代的小说。 韦勒贝克
历来擅长描写国民心底的恐惧， 并常常
引发激烈的争议。 2015 年 1 月 7 日 ，

韦勒贝克上一本小说 《屈服 》 上市当
天， 恐怖分子闯入将韦勒贝克用作封面
人物的 《沙尔利周刊》， 制造了震惊世
界的惨案。

（杜蒙出版社 2019 年 1 月出版）

联合国总部：垃圾分类助力“零填埋”

自前任秘书长潘基文任内开始，

联合国在倡导全世界节能减排、 绿色

环保的同时，在系统内也发起了“绿色

行动（Go Green）”，推动联合国下属各

个机构在 2020 年实现 “气候中和

（Climate Neutrality）”目标。目前，至少

有 43 个联合国下属机构提前实现了

这一目标。 在这项涉及联合国整个系

统的行动中，减少垃圾产生、重复利用

和垃圾分类回收是重头戏。

餐厅鼓励自带水杯刀叉

根据联合国环境署“2018 绿色行

动”报告，2017 年在全球范围内 ,平均

每位联合国职员产生 540 公斤垃圾，

其中约 21%得到回收利用。 纽约联合

国总部目前大约有工作人员 8200 多

名， 平均每位职员每年产生 275 公斤

垃圾，其中 82%得到回收利用。

据联合国总部内部可持续化环境

管理小组 （ESG） 主任助理周艾闻介

绍， 联合国总部产生的垃圾明显少于

联合国系统的平均水平， 部分原因是

因为总部的垃圾主要产生在工作时

间， 而联合国在世界上的其他机构经

常既是办公室又是职员住所， 会产生

大量生活垃圾。

但不可否认的是， 联合国总部在

贯彻 “气候中和” 方面的确下了一番

工夫， 走在了联合国系统的前列， 其

诀窍之一就是严格执行 “3R” 原则。

“3R” 是指 3 个以字母 R 打头的英文

单词 “Reduce （减少）” “Reuse （重

复利用）” 和 “Recycle （回收）”。 这

“3R” 其实是分先后顺序的， 联合国

最为推崇的是减少垃圾产生， 然后是

重复利用， 最后才是垃圾分类回收。

在联合国总部， 减少垃圾产生方

面的一个例子是， 餐厅鼓励自带水杯

和刀叉等餐具。 出于安全考虑， 纽约

市不允许个人携带自用餐盒到公共自

助餐吧打饭， 以防止餐盒不卫生造成

食物被污染， 但是对于饮料容器没有

这项规定。 所以联合国总部餐厅鼓励

个人携带自己的杯子来盛各种冷热饮

料， 如果你连续 10 次在联合国餐厅

使用自带杯子买咖啡 ， 还可以获赠

免费咖啡一杯 。 虽然联合国总部的

各个餐厅仍提供免费塑料刀叉 ， 但

在刀叉自取点都有醒目提示 ， 鼓励

用餐者携带餐具 。 如果一定要使用

免费塑料刀叉 ， 联合国建议多次使

用塑料刀叉或按规定分类丢弃到指

定垃圾桶。

还有一个减少垃圾产生例子是，

联合国总部开始试点取消卫生间里的

擦手纸， 强制大家使用烘手机， 以此

达到减少纸垃圾和节约成本的目的。

在物品的重复利用方面， 联合国

总部秘书处大楼在楼层改造过程中，

在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 一些不需要

但仍能使用的办公家具和办公用品，

被送到纽约市当地的政府组织、 学校

等机构进行重复利用。 这一举措不仅

给其他机构提供了帮助， 也减少了联

合国总部的垃圾产生。

纸质文件实现100%回收

联合国总部在美国纽约市和新泽

西州有专用的垃圾回收场， 其回收水

平高于纽约市的平均水平。 不过， 目

前联合国总部已实现零垃圾填埋， 不

产生任何送去填埋场的废弃物。 周艾

闻介绍说， 细致的垃圾分类回收工作

是实现这一成就的坚实保障。

联合国总部大楼内， 在尚未改造为

自由办公区 （Flex Floor） 的楼层 ， 每

一个工作间的内部或是门外都至少有两

个垃圾桶， 一个用于回收纸张， 另一个

存放其他垃圾 。 在已经改造好的楼层

里， 每层楼都会有五六个专门的垃圾分

类丢弃点， 丢弃垃圾时应在 3 个分类里

进行选择： 纸和硬纸板、 塑料/金属/玻

璃、 其他垃圾。

周艾闻表示， 使用分类丢弃点有很

多的好处。 首先是回收率提高了， 原来

归为其他垃圾的玻璃、 金属、 塑料等可

回收垃圾也纳入了回收范围； 其次是垃

圾总量变少了， 可能是专门跑到垃圾丢

弃点去扔垃圾有些不方便， 所以联合国

的员工们会有意无意地减少垃圾产生

量； 最后， 原先垃圾桶需要的塑料垃圾

袋的使用量大幅减少。 此外， 由于启用

分类丢弃点减少了清洁工的工作量， 联

合国的开支也节省了。

在联合国总部的会议室、 资料自取

点等地， 通常会设置较大的纸张回收垃

圾桶。 联合国如此重视纸张回收是有原

因的。 联合国共有 6 个官方语言， 较为

重要的文件、 通知、 简报等都会以这 6

种语言出版或刊印。 虽然无纸化办公也

在逐步推进中， 但现阶段纸质文件一时

还难以退出历史舞台。 为了在尊重大多

数人使用习惯和提供便利的同时兼顾环

保， 联合国总部现在对正确分类的纸质

文件实现了 100%回收。

在联合国总部内的各个餐厅和咖啡

厅 ， 塑料制品的使用已被降到最低水

平。 在自助餐吧， 盛放食物的容器只有

铝制餐盘和纸质餐盘两个选项。 干净的

铝制餐盘或仅有少量食物残渣的铝制餐

盘可以 100%回收， 纸质餐盘则可与食

物残渣一起很快降解， 不会对环境造成

长期污染。

联合国总部的各个餐厅一般都有 3

个垃圾桶， 分别是一般垃圾、 可回收垃

圾和有机垃圾。 一般垃圾是指食物包装

袋、 内壁有聚合材料的防水纸塑杯、 塑

料吸管等； 可回收垃圾是指普通纸杯、

纸袋、 塑料瓶、 玻璃瓶、 塑料餐具、 铝

制餐盘等； 有机垃圾是指食物残渣和盛

放过食物的纸质餐盘等。 每个垃圾桶外

都有清楚的图片和文字说明， 垃圾应该

投入哪个一看就能明白。

设置饮水点减少瓶装水

除垃圾分类外， 联合国总部内还有

一些值得称赞的 “绿色” 举措。 比如，

大楼内有十多处饮水点， 有的是美国街

头常见的自动饮水机， 有的还配有方便

向水杯注水的机器。 此举可以有效减少

对瓶装水的消耗以及由此带来的塑料瓶

泛滥问题。 在饮水机附近， 一般还张贴

有环保宣传纸， 鼓励大家无论是从环保

的角度， 还是从个人节俭的角度， 都应

该多使用这些饮水点。

联合国总部还推荐使用可多次使

用的纸袋或布袋， 减少塑料消耗品的

使用， 尽量少使用打印机， 必须使用

时应双面打印等。

周艾闻表示， 对于联合国这么大

的组织来说， 推动环保工作难度非常

大， 联合国总部内部可持续化环境管

理小组为此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比如

小组会周期性进行垃圾审计工作， 即

把联合国大楼里收集到的垃圾一包一

包拆开， 审查垃圾分类执行情况， 统

计不同类别垃圾的重量比例变化， 为

更好地、 更有针对性地实施下一步的

垃圾分类做准备 。 该小组还有一项

“员工意识提升计划”， 通过教育员工

提高环境保护意识来推动实现更高的

环境目标 。 2018 年 ， 小组曾尝试在

联合国总部大楼里通过趣味游戏的方

式， 让大家更重视垃圾分类， 更有责

任心。

（本报联合国 3 月 3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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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内心的小孩找个家》

[德国] 斯蒂芬妮·斯蒂尔

这本书是德国专注于心理学的作家
斯蒂芬妮·斯蒂尔的力作， 出版后立刻
登上德国各大畅销书排行榜， 并且经久
不衰。 该书是一本典型的心灵治愈类书
籍， 深入探讨了人类孤独、 抑郁和愤怒
的来源———因为童年时的基本心理需求
没有得到满足的结果， 即没有在家中获
得原始信任。

作者不仅提出问题， 还给出了解决
问题的方案 ， 每个人都需要和内心的
“小孩” 交朋友， 和 “它” 解决彼此的
冲突， 让 “它” 更加快乐。

（凯拉什出版社 2015 年 1 月出版）

联合国环境管理部门人士点赞上海推行垃圾分类：

今年 1 月，《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

条例》获得通过，并将从 7 月 1 日起正

式实行。目前，上海垃圾分类工作正如

火如荼地展开。对此，联合国总部内部

可持续化环境管理小组（ESG）主任助

理周艾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上海打响的这场垃圾分类攻坚战，

充分表达了上海市治理环境问题的决

心， 同时也将加快推进中国其他城市

相关环保法规的落实进程， 为子孙后

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石。

联合国总部内部可持续化环境管

理小组（ESG）是一个专门的联合国内部

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隶属于联合国秘书

处下属的管理战略、政策和合规部。

周艾闻介绍说，2015 年，联合国 193

个会员国通过了《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及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这 17 个目

标中至少有 8 个都与环境保护直接相

关。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垃圾产出大国，

有决心迈出垃圾分类这一步， 更好地体

现了大国的责任和担当， 也为实现联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目标做出

贡献。

联合国在促进和监督各国应对气候

变化和环境保护的同时，也以身作则，在

绿色办公和保证联合国系统可持续发展

方面作出表率。目前，联合国总部已实现

了零垃圾填埋———不产生任何送去填埋

场的废弃物。

2019 年 9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

将在纽约总部开幕。周艾闻表示，为了帮

助联合国在本届峰会上就自身环境可持

续发展问题制定更为远大的目标， 大幅

削减联合国的人均碳排放量，ESG 正对

截至 2018 年的联合国下属所有机构的

温室气体排放、用水量、垃圾产生量等数

据进行统计和分析。 ESG 还在环保领域

探索科技创新， 比如研究推广即时回收

废纸的打印机等。 ESG 目前还与大学合

作， 在联合国总部的部分会议厅建设

绿墙。

作为在联合国内部从事环境保护

的专业人士， 周艾闻对垃圾分类也有

一些心得体会。 她认为， 在推行新政

策的同时， 一定要做好配套的宣传工

作， 让上海市民真正理解并重视科学

的生活垃圾分类。 在这方面， 联合国

总部现在遇到的最大困难， 就是一些

员工虽然有心为垃圾分类做贡献， 但

不知道到底怎样分类， 有些误区需要

纠正， 比如塑料瓶要倒空了才能放进

回收箱等等。

（本报联合国 3 月 3 日专电）

”金是伦敦以西 30 多公里外一座
鲜有人问津的小镇， 但对于许多科幻迷
而言，这里可谓“圣地”。 1895 年，“科幻
之父”赫伯特·威尔斯在这里完成他最引
人瞩目的代表作《时间机器》，并着手构
思“世纪末寓言”《星际战争》。

想必看完《星际战争》的读者都会对
这座小镇记忆犹新， 它不仅见证了人类
与火星入侵者的初次邂逅， 也是恐慌的
人潮踏上逃亡之路的起点。 多年后，威尔
斯回忆起蛰居”金的一年半时光，称其为
“激动人心的冒险”。 作为自行车爱好者，

他常常 “骑着车在”金周边地区穿行，只
为选取合适的地点和人物作为火星人摧
毁的对象”。由此可见，这座小镇是威尔斯
科幻创作的灵感源泉， 而这部小说亦赋
予”金镇独一无二的文学意义。

翻译《星际战争》时，我正在英国访
学，趁着提交译稿的余热，我满怀好奇地
去”金镇探访一番。颇为巧合的是，在”
金镇议会的网站上， 恰好刊登着一幅名
为 《威尔斯在”金 》 的路线图 。 原来
2016 年， 这座小镇以最隆重的方式纪
念了这位科幻先驱 150 周年诞辰，并编
制出这份饶有趣味的文化指南。

冬日午后，当我乘坐西南铁路列车，

从伦敦滑铁卢车站出发时， 方才意识到
自己正沿着那条逃亡之路逆向而行，回
到故事的肇始之地。令我深感诧异的是，

100 多年来，小说中的那些地名从未改
变过。 乔巴姆、彻特西、奥特肖、拜弗利

特、 莱瑟黑德……乃至海德公园的大理
石拱门，一切都如此真切，历历在目。

走出”金火车站， 我循着地图向东
而行， 不远便是威尔斯的故居———梅伯
里路 141 号。这栋米黄色的英式排屋面
朝铁道，看似和周围的屋舍并无差别，却
因二楼外墙上的那块蓝色铭牌而显得格
外特殊。 我抬头望去， 铭牌上郑重地写
着：“幻想作家 H·G·威尔斯曾在此生活
工作（1895 至 1896 年）。 ”我想起《星
际战争》 的主人公正是在那里畅想火星
生命降临的“流星”：

“当时，我正在家中的书房写作。 虽
然我的落地窗正对着奥特肖镇， 百叶窗
也并未合上 （那段时间我总爱仰望夜
空），但我什么也没看见。然而，这个有史
以来最古怪的天外来客， 一定是在我伏
案写作时坠落的， 倘若我那时抬头看一
眼便能望见它。 ”

从梅伯里路左转向北， 穿过环岛一
直走到彻特西路， 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
大片绿荫构筑的密林。周围空寂无人，唯
有一座小小酒馆孑然矗立在路边， 墙上
挂着名曰“荒凉山庄边的沙地”的招牌。

如此命名不知是否有意而为， 它的对面
无疑就是霍斯尔公地入口。 密林中杂草
丛生，并无多少像样的道路，加之导航信
号不甚准确，让徒步的我险些迷失其中。

待我绕过几段冤枉路， 终于在一处高地
背后， 望见第一个火星圆筒坠落的那个
“沙坑”。只见沙地中央是一湾浅滩，像是
被重物砸出的大洞， 几根残枝倾倒在水
中，仿佛刚经受过天外来客的洗礼，显得
一派荒颓。

威尔斯在一次新闻访谈中曾如是讲
述构思“坠落星辰”时的情形：

“一天，当我在霍斯尔公地散步时，

眼前突然浮现一幅生动的画面， 在我脑
海中清晰可辨： 侵略者乘坐圆筒完成星
际旅行，最终抵达这里。这圆筒的构想最
初源自儒勒·凡尔纳。 可接下来的问题
是，我应该选择哪颗行星呢？没错，火星，

当然是火星， 那是唯一与地球相似的行
星，却更为古老，因而也许存在更为高等
的生命。 ”

英国的冬天白昼极短， 当我走出霍
斯尔公地时，天边已映照着一抹夕阳。我
顺着彻特西路走了很久， 直至穿过乔巴
姆路才折回”金镇， 心里还念叨着热射
线四处扫过的场面。就在此时，我头顶赫
然出现一座形似三脚架的钢制雕塑，高
耸在小镇繁华的广场中央。我定睛仰望，

那正是小说中的火星巨怪。 只见银色的
盔甲在落日辉映下泛着闪闪金光。 那深
邃的头罩、耷拉的触手、弯曲的关节，简
直与小说中的描写如出一辙， 连身躯尺

寸都一模一样。它是如此逼真，使我瞬间
恍如身临其境，早已忘却跋涉的疲惫，迫
不及待地想重回惊心动魄的故事现场。

从一旁的铭牌得知， 这尊雕像出自
艺术家迈克尔·康德伦之手 ， 创作于
1998 年，时值《星际战争》出版 100 周
年， 旨在纪念”金镇作为现代科幻文学
的诞生地。 未曾料到，我竟这样与“火星
人”不期而遇。

《星际战争》诞生于世纪之交。 这种
“世纪末”的悲观情结在威尔斯许多同时
期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例如 《时间机
器》（1895）流露人类异化和阶级对立的
忧思；《莫洛博士岛》（1896）刻画人性与
兽性倒置的凄凉；《隐身人》（1897）宣泄
自我堕落和社会敌视的苦痛。 然而，《星
际战争》所开创的，是一种全新的灾难叙
事， 其背后既有帝国殖民扩张所潜藏的
战火危机， 亦有科学技术革新所颠覆的
时空认知， 字里行间充满着令人不安的
矛盾冲突和悬疑气氛， 却在出人意料的
结尾中豁然开朗。 庞大恐怖的火星侵略
者竟然被地球上最渺小的生物———细菌
所感染，以至最终不战而败，使人不得不
感叹造物之神奇， 也留给后世读者无限
的遐想空间。

火星人还会卷土重来吗？ 故事显然
没有就此终结。 就在这部小说问世 40

年后的 1938 年 10 月 30 日，美国哥伦
比亚广播公司（CBS）水星剧场节目播出
了由《星际战争》改编的广播剧。 为了营
造逼真的现场效果， 故事发生的地点改
至新泽西州。演员奥森·威尔斯模仿新闻
直播的口吻， 绘声绘色地讲述火星人入
侵地球的经过，不料竟引起全美大恐慌。

那个经济衰退的年代， 笼罩在战争阴霾
之中，美国民众早已成惊弓之鸟，上百万
听众信以为真，准备举家逃难。这场弄假
成真的改编，遂成传播学的经典案例，也
更使这部小说增添戏剧性的色彩。

《星际战争》的魅力不止于此。1953

年和 2005 年的两部同名科幻电影，先
后荣膺奥斯卡最佳视觉特效奖和提名。

1978 年，音乐家杰夫·韦恩以小说为蓝
本谱写的音乐唱片，取得 250 多万张的
销量。 此外， 我还在伦敦摄政公园旁的
New Diorama 剧院观赏由 CBS 广播剧
改编的现代版戏剧。 这个火星侵略者的
故事， 在一场场跨媒介的演绎中不断丰
富其思想内涵， 又在一次次跨文化的重
译中延展其文学生命。

在威尔斯的坐像背后， 铭刻着公元
802701 年，那正是《时间机器 》中设定
的“未来”。 不知道 80 万年后的世界究
竟是何模样？无论如何，那将至未至的时
刻，会永远让我们着迷。

行走世界

■顾忆青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

《生命咖啡馆》

[美国] 约翰·史崔勒基

该书是美国作家约翰·史崔勒基的
名著。尽管已经出版两年，但依然在德国
亚马逊畅销书榜上。 本书主角约翰是位
事业有成的企业主管， 但疲于奔命的他
却开始疑惑生活的意义。 他决定给自己
放个假，却又在旅途中迷路，来到一家名
为“你为什么在这里？”的咖啡馆。又累又
饿的约翰拿起菜单， 赫然发现上面写着
三个神秘的问题：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害
怕死亡吗？你实现自我了吗？约翰逐渐发
现，这间看似普通的咖啡馆，为他打开了
解答生命谜题的启迪之门。在这里，他放
下了世俗的角色与负担，让心灵归零、感
受沉淀，重新认识了自我存在的意义，找
回了最初的渴望与理想。

（德国袖珍书出版社 2017 年 2 月出版）

■国外推行垃圾分类有何妙招

联合国总部餐厅的分类垃圾桶外有清楚的图片和文字说明，垃圾投入哪个桶一目了然。 垃圾桶上从左至右分别写着“一般垃圾”“可回收垃圾”和“有机垃圾”。

本报驻联合国记者 贾泽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