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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难时刻相向而行

2019 年 12 月初，乔治·伊利奥普
洛斯正式开启了驻华大使生涯。然
而，随后出现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
他的计划。伊利奥普洛斯说：“疫情
发生以来，我一直待在北京，许多在
中国走一走、看一看的计划未成行。”

但是，疫情如同一面棱镜，让伊
利奥普洛斯“足不出户”就看到了蕴
藏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力量。“给我留
下最深印象的是中国人在应对疫情时
表现出的高度责任感和纪律性。”他
说，“在公共场合，中国人坚持佩戴
口罩，自觉遵守政府要求，保持社交
距离，这些对于成功抗疫起到了重要
作用。”

同时，伊利奥普洛斯也在一线切
身感受到了两国关系在防疫合作下的
持续升温。他介绍说，在抗击疫情的

过程中，希中两国密切合作，共享疫
情信息，交流科学数据。中国及时向
希腊伸出援手，是希腊医护设备的主
要提供者。

在伊利奥普洛斯看来，两国在困
难时刻的相向而行，有一种同为文明
古国的默契。“如今，希腊和中国都
已经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通过隔离
和保持社交距离，共同做出了应对疫
情的示范。”伊利奥普洛斯指出，“我
认为，两国防疫的成功与我们的历史
观有关：两国历史悠久，文明绵长，
这给了我们一种‘集体生存感’。中
国和希腊都珍视生命、尊重长者，在
面对威胁时，我们都能迅速、有效地
作出应对。”

成为国博复工的首批游客

“现在是时候向前看了，我们要
思考如何全面回归日常生活。”谈及

疫情之后的打算，伊利奥普洛斯充
满期待。他想要弥补防疫期间无法
出行的遗憾，到广袤的中国大地走
一走。“作为希腊在中国的代表，到
访各个省市，近距离接触当地的风
土人情、文化历史，可以加深对这
个国家的理解。”

实际上，伊利奥普洛斯是国家博
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复工后接待的第一
批游客，“故宫一开门，我就迫不及
待去参观了”。在国家博物馆，伊利
奥普洛斯及夫人被精美的陶器吸引，
并惊喜地发现其中的一些展品与古希
腊的陶器非常相像。“这样近距离观
察两大文明相似之处的体验令人着
迷。”伊利奥普洛斯说。

“云 游 博 物 馆 ” 在 中 国 火 了 起
来，伊利奥普洛斯也是参与者。尽管
更倾向于现场观展等传统形式，他仍
然看到了两大文明古国在这一新兴领
域的巨大合作空间：“未来，线上数
字化展览将变得越发重要。中国在这
方面一直很先进，希腊也取得了不小
的进展。两国在相关领域，如文物数
字化、影音制作等方面，有着巨大的
合作潜力。”

文博合作外，两国文化交往有着
更为宏大的愿景。伊利奥普洛斯介绍
说，明年是“希中文化旅游年”，选
定在2021年举办这一盛事，体现了两
大文明古国对文化交往的重视。“2021
年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一年。它是希腊
独立战争胜利 200 周年，也是中国共
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一系列活动和展
览正在筹划之中，期待着能与中国紧
密合作。”

两国经贸合作潜力巨大

放眼未来，伊利奥普洛斯也看到
了希中经贸合作的巨大潜力。2020年
第一季度，“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
比雷埃夫斯港在逆境中实现了集装箱
吞吐量同比增长3.9%的成绩，给伊利
奥普洛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危机之
中，比雷埃夫斯港这样的合作发展令
人惊喜。”他表示，在两国共建的坚
实基础上，比雷埃夫斯港近年发展迅
速，已经跃居为地中海第一、欧洲第
四大港，“根据总体规划，新的投资
项目准备上马，包括船舶修理区、邮
轮码头、购物中心等。”

以比雷埃夫斯港为基点，进一步
推动两国经贸合作是伊利奥普洛斯的
期待。他说，两国的经济关系不应局
限于个别行业，而是第一、第二、第
三产业的全面深化合作。“除了基础
设施、能源领域，中国投资者在希腊
其它领域也有大量投资机会。”

具体到合作领域，伊利奥普洛斯
列出了长长的清单——制造业、食品
加工、医疗保健、生命科学、制药、
旅游地产等。“希腊有着友好的投资
环境和融资工具，为潜在的合作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中国企业可以在这里
施展身手。”

眼下，随着防疫形势的好转，推
动经济复苏已成为中希两国的共同目
标。伊利奥普洛斯表示：“双方需要
制定共同原则，在普遍使用、公平竞
争、对等的基础上，提出通用的应对
方法。”

“一带一路合作发展令人惊喜”
——访希腊驻华大使乔治·伊利奥普洛斯

海外网 张六陆

两千多年前，古代中国、古代希腊的文明之光在亚欧大陆两端交

相辉映。两个古老文明如今在新时代迸发澎湃活力。站在历史的新起

点上，希腊驻华大使乔治·伊利奥普洛斯带着推动两国关系进一步发

展的使命来到中国。他近日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分享了他初识

中国的体验，也表达了对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期待。

2022 年是希中建交 50 周年。
2021 年的秋天，圣火点燃仪式将
在古奥林匹亚举行，奥运会回归
中国，两国也将“重聚”。2021 年
对于希腊和中国来说是重要的一
年：对中国来说，2021 年是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对希腊而
言，2021 年是希腊民族革命 200 周
年，这场革命孕育了现代希腊——
这一欧洲最古老的民族国家的诞
生。为庆祝两国的文化，希腊和
中国还将在 2021 年举办“希中文
化旅游年”。

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2022
年北京冬奥会无疑将是希中双边关
系中极具标志意义的事件，正如在
2004年雅典奥运会后，雅典和北京
为举办 2008 年北京奥运会而紧密
合作一样。在“后疫情时代”，我
们诸多的价值观念是与古代奥林匹
克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即高尚的竞
争、实现身心健康、紧密合作等。
就这一方面来说，推广奥林匹克文
化和奥林匹克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我们的经济、社会、公共卫生
系统遭受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带来的
可怕后果，奥运会等活动在促成社
会共识方面的重要性日益明显。

北京即将与雅典一样，成为举
办过两届奥运会的城市。2022年北
京冬奥会将为我们提供一个重新认
识彼此的机会。我们希望借此机会
在中国展示新的国家形象：一个有
韧性、更富强、有新动力再次为世
界做出贡献的希腊！

在希腊语和汉语中，“危机”
一词都表示在逆境中的思考与行
动。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里，“危
机”既有“危险”，也包含“机
遇”，通过正确判断和行动，可以实现“化危为机”。希腊
人对此有着相近的解读。在希腊语中，“危机”与“实践智
慧”（或“慎重”） 意涵相近，表示一种与实际行动相关的
智慧。对于两大文明而言，任何危机都蕴藏着机遇。

希腊和中国携手挖掘更多合作的可能，将造福两国人
民和世界。在经济领域，两国可以在运输、基建、能源、
旅游、房地产、农业、健康卫生等领域开展合作，这些都
列入了《中国-希腊重要领域三年合作计划（2020-2022）》。
还有很多在“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里标明但仍有待开发
的合作领域，如教育、文化等。在教育领域，希腊将进一
步开放高等公共教育体系，我们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
学生到希腊留学。在创新领域，中国企业可以在希腊享受
新的、更有力的激励措施，比如影视作品的返现比由35%上
调至40%。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来临，但今年上半年仍为希中
两国提供了大量的双边合作机会。让我们一起为之努力！

（作者为希腊驻华大使）

希腊与我们相隔虽远，却似乎并不陌生。
碧波荡漾的爱琴海泛着湛蓝色光芒，“言必称希
腊”的辉煌成就震古烁今，希腊神话传说和英
雄故事耳熟能详，更不必说中国学生在数学课
上一定会学到的希腊字母。

走进希腊驻华大使馆正厅，只见一座座曾在
历史读物上见过的人物雕塑，或健美俊逸，或典
雅精致，极易让人产生置身古希腊的“穿越
感”。使馆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些雕塑或头像，
大多是按照希腊国立考古博物馆藏品等比仿制，
给大使馆增添了来自爱琴海的古文明气息。

若说初见时彼此还略有陌生感，当听说笔
者曾去过希腊纳夫普利翁 （位于伯罗奔尼撒半
岛的一个海港城市） 时，大使高兴地说：“那里
正是我的故乡！”随后，对话气氛更加轻松活
跃，大使也打开了话匣子，追问笔者对希腊印
象如何、何时再去，与笔者一起回味纳夫普利
翁的美丽风光和悠长历史。

在前往希腊驻华大使馆之前，“我在中国当
大使”栏目组就根据两国历史悠久、文化相通
这 一 特 点 ， 制 定 了 本 期 短 视 频 的 主 题 ——

《αβ正确发音？希腊驻华大使教你这样读》。
这一想法也得到了希腊驻华大使馆与大使本人
的肯定，大使主动提出“可以分享更多关于希
腊字母的故事，给你们短视频拍摄取用”。

在轻松的气氛中，大使与栏目组积极互
动，不仅顺利完成了短视频的拍摄，还主动分
享关于希腊字母的小知识。原来，我们熟悉的
β正确发音并不是“beta （贝塔） ”，而应该是

“V-ta”。由于英文中有“beta”一词，且英语国
家 习 惯 于 在 字 母 A （α） 后 面 跟 读 字 母 B

（β），因此全世界也都“将错就错”，将β读成
了“贝塔”。

聆听大使的讲解，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
一个个希腊字母发音，而是仿佛来到希腊，抚
摸历尽千年沧桑的残垣断壁，回望悠久历史文
明，阅读那个热爱思辨与创造的缤纷时代。

希腊，西方文明的发源地。灿烂的千年历史文化与浪
漫的爱琴海风情在此交织。提起希腊，奥林匹斯山上众神
的神话、温泉关上空的悲歌早已传遍世界；坐落于全国各
地的神庙圣所、爱琴海畔蓝白相间的建筑也令无数游客向
往。丰富的历史建筑群、辉煌的文艺巨作、本土的特色美
味……希腊有诸多令人沉醉的理由。

古老建筑历经千年风雨

对于酷爱历史古建筑的游客来说，希腊是他们不可错
过的旅行目的地。在希腊所能见到的神庙、剧院等石制建
筑多是古希腊时期所造，最早的建筑作品甚至可以追溯到
公元前 600 年。经历了千年风雨的洗礼，这些石制建筑仍
然屹立于希腊的各个城市，吸引着海内外学者和游客。而
在众多古希腊建筑中，雅典卫城古建筑群尤为著名。

雅典卫城，是最著名的卫城之一，主要由平顶岩构
成，屹立于海拔 150 米的山丘之上。帕特农神庙，宛如山
丘顶上的一尊王冠，加冕于卫城正中央。经历了千年风雨
的岩石，在阳光照射下反射出金黄耀眼的光芒。传闻上古
时期，女神雅典娜与海神波塞冬为雅典这座新兴城市的归
属权争得不可开交。宙斯裁定，谁能给人类一件最有用的
东西便能获得城市。波塞冬变出一匹战马，而雅典娜变出
了一棵象征着和平与丰收的橄榄树。人们欢呼着欢迎雅典
娜成为城市的守护神，并以她的名字命名这座城市，雅典
卫城因此得名。

多彩神话故事流传后世

说到西方神话故事，普罗米修斯舍身窃火、蛇发女妖
美杜莎等故事被不少人熟知，而这些故事都源自古希腊。

古希腊的文人墨客和能工巧匠们，把众口相传的故事编撰
成一本本史诗，将心目中众神的模样雕刻在大理石上。古
时的人们，没有今日的科学技术，有太多以当时的科学发
现无法解释的事件发生。就这样，古希腊人凭借着丰富的
想象力与创造力，为后世留下了一个个精彩的神话故事。

而这些神话故事的背后，都一定程度地反映出当时希
腊社会的人文风貌与政治环境，为历史学家们的研究提供
了宝贵资料。同时，这些神话故事也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
贵的文化财富，不少影视作品皆取材于此，比如日本动漫
作品 《圣斗士星矢》 就是以古希腊神话为背景题材。若有
机会前往希腊，不妨在旅途中读上几篇希腊神话故事，这
样在仰望高耸入云的奥林匹斯山时，更能感受非同寻常的
神奇魅力。

特色美味吸引全球食客

在希腊，游客甚至可以品尝到源自公元前的美味，索
维拉齐 （Souvlaki） 便是其中之一。索维拉齐并不是餐桌上
的正菜，登不上那些奢华餐馆的菜单。若是想品尝这道源
于公元前2000年的美味，则要深入到希腊的巷子里，在众
多不起眼的快餐店里觅其行踪。索维拉齐与中国街头的烧
烤颇为相似，用竹签或者是木签将小块的肉块串起，并放
于炭火上炙烤。索维拉齐可选用猪肉、鸡肉、牛肉、羊
肉、鱼肉等。若是为了健康着想，希腊人还会在肉块之间
串上些寻常蔬菜，以消除油腻、促进消化。本地人在食用
时，通常还会在盘中配上皮塔饼、炸土豆、柠檬和一些调
味料，然后再加上产于希腊本土的奶酪等。这样，一道希
腊烤肉串——索维拉齐便制作完成了。

除了希腊特色烤肉串，希腊本土还流行一道名叫“马
依雷斯塔”（Mayirefta） 的炖菜。当地人为烹制这道美味，

通常提前很长时间准备，将食材在锅中烹制完毕后，会留
在锅中等待食材冷却，为的是让食材更好入味。这道菜肴
的制作方式要求严格，但是食材不会拘泥于寥寥几种。希
腊人喜欢用茄子、肉末、土豆和芝士一同烹制，或是将米
和香料塞进蔬菜中一同炖煮。除此之外，将番茄、洋葱与
肉一同下锅，或是用柠檬、橙子与肉等一起煮，都可以烹
制出美味的希腊炖菜。无论是炖煮还是炙烤，希腊菜肴以
其独特风味，迎接着来自全球的食客。

（海外网 陆宁远整理）

“穿越”千年

约见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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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三大理由让人着迷希腊：三大理由让人着迷

希腊驻华大使乔治·伊利奥普洛斯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采访。
希腊驻华大使馆供图

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 海外网海外网 牛牛 宁宁摄摄

希腊圣托里尼海边 海外网 牛 宁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