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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桥

笔者朋友王小明（化名）前两天接到中国驻
美国大使馆打来的电话，询问他是否邀请杰克
（化名）来中国旅游访友，还问了一些旅游费用等
方面的具体问题。原来，王小明通过互联网的社
交网站认识了美国
网友杰克，偶尔聊
聊天、练练英语。前
段日子杰克说要到
中国来旅游，请王
小明用电子邮件给
他发一份邀请函。
虽然并不太了解杰
克这个人，而且杰
克也并不到自己所
居住的城市旅游，
但王小明觉得不过
就是一个简单的电
子邮件，就答应了
杰克的请求发了邀
请函，他压根没有
想到会接到中国驻
外使馆打来的核实
电话。

小小一张邀请
函有这么重要么？

邀请函是邀请
外国人来华的信
函，既是签证官评
估签证申请、审发
签证的一项重要依
据，也是外国人来华以后遇到紧急情况时，有
关部门及时进行处置和提供协助的必要信息来
源。因此，邀请函的信息必须真实可靠。签证
官在审核签证申请以及要求申请人面谈时会向
申请人及邀请人核对有关信息。如果签证官认
为邀请信息不实或者有可疑之处，将可能会对

签证申请人做出拒绝颁发签证的决定。
邀请函的内容一般应该包括以下信息：被

邀请人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国籍、护照
号码、来华目的、访华时间和地点、在华费用

承担方式以及邀请人的姓名 !签名"、联系方式、
住址等。通常，随邀请函还需要附上邀请人或
者单位的证件复印件。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外国人来华数
量逐年上升，据统计，#$%# 年外国人入出境总
数达到 &'(&万人次。随着来华外国人人数的增

多，也给我国的社会管理
带来一些问题，一些外国
人利用虚假的邀请函骗取
签证，入境后非法居留、
非法就业，甚至从事其他
严重违法犯罪活动；还有
外国人来华发生事故，无
力承担医药费用，也无法
联系其本国亲友。

为治理外国人非法居
留、非法就业、违法犯罪
等问题，不仅要加强对外
国人在中国境内的居留、
就业的管理工作，还要严
格审查签证申请。去年 )

月 ($ 日，十一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这一法律将自 #$%( 年 *

月 % 日起开始施行。根据
该法规定，对来华旅游、
探亲、学习、就业、参加
会议或者进行商务活动等
的外国人，驻外使领馆可
以根据其来华具体事由，
要求其出具邀请函。而出

具邀请函的单位或者个人
应当对邀请内容的真实性
负责。对于违法出具邀请
函的个人，将可能被罚
款，并且承担所邀请的外
国人的出境费用。因此，
尽管邀请函只是薄薄一张
纸，却承载了沉甸甸的责
任和义务，并非随随便便
想发给谁都行的。

笔者在此提醒各位
读者，为外国人出具邀
请函一定要谨慎，请一
定确认该外国人确实是
自己邀请的亲友或客人，
并且自己清楚了解对方
的背景情况和来华安排。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大
意和轻视，无意中做出
一些违反法律和给自己
造成损失的行为。

给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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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外国人申请办理签证需要提

供中国境内的单位或者个人出具的邀请函件

的，申请人应当按照驻外签证机关的要求提

供。出具邀请函件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对邀

请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第七十二条 协助他人非法出境入境

的，处 2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

5000元以上 2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处 1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

责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为外国人

出具邀请函件或者其他申请材料的，处

5000元以上 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没收违法所得，并责令其承担所邀请外

国人的出境费用。

单位有前款行为的，处 1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责令其承担所邀请外国人的出境费

用，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

任人员依照前款规定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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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师：

我在电视

节目里听到这样的

说法：“你说你的英语，我说

我的中文。”这里的“中文”

显然指“汉语”，请问，“中文”能用

来特指“汉语”吗？“中文”的含义

究竟是什么？

河北读者 金学礼

金学礼：

“中文”是“中国语言文字”的简
称，实际上一般用来特指汉语、汉字。
早在 %+)&年，《现代汉语词典》“试
用本”中的“中文”一词，就被解释
为特指汉语、汉字。%+*, 年 %# 月的
第 % 版及以后各版，也都沿用这种说
法。

比较常见的用法，是指汉语。例
如：
（1）依查理·蓝说，这故事是根据

一个中文手抄本，由一个懂得中文的

朋友讲给他听的。 （王力 《龙虫并雕

斋琐语·西洋人的中国故事》，上海观

察社，1949）

（2） 英国现有 7所大学开中文课

程。（《人民日报》，1980.10.14）

（%）、 （#） 两例中的“中文”都
指汉语。平时常说的“中文词语”、
“中文电影”、“中文儿歌”、“中文歌
词”、“中文平台”、“中文小说”、
“中文字典”里的“中文”，也都指汉
语。

有时候说“中文医疗资讯”、“中
文文艺理论文章”、“中文戏剧研究刊
物”，这时的“中文”虽然也指“汉
语”，但实际上是指汉语书面语。

“ 中 文 字
体”、“繁体中文”、
“简体中文”中的“中
文”则是指汉字。
“中文”有时候也是“中国语言文

学”的简称。这跟“语文”指“语言
和文字”，也指“语言和文学”的情况
类似。例如“中文系”是指“中国语
言文学系”，“中文专业”是指“中国
语言文学专业”。不过，表示“中国语
言文学”时，使用范围有限，似乎限
于跟高等教育有关的事物。

台湾的工具书把“中文”解释为
中国的文字、文章、文学。例如 《国
语活用辞典》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
限公司，#$$, 年 ' 月版）对“中文”的
解释是：“泛指中国的文字、文章、文学
等。”再如《国语日报辞典》（国语日报
社，#$$,年 %月修订版）的解释是：“中
国的文字、文章、文学。”

其实，这种说法跟大陆的解释基
本相同，因为其中的“文章、文学”，
实际上是指汉语文本的话语，即汉语
的言语作品。宏观地说，也可以理解
成指汉语。
“汉语”指“汉民族的语言”。

“汉语”是我国的主要语言。汉民族共
同语是普通话。在社会生活中，当人
们说“汉语”的时候，实际上往往指
普通话。
（作者为《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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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士格里
昂（-./01） 留学期间，为了
支付昂贵的学费，我不得不

利用假期出去打工。
暑假结束前夕的一天下午，寻找

活计无果的我慢慢转回了校园。这时，
宿舍管理员急匆匆来找我：“有一个老
师需要找人帮着搬家，你可以吗？”

宿舍管理员说的这个老师是德国
人，平时对学生超严，他带的学生几
乎都是中低分。我在心里嘀咕：“这
位老师的课是我下个学期必修的，给
他帮忙留个好印象，也许考试时能有
所照顾呢，打工挣钱的事再缓一缓也
不迟吧。”于是，我答应了下来。

老师家住特露椰，我起了个大早，
坐火车到达约定地点。老师大老远看
见我，很客气地和我打招呼，接着说
了搬家的打算。我问：“还有其他学
生来吗？”老师答：“就你一个。”

床、柜子、写字台、桌椅、电脑
……需要搬的东西很多，我有些为难：
“这些大件家具就我们两个人搬，能出
得去门吗？”老师说：“所有的家具都
是宜家 （/234） 的5全都能拆开，可以
化整为零。”

想想老师以后在课堂上可能的
“关照”，我鼓足干劲，和老师一起拆
起了家具。

拆装打包后，我扛起一个大件要

往外搬，
老 师 拦 下 说 ：

“我们先得去租车。”我心
想：“知道搬家为何不事先把车租

好？”
老师带我来到一个停车场，那里

停着小到轿车、大到皮卡的多种车型。
我左右观望，却未见工作人员。老师
拿出一张卡，走到一辆皮卡前一刷，
车门就开了。然后，老师将卡插进方
向盘边的一个小盒，从盒里取出车钥
匙。

原来，瑞士人一般都办有租车卡。
租车卡分月卡、季卡、年卡，办卡的
人可以每周使用一次车，车型不限，
一旦把卡插在小盒子里，自动计费就
开始了。车用完后，用车者要加满油，
把车开回原处。

家具终于搬到了老师的新家，最
后一道工序是把拆开的“大个头积木”
重新组装起来。全忙活完了，已经是
晚上 ) 时了。老师把我送到车站，从
口袋里拿出 &$$瑞士法郎递到我手里，
和蔼地问：“加上中午的饭钱，够不
够？”

老师的举动出乎我的预料，我原
想是来给老师帮忙的，不计报酬。我
是需要打工挣钱，但帮老师搬家是人
情，从未想到“钱”字上。而老师的
想法是雇人帮工，我服务，他付钱。
这里没有师生关系，只有雇佣与被雇
佣的关系。他根本不会因为这次帮忙，
而在课堂上或在考试中给我任何关照。

我谢过老师后转身离去。想起那
&$$ 瑞士法郎轻轻感叹：这也许是我
与西方观念在认知上的差异吧。

!

海
外
纪
闻帮

老

师

搬

家

得

佣

金

仝
中
燕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

管理法》相关规定

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领事官员正在审核签证邀请函

中国驻印尼大使

馆签证大厅工作场景
你今天真漂亮

作者：吉祥物

漫画作者：朱 丞

赞美能光明他人，也可照亮
自己。人人需要赞美。不过，赞美
要适度，因为它与吹捧、阿谀等，
并不总是泾渭分明的。

形式

直接。当面、当众直接用言
辞赞美，具有直观效果。有时不
需语言，仅以赞许的目光、微笑、
手势、动作等，也能起到赞美效
果。日常交往中，当面赞美某人，
要注意合乎情理。例如：夸奖一
个人的书法作品“真是字如其人。
您的字严整、刚健，有颜体风骨，
是您生活中一丝不苟的体现。”
不过，当面赞美有时是出于客套，
例如：“您今天满面春风，步履轻
快，好像年轻了 %$岁。”

间接。以间接、含蓄形式赞
美，更具真实性。像在背后或通
过第三者之口赞美某人，一旦传
到被赞美者耳朵里，会被认为是
真诚的赞美，比较实在。以文字、
图片、影视等形式宣扬、赞美他
人，也属于间接赞美。还有一种
形式是不直接赞美对方，而是通
过夸赞与其相关的人或事，达到
赞美对方的目的。例如：“您还在
带研究生吗？您的学生中已经出
了三位教授、两位大学校长。”

五要

一要据实。赞美要实事求是，
任何不实、夸大或捕风捉影，都会
令人难堪，甚至会感到你在讽刺、
耍弄人。例如：对并不漂亮的女
子称“美女”、对满脸雀斑者称“白
净”等。

二要具体。赞美人会写诗，
不能只说“你的诗写得好啊！”诗
人肯定想知道：“好在哪里？”应
当具体些，如果说“你发表在诗刊
《大地》上那首‘嫂娘’，感人至深。
长嫂与幼弟相依为命。嫂以母亲
般辛苦，带大幼弟，严格监督其生
活、学习，使之念大学，逐渐成长
为科学院院士。”赞美应抓住最
能说明问题的具体、突出事实，才

能给人以深刻印象。
三要真诚。发现别人的优点、

长处，真诚地加以赞美，以鼓励别
人，鞭策自己，是赞美的最高境
界。真正的赞美，是发自内心的
肺腑之言。而发自内心的赞叹，则
是那些被你理解、认同、赞赏，甚
至崇拜的事物。相反，一副笑面虎
模样，虚情假意、随随便便抛出一
些廉价的赞美言辞，必定令人讨
厌、生疑、警惕。

四要适度。赞美适度，会让对
方欣慰和振奋。关键是掌握好这
个“度”。赞美不足，埋没人，会招
人不快；赞美过分、夸张，就会出
圈、变味、走向反面，危害更大。现
实生活中，人人都知道，赞美与恭
维、奉承、吹捧、拍马、阿谀等不一
样，但它们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
的鸿沟。

五要谦逊。对他人的赞美，谦
逊以对，是对赞美者应有的礼貌。
回应赞美时，趾高气扬或不理不
睬都很伤人。西方人士一般会在
表示感谢的同时，欣然接受，而我
们则有所不同，常常会谦让一番，
“哪里、哪里”，或“您过奖了”等。

三忌

一忌过分。稍加留意，赞美和
阿谀是可以区分的：%、前者发自
内心，诚心诚意，后者口是心非，
虚情假意；#、前者实事求是，后者
多溢美、献媚之词；(、前者光明磊
落，后者常暗藏祸心。%+)'年，时
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在给首
都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作报告时
说：“拍马的人，就是为了骑马。”
一语点破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
实质。

二忌不足。对别人优点、长
处、成就评价不足，把大说小，把
重说轻，会让人感到不是赞美，而
是贬低、嫉妒他人。

三忌讥讽。“赞美”他人之
弱项、短处，实际就是讽刺，更
得罪人。
（作者为原外交部礼宾司参

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