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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起，上海正式实施

垃圾的“强制分类”，个人混合投

放垃圾，最高将面临 200 元的处

罚，单位混装垃圾则最高可能被

处 5万元的罚款。而这一被称为

史上最严格的垃圾分类规定，与

日本的处罚规定相比，其实根本

算不了什么。

日本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制

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法律对垃

圾分类处理进行规范，如《废弃物

处理法》《关于包装容器分类回收

与促进再商品化的法律》《家电回

收法》《食品回收法》等与垃圾减

量相关的法律。其中，《废弃物处

理法》第二十五条十四款规定：个

人如乱丢垃圾等废弃物者将被处

以 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000 万日元（约 63 万人民币）；

如果是企业或团体则重罚 3 亿日

元（约 1895 万人民币）。

二战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

高度成长期，人民的生活水平大

幅提升，伴随此垃圾的制造量也

与日俱增。到 70 年代，日本也遭

遇了“垃圾围城”，为了解决垃圾

造成的环境、资源等问题，日本开

始试行实施了一系列的对策。

1973 年 2 月 28 日，作为垃圾

的处理对策，东京都议会美浓部

知事宣布应该尽快在东京都 23

区实行垃圾分类。4月起，东京就

试行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垃圾的

简单分类。之后又将塑料等进行

了分类处理，到第二年，再将瓶、

罐等从不可燃烧的垃圾中区分出

来。

而当时的日本家庭主妇们，

一方面对垃圾实行分类处理表示

了支持，而另一方面由于垃圾分

类不仅增加了主妇们的负担，而

且当时两周回收一次垃圾，导致

家庭垃圾保管时间太长，市民怨

声载道。政府不得不在 1974 年 4

月起将两周一次的回收改为一周

一次。

为了推动市民积极主动进行

垃圾的分类投放，日本政府还在

东京的所有电视台投放了垃圾分

类的广告，强化所有市民对于垃

圾的分类。到 1985 年，日本干电

池的使用量大增，而废弃干电池

造成的环境污染更是触目惊心，

政府不得不开始将干电池也单独

分类进行回收处理。

1989 年 3 月 5 日，日本政府

首次针对“垃圾处理”进行的国民

意识调查结果公布。调查结果显

示，98%的日本人都能遵守垃圾

分类处理的规定，但是近半数人

反对在自己家附近建设公共垃圾

处理场。可见，此时日本人对于垃

圾分类处理虽然表示支持，但却

明显偏向利己的现实。

1990 年 4 月，为保护森林，促

进城市的废纸回收再利用，日本

政府率先垂范决定将过去作为一

般垃圾投放的废纸进行分类收集

制成的再生纸，作为政府的打印、

复印用纸张。在此之前，日本政府

虽然未进行过年用纸量的统计，

但是单通产省纸业印刷课负责的

中央省厅的打印、复印纸张用量

就达到每年 3万多吨。而利用再

生纸的话，每年的垃圾将会减少

甚至可达一半左右。

1995 年，日本各家庭的废弃

垃圾达到 3500 万吨，不仅无地可

以填埋处理，而且环境问题也日

趋严峻。减少垃圾的排放、实现资

源的可循环利用刻不容缓。当时

家庭垃圾的近 60%为食品及日用

品等的容器或包装。为此日本制

定了容器包装回收法等，实行容

器包装等的回收制度，致力于减

少各种包装垃圾，推进循环可回

收型的容器包装。该法于 2000 年

起完全施行。

2006年，随着市民的回收意识

的提升，日本还进一步修订了该

法，在容器的轻量化、材料选择易

回收等方面的进行了各种努力，致

力于家庭垃圾的减少和回收。

日本的家庭垃圾的分类、处

理方法都是由各都道府县或各市

町村等自治体制定十分细致的垃

圾分类法。但大体可以区分为：

可燃垃圾：餐厨垃圾……

不可燃垃圾：金属、玻璃、陶

瓷、干电池……

资源垃圾：食品用的瓶、罐、

塑料、废旧纸张……

粗大垃圾：大型家电、家具

……

去日本某地生活的人，无论

是国外的还是日本其他地方迁移

来的，都必须要去该地的区役所

登记。而在登记的同时，就会领到

一本当地的垃圾处理手册，有几

十页，也有更厚的，上面会列有各

种垃圾的分类和处理方法。办理

好入住手续后，日本人一般都会

给附近邻居进行简单的搬迁后的

问候，邻居就会告诉当地小区的

一些注意事项，有时，所在小区的

管理员也会亲自上门告知一些相

关的事项，附近的避难所、儿童游

乐设施，以及最重要的该小区的

垃圾投放的具体的规定。

一般来说，可燃垃圾和资源

垃圾每周都有固定的时间来收

集，只需要按照收集规定在指定

时间的当天上午 8点前投放到指

定垃圾投放地点即可。而废旧纸

张、玻璃、小型金属、干电池等在

日常生活中量并不大，所以每个

小区都有固定的集中投放地点，

按时投放即可。

不可否认的是，垃圾分类不

仅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又减少了

污染，还美化了环境，无论如何都

应该成为一个现代文明城市所应

追求的时尚之一。

（选自《华人周刊》）

2019 年春季，李东完成了他

的第一次非洲之行回到广州。

自从十年前弃商玩摄影以

来，化工专业出身的他开始崭露

头角，展出摄影作品《宝汉人家》

等，备受外界关注。

因为在中国见到很多非洲人

群体，李东很想知道他们原来的

生存状况，于是，他花了两个月的

时间穿越西非和东非五国。经过

非洲五国的走访，他发现中国为

非洲当地基建的快速发展做出了

卓有成效的贡献，而中国产品还

可以有更多的机会拓展海外市

场。

这次非洲之行，李东的随身

衣物和证件、药品只备了一个小

行李箱，另外两箱全是特意准备

的摄影、录音、摄像设备。他办

理了《国际预防接种证书》，带

上许多防蚊喷剂和药膏，并将行

程安排在五个非洲国家的首都，

选择条件较好的民宿居住。两

个月下来，他并没有碰到疟疾或

其他疾病，还笑着说自己有些防

蚊过度了，“(蚊子)都是飞直线，

很好消灭”。只是初到埃塞俄比

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时，李东没

戴帽子走了一天，结果头顶晒得

肿红，“吓坏了，手指头按下去

是半厘米深的坑。皮肤绷得光

亮油黄的，像北京烤鸭，两天后

才消”。

理工男的跨界之行
此前，李东是一名经商的好

手。在浙江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

后，李东于 1992 年来到广州石化

设计院工作；2003 年后，他做起

了高端家具供应商并担任总经

理；2008 年，李东忽然放弃主业，

开始人文和纪实摄影的尝试，从

此一发而不可收。

2014 年，展出广州题材的作

品后，他开始参加各种讲座，谈论

的话题越来越广，并不断挖掘照

片背后的故事，“我对广州的认识

一直在积淀和酝酿，就像葡萄的

发酵过程”。选择去非洲，是因为

李东在摄影过程中遇到很多来到

中国的非洲人，这激起了他的兴

趣，他想了解那些留在老家非洲

人的生活。

可当他真正来到非洲后，很

快就碰到很多不适应。首先是水

电供应不足，即使在内罗毕，他也

很难享受到冲凉的感觉；而在尼

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他也经常遭

遇停电停水；喀麦隆首都雅温得

的基础建设并不太好。“公共设施

和社会设施比较弱，条件好的家

庭自备发电机、高水塔。很多人对

中国的生活非常向往。”李东说。

但这些困难丝毫不减他想深

入了解非洲的愿望。每到一个地

方，他常常要来回逛上十公里。刚

开始，他不敢入夜后在外溜达，但

后来发现，“很多当地人都很客气

和热情”。

观察完城市后，他就扛着

设备找人拍摄，靠着翻译器和

不熟练的英语，穿梭于当地酒

吧、公益机构、学校和华人企

业等。

和当地人沟通，李东颇有心

得。在内罗毕，他特意购买了当

地的民族服装，而在炎热的拉各

斯，他也入乡随俗地剃了光头，

“只要展现出尊重和友善的姿

态，当地人都比较愿意交流”。

就这样，他融入到形形色色的朋

友圈中，不仅有贫民窟艺术家、

中产阶层的绅士或女士，还有中

国的企业家和华侨慈善机构等。

他还有幸赶上了拉各斯的华人

春晚，欣赏孔子学院非洲学生表

演的武打、唱歌等节目，也习惯

了“时刻要和苍蝇去抢的”牛肉

汤，吃着蘸酱油和辣椒的牛油

果。

两个月下来，他累得够呛，尽

管很多地标区域他都没时间去，

但丰富的采访资料给他全新的体

验和思考。

中国援助改善当地人生活
游历非洲五国，李东感叹中

国的援助大大改善了当地非洲人

的生活。在埃塞俄比亚，他看到干

净的贫民窟和拥有垃圾桶的人行

道，中国承建的轻轨每日人来人

往，在当地备受欢迎。而中国投资

的东方工业园区则解决了大量当

地劳工的生存问题。那些自备水

箱和发电机的小区在他看来，“就

像十年前广州的经济开发区，每

家工厂自备消防水池和柴油发电

机一样”。

在气候条件最好的内罗

毕，李东则感受到了开放、法

治的国际化都市身影，“每个

人都在行色匆匆地奔忙，想方

设法地改善生活，连贫民窟也

在自行解决问题。”他看到内

罗毕老街市中心的车站旁，在

正午直射的阳光下，一个黑人

小哥像人工复读机般口头播

报着广告。李东认为，这正是

非洲崛起的动力。

华人企业在非洲发展同样生

机勃勃，“中国文化对非洲来说是

时尚、先进的”。

对李东来说，创作只是水

到渠成的事。采访 20 多人后，

他带回了 2T 的影像资料，“我

真 正 从 个 人 角 度 认 识 了 非

洲。”

李东对非洲一直非常关注，

并为非洲之行做了很久的准备。

他把自己“闭关”的地方称为“山

洞”，这其实是位于清远的一座独

栋别墅。只是家里空荡荡的，偌大

的客厅中，简单放着几样家具，铺

上非洲主题的桌布，用花瓶插上

两支花。

唯一像样的地方是李东的

书桌和工作室。三年来，他每年

有一半的时间一个人待在这座

别墅中，阅读关于非洲的书籍、

学习写小说和剧本创作，做笔

记、学制片。他常常搬一个小桌

放在阳台上，边看书边做笔记，

写写画画，直到越写越顺畅。隔

一段时间，他又换到大客厅的书

桌办公，寻找新思路。

（节选自《广州日报》）

龙游四海

日本人从小就在家里或幼儿园学习各种垃圾的分类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