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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

有害垃圾有哪些？有害垃圾
最后能到哪里去呢？这些问

题现在幼儿园小朋友都能解
答啦。为适应不同年龄段学

生的认知水平和阅读习惯，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日前推

出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

读本》，读本分为三册———幼
儿园版、小学生版、中学生

版，有针对性地进行垃圾分
类知识的科普（见图）。

幼儿园版《宝宝学分类》
通过垃圾宝宝应该去哪儿的

故事，将垃圾不乱丢、垃圾
要分类的意识融入其中，用

幼儿园小朋友喜闻乐见的
绘本形式，将四类垃圾桶拟

人化，让幼儿园小朋友在趣
味性的阅读过程中学会生活

垃圾分类。
小学生版的《上海市生

活垃圾分类知识读本》除了
介绍“生活垃圾存在的问题

和引起的危害”外，还介绍了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的益处”

“如何变废为宝”“生活垃圾
分类投放的具体方法”，最后

明确了“小学生在各种场所

应该如何正确地投放垃圾”。
让小学生们理解垃圾分类与

每位居民息息相关，变废为
宝对环境保护有着重要意

义，以及应该如何进行垃圾
分类并正确投放，每个人都

有义务指导身边的亲朋好友

们正确进行垃圾分类投放。
中学生版《上海市生活

垃圾分类知识读本》在小学

生版的基础上，增加了“湿垃
圾优先分类的意义”“发达国

家垃圾分类的先进做法”“国
家和地方近年来对垃圾分类

的相关法律法规”等内容，让
中学生从更深层次理解垃圾

分类对环境可持续发展意义
和社会文明进步意义。

该套读本秉承了“垃圾
分类要从娃娃抓起”的理念，

强化国民教育的基础性作
用；该套读本还立足不同年

龄阶段，提高针对性；专业
知识学习和实践能力培养

并重，强调指导性；对标国
际标准、体现上海特色，凸显

专业性。
该系列读本是目前全国首套正式出版的、由高校

和政府实务部门合作编写的学校生活垃圾分类读物之

一。据介绍，该套丛书得到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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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穿民族服饰，表演海派木偶，这一

场景对内蒙古自治区苏尼特右旗的孩子

们来说很常见。经过多年的交流互助，昨
天，上海木偶剧团与苏尼特右旗那仁宝力

格蒙古族幼儿园举办共建签约捐赠仪式。
签约仪式上，上海木偶剧团将新创

桌面木偶剧《蛋里面是谁》的所有木偶、
道具赠予蒙古族幼儿园。在此之前，3位

来自内蒙古的幼儿园老师在剧团进行了

为期两周的学习。学习期间，剧团还安排

3位老师观摩了新作《花木兰》和《最后一
头战象》，提供多元的学习渠道。在双方的

共建交流会上，老师们运用自制的木偶和

新学的技巧举行了汇报表演。
蒙古语中的“乌兰牧骑”就是红色文

艺轻骑兵。苏尼特右旗是全国第一支“乌
兰牧骑”的诞生地。而上海木偶剧团与其

结缘，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的。苏
尼特右旗乌兰牧骑老队长巴图朝鲁是当

时的带头人，他回忆：“那时，牧民们居住

分散、流动性大，根本没有系统的学前教
育。”一次，他偶然看到上海木偶剧团为幼

儿园的孩子们表演的小戏，顿时眼前一
亮：“这是牧区孩子们的希望。”于是，他带

着三个队员来到上海学习，成立了全国首

个蒙古语木偶剧组。回到牧区给孩子们补
上启蒙教育，赢得牧区“流动的幼儿园”的

美名，他们的表演也为海派木偶戏在祖国
边疆播下了种子。

之后，海派木偶戏就在牧区扎下了
根。2014年，蒙古族幼儿园的老师们慕名

来到上海，向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上海木

偶剧团创团元老钱时信学习皮影制作；
2015年，上海木偶剧团演出队在内蒙古

演出期间，也特地去往幼儿园继续教他们
皮影制作和操纵表演。

“未来，我们希望能在苏尼特右旗打
造一个木偶实践基地。”上海木偶剧团团

长何筱琼说，“剧团会培养更多青年编导
人才去牧区给孩子们排戏。剧团还在筹备

去当地采风，准备在新戏里加入内蒙古和
乌兰牧骑的元素。” 本报记者 吴旭颖

30多年的交流互助结硕果

海派木偶花开边疆

    珂罗版印刷，是书画爱好者们既熟悉

又陌生的名字，上海博物馆将这门神秘的
印刷技艺从幕后引向台前，100名幸运的

入围者亲手操作机器和荧光玻璃板，体验

了珂罗版印刷的全过程。昨天晚上，上海

博物馆大厅成了热闹的手工作坊，“丹青
宝筏”2019上博奇妙夜珂罗版体验专场

活动在此举行，馆方还为体验者们打开书
画馆，跟着策展人夜游“丹青宝筏———董

其昌书画特展”。

揭秘最好的复制术
昨天闭馆后，两台重达两吨的珂

罗版印刷工艺所用的印刷机被抬到
了上博大堂。去年松江醉白池内的董

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开馆，上博向该
馆赠送了使用非遗传承技艺———珂罗

版复制的 001号董其昌“秋兴八景图

册”。定价 8万 8千元的高价珂罗版作

品，代表了上博珂罗版印刷技术的高度，在

国际上一册难求。
上博珂罗版印刷组长、从业 35年的曹

军向来宾们揭秘了珂罗版书画复制的流

程，拍照、修版、制版、印刷、着色等几大步
骤，每一步中都有着严谨的工序。殊为难得

的是，像制版的时间和施压，目前是依靠老
法师的手感经验，室内室外、阳光下还是阴

冷天、湿度等，都会影响到模板效果。这么
纯手工的非遗技艺，主要依托印刷者的经

验，古法秘制就更为稀奇了。
老师们为体验者选择了徐悲鸿的

《马》，样章缩小成照片大小，也不失徐悲
鸿先生作品的神采。在专业老师一对一的

指导下，观众上机体验珂罗版印刷过程中
的主要操作工序，包括擦板、上油、涂墨、

印刷等，并将印刷出的黑白色珂罗版作品
进行人工着色，体验一把纸笔画丹青的乐

趣，拿到成品的观众们非常兴奋。

普通观众满载而归
本次上博奇妙夜活动由“董其昌的密

码———董其昌的绘画风格和重点展品赏

析”、“非遗课堂———珂罗版书画复制技艺
解密”和“属于我的作品———上机体验珂

罗版印刷与人工着色”、“看‘董’山水———
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大展导览”、

“文士天下———董其昌大展特色文创产品

展示”等部分组成。

为何要设计这么一个“大动干戈”的
活动？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李峰表示，以前

上博没有组织过这样的工作坊体验，观众
其实对博物馆背后的程序还是非常感兴

趣的。这一次配合董其昌特展，上博开发
了衍生品文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观众们对人工着色和印纸两道工序参与

度最高，引起了很好的反响。
本次活动是继 2016“文创设计大赛”、

2017“大英博物馆百物展最后 100分钟”及
2018“博物奇趣”后，上博举办的第四次博

物馆奇妙夜活动。亲手印刷着色的作品，加

上《“丹青宝筏”董其昌书画艺术图录》、董
其昌山水绿豆糕的精美礼包，100名参与

者满载而归。 本报记者 乐梦融

体验珂罗版印刷复制秘密

上博奇妙夜
亲手玩绝技

    珂罗版是英文名 collotype的音译，又

被称作玻璃板印刷， 它是照相平版印刷工
艺的一种。与传统平面印刷技术相比，运用

珂罗版技术复制出的作品还原度高， 更忠
实于原作，没有网点，通常被认为是书画

复仿领域最好的工艺，在上世纪 80年代
上博没有恒温恒湿设备时候， 珂罗版偶

尔会代表真迹上阵，出现在展柜里。

光绪初年，这项技术通过上海土
山湾印书馆传入，距今已有 150年的

历史，现已被列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上海博物馆建馆之初就引进

此项技术，并成立了专门的珂罗版

书画复仿部门。经过四代人的长期
研究、制作和拓展，这门古老的

技艺得以薪火相传，保留了传统
风格， 助力上博成为长三角

地区唯一的珂罗版“非遗”工
艺传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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