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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国家人文地理

“女儿想回北京”

在拉惹·拿督·努西尔万看来，中国在马来西亚人的生
活中从来不是抽象符号，“马来西亚人口中大约 1/4 是华
人，他们中有人的先辈甚至 600 多年前就来到马来西亚。
他们带来的中华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成马来西亚独特的

‘娘惹文化’。”
努西尔万出生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当地有很大的

华人社区。儿时的他常常到华裔朋友家做客，品尝中式家
常菜、听粤语歌、看香港电影。努西尔万和中国的缘分，
当时就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

这颗种子，伴随努西尔万的外交官生涯，悄然成长为
参天大树。同中国人打交道、交朋友，给努西尔万留下了
太多难忘记忆。他至今无法忘记，25年前他初访北京时一
位帮助过他的宾馆服务员。当时努西尔万住在宾馆 14楼，

有一次房卡突然失效，路过的宾馆服务员为了帮他换新房
卡，满头大汗上下跑了两趟。这虽是件小事，却让努西尔
万深深感动。

从这位宾馆服务员身上，努西尔万看到了普通中国人
的敬业和热心，千千万万这样的普通劳动者预示着中国不
可估量的未来。“自那次后我来过中国 20多次，亲眼见证
了中国尤其是北京的发展。”努西尔万说。

到中国当大使，不仅让努西尔万的中国情缘日益加
深，还在他的孩子身上有了新延续。跟努西尔万一起常驻
中国的，还有他不到 6岁的女儿。因为闲暇时间要陪女儿

“打卡”游乐园和商场的缘故，努西尔万一家深深融入了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用手机软件打车、在淘宝买玩具、寻
觅“网红”餐厅。由于疫情影响，努西尔万说，今年初暂
时回国的家人短时间内无法回中国，但“女儿在家闹着要
收拾行李，迫不及待想回北京”。

用中文为武汉加油

疫情的阻隔让努西尔万一时无法和家人团聚、也错过
了小儿子的降生，但努西尔万说坚守岗位是特殊时期大使
的使命。努西尔万表示，他在防疫期间肩负着三重使命：
一是保障在华马来西亚公民的健康与安全；二是促进两国
抗疫合作；三是为两国在后疫情时代的合作铺路。

留在中国，努西尔万见证了中国的抗疫战争，也为中
国抗疫加油鼓劲。努西尔万去年10月曾到访武汉，对这座
拥有“九省通衢”美名的城市有一份特殊好感，“武汉有
快速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有 1000多万人口的巨大市场，
还有好吃的热干面”。

今年 2月，努西尔万录制了一段为中国抗疫祈福的视
频，并发布在马来西亚旅游局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
他在结尾处用中文说的那句“中国加油，武汉加油”，打
动了无数中国网友。在努西尔万看来，中国之所以能成功
控制住疫情，得益于中国各级政府应对疫情的快速响应、
中国人民对防疫措施的严格遵守。

马中两国的守望相助，让努西尔万感触良多。当中国
疫情告急，马来西亚人喊出了“中国，马来西亚挺你”，

1800万双医护手套驰援中国；当马来西亚发生疫情，中国
医疗专家组紧急送去抗疫经验。在马期间，有当地民众认
出中国专家组后远远竖起大拇指，喊出“谢谢”……如
今，中马两国携手走出疫情的阴霾，率先推动社会经济复
苏，便是双方同舟共济、相互支持的结果。

在中国市场看到机遇

携手抗疫的特殊经历，为中马深化合作创造了必要条
件，开辟了新前景。对“后疫情时代”的两国合作，努西
尔万满怀期待。

热衷于为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代言”的努西尔万，
对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充满信心。努西尔万表示，2020年上
半年，东盟已取代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马来西
亚是中国在东盟内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仅次于越南。
2020年上半年，中国从马来西亚的进口额同比上涨 2.6%，
超过340亿美元。

从当前中国提出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努西尔万看到了新
机遇。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国内大循环的加速形成，
中国市场消费力将进一步增强，有利于马来西亚增加对
华出口。

共建“一带一路”是中马合作的重要方向。“我很高
兴看到东海岸铁路项目复工。”努西尔万说，马中双方从
政府到企业都非常重视“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他认
为，基础设施建设的“硬联通”只是互联互通的第一步，
规则和标准的“软联通”将有力推动商品的无阻碍流动，
从而提高生产率、减少流动成本、维护全球产业链稳定。

对如何促进马中民心相通，努西尔万也有独到见解。
他认为，“娘惹文化”是两国人文交流的历史明证和宝贵
资源，未来加强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大有可为。在努西尔万
看来，推动两国文学作品互译是一个重要方向。自1889年
以来，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 100多部中国书籍已经被翻译
到马来西亚，“如今中国在人工智能、电商、科技等领域
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希望未来有更多反映当代中国的文学
作品翻译介绍到马来西亚”。

“来北京就像与老朋友重逢”
——访马来西亚驻华大使拉惹·拿督·努西尔万

海外网 毛 莉 张六陆

在马来西亚，郑和五访马六甲的故事广为流传，华人社区遍布全国，走在街头常

常可以看到中文招牌……作为隔海相望的近邻，马来西亚与中国友好交往历史源远流

长。马来西亚驻华大使拉惹·拿督·努西尔万的中国情缘，是中马好邻居、好伙伴的生

动写照。努西尔万近日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采访时表示，“我很高兴到中国，我在吉

隆坡时就交了很多中国外交官朋友，来北京就像与老朋友重逢。”

马来西亚是第一个
与 中 国 建 交 的 东 盟 国
家，今年是两国建交 46
周年。46 年来，马中把
彼此视为亲密无间的朋
友和值得信赖的伙伴。
马中友谊经受了时间考
验，给两国人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福祉。

两国领导人进一步
展示了推动马中关系发
展的非凡决心。两国相
亲 的 血 缘 、 相 通 的 文
化，相互信任的传统，
对机遇和繁荣的共同追
求，为两国关系奠定了
坚实外交基础。两国稳
定的外交关系，正是两
国友谊的标志。

面对疫情考验，马
中关系进一步发展。自
疫情伊始，两国就在道
义和物质上相互支持。
不仅两国政府之间守望
相助，或许更为重要的
是，两国人民也患难与
共。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马来西亚期待
与中国通过“云交流”
等方式加强合作。

尽管面临疫情带来
的诸多挑战，但我相信
两国将继续为进一步深
化马中关系作出建设性
努 力 。 双 方 在 加 强 经
济、工业和技术合作，
以及促进贸易、投资、
教育和旅游合作方面拥
有广阔空间。

2019 年，马来西亚
是 中 国 第 九 大 贸 易 伙
伴，双边贸易额达1239.6
亿 美 元 ， 同 比 增 长
14.2%。我想强调的是，
今年前七个月，双边贸
易在疫情下逆势增长，
贸易额较去年同期增长
0.7%，达到684亿美元。

马来西亚开放和友
好的投资政策、良好的
营商环境，使马来西亚
成为中国投资者进入东
盟和其他市场的门户。
在投资方面，中国一直是马来西亚制造业
的最大投资国。2019年，共有79个有中方
参与的制造业项目得到批准，投资总额达
254 亿元人民币。事实上，许多中国大企
业都将地区总部设在吉隆坡。

两国深化人文交流前景可期。马来西
亚是一个与全球接轨的高等教育中心，为
国际学生提供全面和优质的学习体验。以

“亚洲魅力所在”为名片，马来西亚长期
以来享有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盛誉。马来
西亚不仅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重要
的战略位置也决定了其亚洲大熔炉的地
位。2019年，马来西亚接待中国游客超过
300 万次，我们期待更多中国游客在疫情
后到访马来西亚。

作为一个外贸导向型国家，马来西亚
高度赞赏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

“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促进了两
国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加强两国长期的双
边关系。2013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后，马来西亚是最早表示欢
迎的国家之一。马来西亚将继续支持“一
带一路”建设，期待同中国及沿线国家在
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
合作。

我坚信，这些年来双方增进的相互信
任和共同利益，是今后两国关系持续深化
的坚实基础。

（作者为马来西亚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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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澈的大海、清新的椰香、高耸入云的双峰塔……马
来西亚是不少中国游客出境游的目的地。最近，电视剧

《小娘惹》在中国的热播，让不少中国观众对马来西亚文化
更添一份亲近感。带着对这个邻国的好奇，“我在中国当大
使”栏目组近日走进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

使馆门口，高耸气派的建筑让人忍不住举起相机。移
步换景，使馆大到整体设计、小到扶梯门楣都很考究，木
质雕花扶梯和门楣古色古香。沿着镶嵌马来西亚特色花纹
的楼梯进入二楼，电视剧《小娘惹》的宣传海报赫然映入
眼帘。使馆工作人员笑着用中文说：“45 集我全看完了，
特别好看。”

这部电视剧，也是马来西亚驻华大使拉惹·拿督·努西
尔万向中国观众推荐的重点，“从这部剧里中国观众会看到
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自 15世纪起，迁居东南亚的
华人逐渐增多，华人男性与当地妇女通婚，形成了一种融
合中华文化与马来文化特点的家庭模式。在生育的子女
中，男性被称为“峇峇”，女性被称为“娘惹”。

经过数百年时光的繁衍，“娘惹文化”将传统中华文化
和马来当地文化融于一体，在服饰、语言和饮食方面形成
了独特文化魅力。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娘惹文化”既熟悉
又陌生、既古典又现代。娘惹服饰——纱笼卡峇雅在马来
传统服装的基础上，改成了西洋风格的低胸衬肩，再加上
中国传统的花边修饰，尽显精致与秀美。再说语言，峇峇
马来话深受福建话影响，从中吸收了不少词汇。

努西尔万大使绘声绘色介绍起“娘惹菜”，以糯米、木
薯粉为原材料，添加椰浆、绿豆泥、红豆泥、花生粉等不
同配料的“娘惹糕”，柔韧有嚼劲、好看又好吃。娘惹豆酱
鸡、红龟粿、虾米糯米卷、龙眼茶……中国传统烹饪方法
与南洋香料的巧妙结合，酝酿出舌尖上的“娘惹”风情。
大使笑言，就冲着娘惹美食，这剧也值得一看。

大使请你来追剧
海外网 赵壹晨

大使请你来追剧
海外网 赵壹晨

“多元”，是马来西亚的名片。在这里，原始的热
带雨林与现代的都市风光并存，马来文化与多民族文
化交融。

作为典型的东南亚国家，马来西亚的旅游资源丰
富。无论游人钟情于阳光和沙滩，还是热爱文化与美
食，在这片多元的土地上，都可以找到心之所向。游
人可以流连于槟城的美食小吃，也可以穿梭于吉隆坡
的高楼大厦；可以徜徉于仙本那的透明海，也可以探
险沙捞越的原始自然风光……

马来西亚不仅吸引全世界游客驻足，也越来越受
到全球留学生关注。环境安全稳定、学费相对较低、
优质的专业课程，都是选择留学马来西亚的理由。根
据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提供的信息，在“世界最受欢
迎留学目的地”排名中，马来西亚位居第 12 位。目
前，超过120个国家的15.3万名留学生选择马来西亚作
为留学目的地。除本土高校外，还有9所国际著名顶尖
大学在马来西亚设立了分校。

在日前举行的 2020 中国国际教育巡回展上，马来
西亚驻华大使努西尔万向中国学生发出热情邀请，

“马来西亚欢迎更多中国学生选择马来西亚作为留学
目的地。在这里，你们将获得一个性价比更高的接受
世界一流教育的机会。在马来西亚留学的经历，将有
助于增进双方对马中两国关系和人文关系的相互了解
和赞赏。”

热情友善的人民、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也是留
学马来西亚的一大吸引力所在。几个世纪以来，包括
阿拉伯人、印度人、华人在内的外来移民涌入马来西
亚，带来了不同文化的碰撞融合。马来西亚首都吉隆
坡，因此被誉为“世界博物馆”。在吉隆坡，清真寺、
佛教和印度教的寺庙、基督教的教堂和谐共存；漫步
街头，可以看到说马来语、英语、汉语、阿拉伯语的
不同肤色人群；海南鸡饭、肉骨茶、椰浆饭、咖喱鸡……
融合了八方特色的马来西亚美食，让人垂涎三尺。

（海外网 赵壹晨整理）

多元文化引来全球客

马六甲州娘惹文化博物馆。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供图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拉惹·拿督·努西尔万近照。
海外网 谢 明摄

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娘惹糕”。 张纹综摄 （新华社发）

马来西亚沙巴仙本那敦沙卡兰海洋公园。 马来西亚驻华大使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