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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国家人文地理

做志愿者参与中泰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发生后，泰国国王哇集拉隆功第
一时间向中方致信慰问，泰国各界也纷纷为中国加油打
气。在一线见证中国战疫全过程的阿塔育看到了中国人民
在困难面前的坚韧，“中国的有力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
为各国提供了宝贵经验”，也感受到了泰中友谊的温度。
阿塔育说：“泰国社会各界为中国人民录制了很多加油鼓
劲的视频，捐赠了大量物资。如今，中国疫情防控形势持
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也在为泰国做同样的
事。”今年 5 月，阿塔育和泰国在京的外交官们一起做志
愿者，他们打包了180多箱中国捐赠的医疗物资，运送给

泰国的医护人员。
在抗击疫情之外，阿塔育还看到了中国在其他各个领

域取得的巨大成功。“‘一带一路’倡议实现了互联互
通，中国科技促进了物流和医疗等领域的发展。”阿塔育
表示，“中国在消除贫困上也取得了很多成就，已有 8亿
多中国人实现脱贫，这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有益借鉴。”引
起阿塔育注意的还有中国的教育，“很多中国大学毕业生
在泰国取得了成功，他们能掌握中、英、泰三门语言，各
项专业知识技能也很扎实，这反映出中国教育系统的强大
竞争力。”

直播为泰国水果“带货”

尽管是第一次以大使的身份常驻北京，但阿塔育与中
国的缘分早已结下。阿塔育表示，他很多年前就来过中
国，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国家，人文
和自然景观都独具魅力。”从成都都江堰到上海、广州的
天际线，从北京的古庙楼宇到内蒙古的钢铁企业，阿塔育
看到了中国传统与现代的完美交融。而从福建人的生活起
居，更是让他真切感受到了两国文化的相知相通。“每年
都会有很多泰国人来到福建，福建的食物、文化、气候都
与泰国非常相似。”

据悉，泰中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正是
这份长久的互动，塑造了两国相似的文化、历史和信仰。
如今，“泰中一家亲”也有了更多的时代注脚。“去年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时，习近平主席授予诗琳
通公主‘友谊勋章’。”阿塔育说，“诗琳通公主每次到中
国来，都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行程。很多泰国人会跟随她
的脚步来中国旅游。”每年大约有1000万中国游客到访泰
国，也有近 100 万泰国游客来到中国。阿塔育还特别强
调，赴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来自中国各地，既有大城市，
也有小乡镇，这足以证明两国社会交往之深。

除旅游之外，泰中民间交往离不开美食这个载体。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优质的水果、美味的泰餐已经成
为了泰国的名片。在前不久举行的“6·18 购物节”上，
泰国副总理兼商务部长朱林通过中国正流行的网络直播

方式为泰国水果“带货”，泰国水果在中国电商平台的销
量也因此迎来了爆发式增长。阿育塔表示：“泰中人民都
有从网上获取信息的习惯，我们正在借助抖音等平台向
中国消费者介绍泰国的产品。电子商务极大增加了商品
的可视化程度，我们也打算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推广泰国
餐厅和泰国美食。”

两国合作还有更多可能

以坚实的民心相通为基础，阿塔育看到了两国合作的
更多可能。近年来，泰中经济合作日渐加深，双边贸易额
持续走高。在继续保持泰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同时，中国
还在 2019 年首次超越日本成为泰国第一大外商投资来源
国。面对累累硕果，阿塔育仍显得有些“不满足”：“在东
盟国家里，泰国还不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新加坡、印
尼等国与中国的贸易量都比泰国要多，我们希望能够继续
加深与中国的合作，提高泰中贸易在中国-东盟贸易中的
比重。”至于如何扩大两国经贸合作，经济学出身的阿塔
育也给出了自己的构想：“泰中有很多可以加深合作的领
域，但受制于两国并非邻国，双边贸易多以空运和海运的
方式进行。未来，泰中可以单独设立双边自贸区，进一步
促进两国商品的流动和销售。”

两国在区域事务上的携手而行，进一步拓展了泰中关
系的边界，也丰富了双边合作的内涵。去年，泰国接棒新
加坡出任东盟轮值主席国，在泰方“同心协力共同前进，
可持续发展”这一理念的推动下，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
水平屡创新高。2019年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
定书》 全面生效，进一步释放了自贸区的制度红利。“泰
中两国都受益于中国-东盟合作的大框架，合作是全面
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曾从事泰国东盟事务多年的阿塔
育感慨，“如今，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归
功于中国与东盟之间庞大的自由贸易区。”而对于 《区域
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阿塔育也充满着期
待：“RCEP涵盖16个国家，覆盖人口超过35亿，将会是
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为东盟与中国带来实现共同繁荣和
互联互通的机遇。”

形 态 各 异 的 大
象抱枕、金光闪闪
的寺庙模型、寓意深
远的巨幅壁画……
走进泰国驻华大使
阿塔育·习萨目的官
邸，一股浓郁的泰
式 风 情 迎 面 而 来 。
使馆工作人员双手
合 十 ， 轻 轻 一 句

“ 萨 瓦 迪 卡 ”（泰
语：你好），更是让

《我在中国当大使》
栏目组零距离感受
到泰式热情。

前 往 泰 国 驻 华
大使馆那天，金灿
灿的阳光穿透云朵
洒入官邸侧翼的一
间玻璃厅。会客厅
里的诸多摆件在阳
光照耀下仿佛镀上
一层金膜，璀璨夺
目，为我们的镜头
更添一抹泰式色彩。

阿 塔 育 大 使 看
到我们对琳琅满目
的 陈 设 充 满 好 奇 ，
就主动当起“使馆
讲 解 员 ”。 大 使 首
先向我们介绍位于
会客厅门口的一尊
神猴金像。它搁置
于最显眼处的木架
之上，周身以钻石
镶 嵌 、 金 光 闪 闪 ，
充分说明了它的地
位与价值。大使介
绍说，这可不是普
通 的 “ 猴 像 ”， 而
是化身于著名史诗

《罗 摩 衍 那》 中 的
神猴哈努曼，“它是
泰国人心中的英雄神灵，我们通常用来镇
宅，就像你们中国人安置于家门口的石狮
子一样。”

接着，大使来到正厅中央，指着一侧
墙壁悬挂的巨型画卷娓娓道来：“这幅画看
着是描绘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的装饰画，
但其中蕴含着中泰文化交流、友谊万古长
青之意。”画幅左右两侧有两座建筑，“左
边这个凉亭采用了中国古代建筑风格，而
右边这座寺庙则是泰国特色建筑的风格，
寓意中泰文化和谐共处之精妙。”

正如这幅画卷所描绘的，中泰人文交
流日趋密切，这不仅是各领域间的交流合
作，更来自人与人之间源远流长的交往互
信。早在 15 世纪，郑和下西洋开启了中泰
两国的文明交流，泰国深受中华文明的影
响。如今，泰国民众在生活习惯、民俗传
统、语言文化等方面仍有“中国印记”。
特别是近年来，不少中泰两国青年学生选
择学习对方的语言与文化，在浓郁的异国
文化氛围中，两国年轻人交流不断，增进
情谊。

随着谈话气氛越来越活跃，我们主动
问起大使如何看待在中国年轻网友中颇受
欢迎的几名泰国明星。阿塔育大使笑言：

“这都是年轻人的事，我的秘书可能更了
解。”大使十分看好中泰年轻人之间的交
流，他介绍，目前有超过1万泰国人在学习
中文，泰国不少学校开设了中文教学，学
习中文成为泰国社会新时尚，“我们两国人
民样貌相似，如果同时讲中文或泰语，没
有人能区分出彼此。”

由此话题切入，栏目组特别制作了
《泰国驻华大使：乐见中泰人文交流日益密
切》 短视频，片中植入近来在中国吸粉无
数的泰国籍女歌手Lisa。视频推出24小时内
播放量超58万，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萨瓦
迪卡”“愿中泰两国友谊长存”“期待更多
泰国艺人来华发展”。

当寺庙金顶在艳阳下发出的光芒弥漫
眼前，当海浪呼啸与街头交通的嘈杂徘徊
于耳边，当辛辣的咖喱与青柠的芬芳冲击
着味蕾……泰国街头带来一场全感官的盛
宴，吸引着无数海内外游客。无论是爱好
美食还是好奇历史，每一名游人都能在此
得到满足。

从泼水节中感受异国风情

没有什么比参加一场当地的节日更能
够感受异国风情的了，若是千里迢迢来到
泰国，不参加一场泼水节，着实会是一种
遗憾。泰国泼水节原称“宋干节”，“宋
干”一词出自梵语，指的是太阳转入黄道
星座中的第一宫。这一天被东南亚人民认
为是新一年开始的标志，同时也是泰国公
历中的新年。

在泼水节，泰国民众会先前往寺庙浴
佛、浴僧，参加宗教活动，为新的一年
祈福。紧接着，男女老少走上街头，向

长 辈 行 洒 水 礼 ， 祈 求 赐 福 ； 向 同 辈 泼
水，互道恭喜及祝福。水在东南亚文化
中，是祝福的象征，反映出古代人民对
征服干旱、征服自然等朴素愿望。在炎
热的泰国街头，淋上一身清凉，毫无寒
意，反而更解暑气。

被佛塔的庄严肃穆折服

想要更好地了解一个国家的人文历
史，将自身置于历史古迹之中是最好的方
式。大城府古城遗址的寺庙和宫殿保存完
好，是了解泰国历史的不二选择。1350
年，乌通王在此建立阿瑜陀耶王国，在
400 年时间里，无数精美的艺术品、精巧
的特色建筑在这里诞生。

大城府中心区是阿犹地亚王朝古皇宫
所在地，在遗址内，还有3座建于15世纪
的佛塔保存完好。百年风雨的侵蚀，却丝
毫没有消减佛塔当初的宏伟与精致，其雕
刻、线条、造型、建筑技巧等最具大城府

古都艺术特色的细节被较好地保存下来。
不少古建筑爱好者们为一睹 600 年前的建
筑风采，不远万里来到这儿，被佛塔的庄
严肃穆所折服。

多款美食满足游客味蕾

对于很多游客来说，想尝尝地道的泰
国风味是吸引他们来泰国的主要原因。在
泰国，不同地区的人有不同喜好的口味，
但是无论在哪里，一口地道的咖喱是餐桌
上不可少的美味。最受本地人欢迎的要数
传统的辣酱咖喱。想要制作地道的辣酱咖
喱可不简单，这是巧妙的食材搭配与精妙
的手工技艺的结晶。将辣椒、高良姜、柠
檬草等极具芳香的香料置于石臼中捣碎，
再配以青柠，和新鲜的海鲜一同烹煮，一
道极具泰味的辣酱咖喱便制作完成了。

来到热带，一定要尝试些新奇的热带
水果。菠萝、木瓜等热带水果已是家中常
见，可若是想品尝到鲜美的榴莲、芒果或

是山竹等水果，还需到泰国街头，在水果
摊上寻得。世上鲜有食物像榴莲这样同时
占据“美味”与“臭味”两个极端，若是
水果摊上有榴莲出售，远隔一条街也能闻
到其散发出的刺鼻气味，但这对于喜爱它
的人们，像是一条免费的广告，吸引着食
客顺着气味寻找。闻之刺鼻，可将肥美的
榴莲果肉放入唇齿之间时，浓郁、略含奶
味的香甜在口中“炸裂”开来。榴莲中还
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在饱尝甜美的同时
又满足了身体营养的需要，实在无愧于

“水果之王”的名号。
除此之外，泰国还有许多美食等待着

游客。无论传统菜肴还是新式甜品，在泰
国，总有一款美食能够满足食客们挑剔的
味蕾。

饱了口福，享了眼福，一场泰国之
行，即是一场感官盛宴之旅。多彩泰国，
以其独具的魅力，等待着世界各国的游客
去探索。

（海外网 陆宁远整理）

“泰国和中国相知相通”
——访泰国驻华大使阿塔育·习萨目

海外网 张六陆

1975年7月1日，中泰在北京签署建交公报，两国关系掀开了崭新

篇章。45年间，中泰并肩携手，保持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两国建

交45周年之际，泰国驻华大使阿塔育·习萨目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

访，细数了两国合作的累累硕果，也表达了对“泰中合作又一个五十

年”的热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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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泰国，总有惊喜等着你

泰国驻华大使阿塔育·习萨目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泰国驻华大使阿塔育·习萨目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泰国曼谷卧佛寺夜景。 图片来源：泰国国家旅游局网站

泰国曼谷唐人街的舞狮表演。 新华社发泰国曼谷唐人街的舞狮表演。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