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鹏

推广可降解餐盒减轻环境压力
上海多部门正联手制定团体标准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 首席记者唐
闻佳）在国内，一天的外卖订单，消耗的

塑料袋可铺满 168 个足球场， 塑料餐盒

摞起来足以从地球到国际空间站转三个

半来回， 这些白色污染给环境带来巨大

压力。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质监、食药

监局等多个部门正在联手制定环保餐盒

的团体标准，希望推广可降解餐盒。
公开数据显示，饿了么、美团、百度

外卖三大平台的日订单量在 2000 万单

左右。一个订单至少有两个餐盒、一个塑

料袋，按照每个餐盒平均 6 厘米高计算，
每天所用餐盒摞起来足以从地球到国际

空间站转三个半来回 ； 按每个 塑 料 袋

0.06 平方米计算， 一天消耗的塑料袋可

铺满 168 个足球场。

如何缓解一次性塑料餐具、 包装袋

给城市环境造成的压力？ 长宁区市场监

管局副局长赖树生告诉记者：“现在可降

解的餐盒生产的企业比较少， 费用也比

较高， 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可降解餐盒的

生产企业， 这个餐盒必须符合我们国家

食品相关产品的标准。同时，上海也在制

定外卖餐盒方面的标准。 ”
长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庄自胜

称，减少一次性塑料餐具、包装袋给城市

环境造成的压力， 一直是重要的环境保

护课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方配合，政
府要引导，平台也要发挥自身优势，带动

行业提升环保意识。 同时，餐饮商户、消
费者也应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动中，让

环境保护的措施真正发挥出效用。

海外学习使用汉语人数已超1亿
本报讯 （首席记者郑蔚）目前，除

中国（含港澳台）外，全球学习使用汉语

的人数已经超 1 亿人， 其中包括分布在

海外 1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0 多万

华人华侨，以及 4000 多万各国主流社会

的汉语学习者和使用者，海外华文学校的

数量已超 2 万所。 这是日前举行的 2017
上海华文教育研讨会上，上海市华文教育

研究中心专家组组长、华东师范大学对外

汉语学院院长吴勇毅透露的信息。
2017 上海华文教育研讨会由上海

市人民政府侨务办公室主办， 与会的有

上海华文教育研究中心专家， 以及来自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的华文教

育机构负责人和当地部分公立中小学校

长。与会者认为，正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

中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世界目光，这是

海外华文教育热的最主要原因。
澳大利亚墨尔本科能完全中学前校

长彼得·怀特说， 在维多利亚州， 政府

最大的收入来源是国际教育 ， 高达 56
亿美元， 并创造了 3 万个就业机会， 这

已超过了原来最大的产业煤炭 业 。 在

2016 至 2017 年期间， 澳大利亚大学新

增加的国际学生有 30%来自中国 ， 中

国已成为澳洲国际留学生的第一大生源

国， 在维多利亚州的中国留学生占国际

学 生 总 数 的 32% 。 从 2013 年 到 2016
年， 澳大利亚雇主对汉语技能的需求量

增长了 181%， 仅次于对计算机人才的

需求。
不仅如此，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

向海外， 也是海外的 “汉语热” 兴起的

一大动因。 截至 2016 年年底， 我国境

外企业聘用当地的外方员工已达 150 万

人， 这是 2014 年人数的 1.8 倍。 吴勇毅

说， 与过去学习汉语的主要群体是华人

华侨的孩子相比， 这些中资企业中的海

外当地员工是近年来海外学习汉语的新

群体。
海外华文学校已积极参与到当地主

流学校的中文教学中去， 而且它将越来

越成为世界各国国民基础教育的一个发

展趋势。 澳大利亚新金山中文学校是澳

洲最大的中文学校， 目前拥有 5000 名

学生和 10 所分校， 该校校长孙浩良说，
过去海外华文学校主要面向当地的华裔

子弟， 属于华人社区的语言文化学校，
而近年已介入到当地中小学基础教育之

中。 该校还受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的委

托， 协助制定了澳大利亚的国家汉语教

育质量标准， 令中文教育与主流教育相

交融， 成为主流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尔本班佑公立小学校长雪莉·玛

蒙说，从今年起，澳洲政府还规定孩子的

外语必修课程必须从 5 岁开始。 该校从

5 岁开始学汉语的学生，到 12 岁毕业时

已经能用汉语进行基本的对话和简单的

写作。 该校的目标是将来要用中文进行

数学、科学等学科的教学。
上海市侨办文宣处处长邹芳告诉记

者，根据国侨办推动海外华文教育“标准

化、正规化、专业化”的要求，市侨办这次

邀请了海外当地公立学校的校长与会，
就是为了听取海外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意

见，把海外华文教育工作做得更好。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11 月 21 日 星期二 7教科卫 编辑/徐德祥

大学应摆脱“普遍很忙”状态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高校掌门人共话面向未来的大学教育

在上海财经大学日前举办的 “面向

未来的高等教育”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
一位知名高校校长列举的一个现象耐人

寻味：在 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排名

中， 中国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大学学科进

入了世界排名的前百分之一、千分之一，
部分名校的优势学科甚至已经跻身前万

分之一。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只有个别

学校的综合交叉学科进入世界前 1%。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 世界科技正在

快速发展。 伴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和产

业革命的兴起 ， 大学如何同步 做 出 变

革， 加速学科体系的 “新陈代谢”？ 在

此次论坛上， 这一话题让很多校长打开

了话匣子。

学科交叉知识交叉，面向
未来的大学须学会“跨界”

大学承担人才培养的重任， 着眼点

不只是当下，更要面向未来。10 年、20 年

甚至 50 年之后，社会到底需要怎样的人

才？大学在知识创新、人才培养上又该有

哪些应对之策？

中南财经大学校长杨灿明以诺奖得

主为例，分享了他的一则新观察。从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的学科背景看， 有不少

获奖者是“跨界高手”———他们并不是经

济学专业出身， 有的本来是学政治学或

法学的，还有的是数学或心理学专业的。
“他们最后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

说是学科知识交叉的结果。 因为交叉就

是创新的过程，会产生思想的碰撞，形成

新的灵感。 ”结合这一现象，他谈及当下

大学的知识生产：单靠某一领域、某一专

业知识，要想实现创新已经越来越难，而
如果把若干种知识进行交叉、结合，创新

的空间还很大。
来自我国宝岛台湾的东吴大学校长

潘维大， 从另一层面分析了大学从制度

层面推进学科交叉的必要性。学生就业，
一直是大学校长的心头大事。目前，随着

人工智能的发展，未来 10 年至 20 年内，
一批传统工作岗位将消失。 根据目前各

类调查和分析，保守估计是 49%的工作

会消失，夸张一点的报告则说未来 70%
至 80%的职业将会被人工智能取代。

“金融业是最典型的，随着人工智能

的发展，很多银行开始裁员。但这并不是

说金融界今后不需要人， 我们必须要思

考的是，今后的金融界需要怎样的人？大
学能够做什么？ ”在他看来，高校必须有

一则洞见： 现在所有基于学科分类的单

一知识，都不足以应付未来的需要。围绕

跨领域学习、跨学科学习，大学必须启动

大刀阔斧的教育教学改革。

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须有更宽阔办学思路

面向未来， 大学应该如何启动学科

建设？瑞士日内瓦大学校长伊夫·弗吕克

格尔说，颠覆式创新的产生，始终需要基

础研究作为支持。“如果没有基础研究的

支持，我们没有办法获得创新。但是基础

研究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直截了当

的，我们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看到基础研

究的成果应用到社会，在这个过程中，如
果没有公共财政的支持， 基础研究就很

难维持。 ”
“目前，我们的大学基本是以现有的

学科为基础、 以学院为基础的办学模式，
所以在学科交叉上还比较困难。 ”中国工

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林忠钦在此

次论坛上分享了他的一则思考：步入新时

代，中国要完成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

转变，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必须有

更宽阔的办学思路，不断创新人才培养举

措，“必须要改变大学‘普遍很忙’的状态，
现在的大学缺的是从容、淡定”。

“拼人才计划、拼论文数量、拼科研

项目和科研基地， 拼科研成果……大学

都在拼，大家都很忙。学校忙、学院忙、教
师忙，这些‘拼’和‘忙’，有时导致学科建

设和科研本末倒置。 ”林忠钦说，最近 20
年来，受制于现有的评价体系，中国大学

的很多高水平论文都要拿到国际上的期

刊发表，我们的论文水平高不高，都要由

国外学者来评价。
中国的科技体系、 学术发表体系如

何重塑？如何建设一支自信、从容的优秀

教师队伍来从事学科研究， 让他们能潜

心围绕国家发展、社会发展、科技发展的

需要开展科学研究？在林忠钦看来，这是

今天的高教界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20 多年前 ，我们大学最大的问题

是缺少科研经费。可现在，大学的很多项

目是研究经费太多， 有时反而造成了学

者们难以潜心研究， 这是我们目前遇到

的问题。 ”林忠钦说。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

感悟大师铮铮风骨和艺术追求
上海音乐学院原创“大师剧”《贺绿汀》首演

“我是中华的儿子，吾土吾民，赋予

我姓字，神奇的山川，悠长的故事，爱她，
纵使用我一生不够，挚爱生生世世……”
在激昂与温情交织的乐曲中， 以上海

音乐学院老院长贺绿汀为原型的原创

歌剧 《贺绿汀》 于昨晚首演。
这部由上音人自编、 自导、 自演

的 “大师剧” 真实再现了人民音乐家

贺绿汀从青年时期开始， 以音乐为武

器投身革命事业， 奏响民族与时代最

强音的感人故事。 通过这部剧， 师生

们触摸到了真实的历史， 更感悟到了

大师的铮铮风骨和艺术追求。
与 此 前 多 部 “大 师 剧 ” 不 同 的

是， 《贺绿汀》 的主创班底几乎均为

上海音乐学院师生。 而在各系科群策

群 力 ， 全 情 投 入 创 作 与 演 出 的 过 程

中， 师生们的专业能力也得到了有效

的提升。 上海音乐学院党委书记、 院

长 ， 《贺绿汀 》 总策划林在勇 提 到 ，
导演刘恋、 编剧陆驾云是年轻的杰出

校友； 作曲团队由作曲家张千一领衔，
此外还有三位本校青年作曲家戴维一、
邱晓柳、 徐可； 演员由在校师生一手

包办； 乐团成员为管弦系的学生； 合

唱团来自音乐教育系； 艺术管理系的

学生争着来当剧务……现在， 每一位

参与演出的师生都会哼唱谢幕曲 《上

音， 我的爱》。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上

海音乐学院第一任院长， 贺绿汀的一生

有两项贯穿始终的事业： 革命和音乐。

20 世纪中叶，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风雨

飘摇之中， 时代的洪流没有冲垮贺老的

铮铮风骨， 反而催生了多部青史流芳的

音乐作品， 比如 《牧童短笛》 《天涯歌

女》 《游击队歌》 等。 这一切， 本是很

多 90 后学子不了解的往事。

民族声乐专业副教授陈剑波在剧

中饰演 “邱东平” 一角， 年近 50 岁的

他其实已久未登台， 他的理由只有一

个： “为了贺老。” 他提到， 1997 年，
他曾邀请贺老为自己的音乐会 题 词 。
“当时老人家身体不太好， 家人和保健

医生都 不 希 望 他 劳 累 ， 但 他 听 说 我

是 唱 民 乐 的 ， 二 话 不 说 就 同 意 了 。 ”
在 陈 剑 波 看 来 ， 贺 绿 汀 永 远 是 上 音

人 的 精 神 丰 碑 ， 他 对 音 乐 事 业 和 教

育 事 业 的 热 爱 ， 值 得 每 一 位 上 音 人

学习和传承。

■本报记者 朱颖婕

用课程培养孩子一辈子受用的自信
浦东新区唐镇中学结合区域特点打造特色课程，吸引优质生源回流

每周，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博士生

导师李大伟都要驱车几十公里，来到浦

东 新 区 唐 镇 中 学 。 他 带 领 初 中 生 在

MCB 分子生物实验室， 利用生活中常

见的食品和物品开展 “原核细胞与植

物 、 动 物 细 胞 蛋 白 表 达 原 理 ” “分 离

DNA”等有趣的实验。在唐镇中学，科学

家“玩”实验、艺术家执导戏剧表演，都

已算不上新鲜事儿。 学校打开“大门”，
利用各类资源开设 50 多门特色课程。
按照校长柏玥萍的设想，要用课程培养

孩子们一辈子都用不完的自信！
2013 年，唐镇中学上海本地生源占

比仅为 6.5%。 随着唐镇“国际化高端社

区”定位的落实，这所有着 149 年办学历

史的学校开始着眼满足周边居民对于国

际化教育的需求， 打造特色课程成了最

关键的核心环节。 2017 年，唐镇中学本

地对口生源回流至 45%。

开门办校，特色课程逾 50 门

2013 年， 唐镇中学还是所薄弱学

校，因为绝大多数学生是进城务工人员

随迁子女，每到初一年级结束，学生选

择返乡读书，生源数量会出现“断崖式”
下降。 柏玥萍记得，她初到学校时接手

的首个年级共有 289 名学生； 四年后，
其中仅有 80 名学生参加了毕业典礼。

“一定得找一条适合学校发展的出

路。 学校发展关键在教师，教师发展立

足点则在于课程。”自那时起，学校着手

打造基础课程之外的特色课程体系。

唐镇中学发起“步行者活动”：六年

级学生步行 5 公里，参与“认识我们的社

区”活动；七年级学生步行 10 公里，到川

沙开展“长征川沙祭英烈”活动；八年级

学生步行 15 公里， 到唐镇科技园举办

14 岁生日会； 九年级学生则步行 20 公

里，到海边看日出、举行毕业典礼……
唐镇中学全体学生，从预备年级开

始都要接受专业的合唱训练，上海歌剧

院国家一级演员唐鸿孩担任学校合唱

团的指导教师。 为什么让孩子学习合

唱？柏玥萍这样解释：“在学习合唱的过

程中，孩子们学会了倾听，懂得互相欣

赏，明白要服从指挥，并且培养了他们

良好的艺术气质。 ”
眼下， 唐镇中学开设的特色课程

达 50 多门。 学校充分挖掘唐镇地区教

育资源， 开发校本课程， 比如与唐镇文

体中心合作台球课。 另一面， 唐镇中学

加强了科技教育高端课程， 如与华东师

大信息技术学院合作开设 “北斗创智空

间” 实验室、 与上海交通大学药学院李

大伟教授合作开设 MCB 分子生物实验

室课程等。

“是学校给了我不一样
的孩子！ ”

在校园，八年级学生兰朗有着“唐

中帕瓦罗蒂”的美誉。要知道，小学时的

兰朗是在班级里缺乏“存在感”的孩子。
进入唐镇中学后，兰朗的音乐天赋被合

唱老师挖掘出来，还多次在市区两级声

乐比赛中获得第一名。他的母亲说：“从
来不敢想我的孩子能有登上舞台的机

会，是学校给了我一个不一样的孩子！”
父亲眼中，七年级（1）班学生张皓

阳十分内向。 但最近，张爸爸发现孩子

变得懂事了，也更加自信开朗。 前段时

间，张皓阳和小伙伴们一起，在学校拓

展课作业的基础上，研发出新能源发电

模型“风光无限九思楼”，还获得了浦东

新区 “点亮未来·校园可持续发展改进

行动”一等奖。校长当即决定，将小家伙

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楼的设计中，既
节约能源，还能赋予学生获得感。

邀请科技专家走进中学开设“卓越

的小工程师”课程，得到了上海航天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曾凡龙的大

力支持。他说，通过航天知识的科普，在
中学生心里埋下一颗热爱航天科学的

种子，有利于吸引青年学生投身航天事

业。 至今，陆续已有十多位航天科技专

家走进唐镇中学。
建设特色课程不仅为学生提供相

应的知识和技能， 也激发了他们的科学

探索精神。打开校门合作办学，优化了唐

镇中学与社区和高校的关系， 让家长对

家门口的好学校有了更多了解和信任。

昨晚，音乐剧《贺绿汀》在云峰剧场上演。 袁婧摄

李大伟教授在实验室里带领中学生一起做实验。 （柏玥萍供图）

世界首部英译本《黄帝外经》出版
本报讯 （记者姜澎） 世界上首部

英译本 《黄帝外经》 由上海师范大学外

语学院李照国教授历经 20 年完成翻译

并于日前出版。 中医四大经典 《伤寒杂

病论》 《难经》 和 《神农百草经》 以及

《黄帝内经》 也由李照国教授翻译出版。
此前翻译完成的 《黄帝内经》 为国内首

部英译本。
1984 年大学毕业后，李照国就一边

从事英语教学一边学习中医， 并一直致

力于翻译和研究中医经典著作。 他所翻

译的 《黄帝内经 》和 《难经 》被纳入国家

1995 年启动的“大中华文库 ”之中 ，《黄

帝内经·素问》 的三卷译本于 2005 年出

版，《黄帝内经·灵枢》 的三卷译本 （包

括 《难经》） 于 2008 年出版。
李照国告诉记者， 《黄帝内经》 这

部著作翻译不仅牵 涉 到 语 言 ， 更 牵 涉

到文化。 比如 “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中的 “道 ” 究竟如何翻译 ， 如 果 翻 译

成规律那就太简单了 。 李照国 说 ， 大

多数西方人翻译成 “Way”， 现在就直

接用拼音 “Dao”， 但 如何把其中包含

的远古时代中国人的宇宙观解释清楚却

大费周章。 再比如， 中医里的穴位 “人
中” 如何翻译， 也是费尽思量， 因为西

方文献中就是直译为 “人的中间”。
翻译过 程 中 ， 李 照 国 又 重 新 学 习

了古汉语。 在 完 成 了 《黄 帝 内 经 》 的

翻 译 之 后 ， 他 即 开 始 学习、 研究和翻

译 《黄帝外经》。 据史料记载， 《黄帝

外经 》 自汉代之后不幸亡佚 ， 历 朝 历

代均未发现 ， 但在民间则一直 颇 有 传

说。 20 世纪 50 年代， 在天津一家图书

馆 收 藏 的 明 代 学 者 陈 士 铎 的 文 献 中 ，
发 现 了 《黄 帝 外 经 》 。 这 部 《黄 帝 外

经》 很可能是明代中医根据其他古籍中

零散的记载 ， 并结合中 医 在 明 代 的 发

展 而 重 新 撰 写 的 。 这 部 《黄 帝 外 经 》
有浓郁的道家思想 ， 理论上以 后 世 的

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 ， 对诸多 问 题 进

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系统的阐述， 对于当

今的学界和医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

鉴意义。

2800 家外卖商户试点“以纸代塑”
昨天， 上海 2800 多家外卖商户

宣布率先试点 “以纸代塑”， 在外卖
配送中用环保纸袋代替塑料包装袋，
以减轻环境压力。 同日， 长宁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联合美团外卖平台启动
“青山计划———‘纸’ 为环保生活” 项
目， 鼓励商户用环保纸袋代替塑料袋
的外卖包装， 以减轻对环境压力。

在率先试点的龙之梦购物中心，
餐饮店铺开始慢慢舍弃塑料包装袋。
在一家火锅店 ， 外卖订单一来 ， 食
物被装进餐盒 ， 随即会被放进一个
纸袋里 。 “这个纸袋是可以反复使
用的 ， 我们会问消费者收取大概 2

元左右的包装费。” 新辣道鱼火锅华
东市场外送经理周舒浩告诉记者。 纸
袋子一个成本 2.5 元 ， 纸盒子一个
成本 7.5 元， 如果消费满一定金额，
商家就会减免这些包装费用 。 虽然
成本大大提高 ， 但商家也在纸袋纸
盒上动起了脑筋 ， 用广告来补偿增
加的成本。

记者了解到， 为了推动更多商户
参与， 美团外卖先期投入 300 万元，
设立 “青山基金 ”， 用于补贴商户 、
研发环保餐具。 目前， 聚乳酸、 淀粉
基等更加环保的生物材质， 也正在被
研发制成可降解的外卖袋、 外卖盒。

■教育综改启示录·家门口的好学校 品“百家墨韵”感受汉字艺术魅力
中国汉字标准书体作品展在上海交大举行

本报讯 （见习记者李晨琰） 为了

让更多学子感受汉字艺术的无穷魅力，
日前， 由国家艺术基金资助的传播交流

推广项目 《百家墨韵———中国汉字标准

书体作品展》 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

程及美术馆举行。
此次展览分为汉字发展史和当代书

法家佳作两大部分。 “汉字发展史” 部

分， 通过展板的形式， 展现汉字从甲骨

文到现代电脑体的历史背景和 发 展 过

程。 当代书法家佳作部分， 则选取中国

书法家协会会员的优秀作品 100 幅， 作

品涵盖甲骨、 篆、 隶、 楷、 行、 草等汉

字主要书体和当今中国主要书法流派。
据了解， 涵盖本次展览主要内容的

“中国文化体验馆” 有望长期落地高校，
为学生提供体验、 学习和品鉴中国优秀

文化的专业场所， 以 “润物细无声” 方

式陪伴学生成长。
据悉， 本次展览为期半个月， 由国

家艺术基金主办 ，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党 委

宣传部 、 上海交大思源文化 、 程 及 美

术馆 、 吉林省大沃土文化发展 有 限 公

司承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