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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来鸿

中共十七大首提“人文关怀”。关心人、
爱护人、尊重人，引导人们正确对待困难、
挫折，成为热议话题。慰问就是人文关怀的
一种具体形式。慰问二字拆开，即安慰、问
候之意，即对伤病、死亡、遭灾、挫折（如
破产、失业、失恋）等陷于危困、痛苦的人
或对社会做出贡献、付出辛劳的人，在精
神、感情方面表示关怀、同情、抚慰，有时
还需要送上慰问品。

看望

关怀、慰问，需要亲自登门探望，把温
暖送到人们心坎上。人在遭受创痛或孤独无
助时，渴望亲情和关爱，通过问候、交谈、
劝解、疏导、陪伴等，给予身处逆境、困厄
的人以慰藉，尽可能缓解其精神上的苦恼与
哀伤，使其稳定情绪，走出阴影，尽快恢复
正常生活。

对社会付出了辛劳、做出了贡献的人，
社会要尊重、爱护他们。亲朋好友、单位负
责人乃至国家领导人等前来看望、慰问，肯
定其功绩和贡献，体现了社会的文明与进
步。

慰问品

慰问对象不同，慰问品也不一样。救
灾、济困，应以满足生存需要为主，一般送
上生活必需品；慰问付出辛劳、做出贡献的
人，可选择鲜花、匾额等；慰问伤病者，在
我国崇尚送时令水果、营养品等。可是在西
方，医院病房多不允给病人送食品，以鲜花
常见。鲜花能使人们精神愉悦，显然是合适
的慰问品。在西方一些国家，送病人鲜花，
讲究花枝应为单数 （双数为送死者），且为
单一颜色（如为杂色，被认为同病房者，有
人会生，有人会死）。现在，在我国，给病
人送鲜花也很时兴，讲究也不少，如不送盆
栽花，以弃久病生根之嫌。还有，我国人一
般忌讳白、黄、蓝色花。另外，花色太艳，
可能会令病者情绪烦躁；香味过浓，可能会
引起病人呼吸道不适，易咳嗽，对刚做完手

术的病人不利。一般而言，送兰花、水仙、
百合、康乃馨等品种配搭的花束或花篮，比
较受欢迎。

慰问语

慰问时态度要诚恳，语言要得体。视不
同的慰问对象，奉上相应的慰问语。

病患者。对慢性病患者，应劝其不急不
躁，安心调养。像“既来之则安之”、“病
来如山到，病去如抽丝”。对惧怕手术者，
重在鼓励其勇气：“手术只是微创。这是全
市最好的医院，将由著名专家亲自操刀。不
要怕，父母都在你身边。”慰问危重病人，
重在安抚，不可添堵、添乱。如不在病人面
前谈论其真实病情，也不要与他人小声嘀
咕。可偏重于饮食起居的问候，讲病人爱听
的话题。另外，对临终者应尽量满足其要
求、愿望，如想吃什么，想见什么人等。

亡者亲属。侧重于疏导思念亲人之苦，
引导其多想、多看未来。像“过去的事已经
不能复返，再难过也无济于事”、“节哀顺
变，未来的路还很长，还有好多事等待去
做”、“不要一个人老待在家里，多同亲戚
朋友走动走动，尽快从阴影中走出来”。

失败、失意者。要开导他们不灰心、不
抱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树立信心，自
强不息，再接再厉。像“留得青山在，不愁
没柴烧”、“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来”。

贫困者、受灾民众。及时救援，在提供
物质、财政支持的同时，鼓励他们增强信
心，战胜困难，不等不靠，自力更生，重建
家园。同时强调，国家、各级政府和社会各
界是灾区人民的强大后盾，在各方大力支援
下，灾区会建设得更美好。

对社会有贡献者。应报着虚心求教的态
度，强调学习、发扬他们的拼搏和奉献精
神。

忌讳

1、冷漠。对他人病患、苦恼不闻不
问；对他人的辛劳、贡献视而不见。

2、调侃。慰问病人时嘻嘻哈哈，甚至
调侃、嘲弄。这会给人感觉不是慰问，而是
幸灾乐祸。

3、悲伤。表情过于凝重、伤感，未曾
说话已泪流满面。这会给患者、亲属造成更
大精神负担。

（作者为原外交部礼宾司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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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师：

我在做作业时，将“树立”、“竖立”这两个词

用颠倒了，请您说说它们如何造句。谢谢！

韩国留学生 万学敏

万学敏：

“树立”是建立的意思。例如：
（1） 雷锋给年轻人树立了一个好榜样。

（2）在学校里要树立起勤勉学习的良好风

气。

（3） 我们要树立一个信心，就是这个

工程一定能够按时优质完工。

（4） 树立起好的社会风尚，

是当前一件大事。

（5） 他年轻时就

树 立 了 为 祖

国繁荣富强而奋斗的远大理想。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树立”
的对象，一般是抽象的、好的事物，例如“榜
样”、“风气”、“信心”、“理想”等。
“竖立”的意思是使物体直立，也就是一

端向上，一端接触地面或埋在地里。例如：
（6） 大楼前的广场上竖立着一根旗杆。

（7） 院子东侧竖立着一块纪念碑。

（8） 屋子前面竖立着先生的石像。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竖立”的对象
一般是具体的物体，例如“旗杆”、“石碑”、
“塑像”、“支架”等。因此，指抽象事物时，
宜用“树立”；指具体物件时，宜
用“竖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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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世强

（寄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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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跟“竖立”的不同

不久前，看到人民日报海外
版“读者桥”版上刊登了 《中国
人在海外如何树立文明形象》 一
文，我深有感触，遂结合自己在
美国的所见所闻，具体说一说中
国人在海外如何注意生活小节，
如何尊重国外一些约定俗成的习
惯，以树立中国人的文明形象，
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免费早餐不“打包”

美国的饭店一般提供免费早
餐。我在用餐场所，不止一次看到
中国游客吃饱喝足后不在饭桌
上留下小费不说，临走时还往自
带的食品袋里放煮鸡蛋、面包、
苹果甚至香肠等，堂而皇之地
带走。尽管同时用餐的其他旅
客或者餐厅服务人员看到后
没有当面制止，但如此举止给
中国人形象带来的不良影响
已经形成了。

其实，与我们出国游所花
的机票费、饭店费和购物费等
相比，私带的早餐连个零头
都不值，然而，正是这众目
睽睽之下，顺手牵羊拿几个
煮鸡蛋、面包等，丢了中
国人的面子，让当地人觉
得中国人没素质。

打的也要付小费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
约定俗成地有付小费的
习惯。即使是在包早餐的
饭店里吃早点，如果有服
务员给你倒咖啡、加饮
料、收盘子等服务的话，
饭后都会酌放一点小费
表示感谢。如果是在不包
早餐的饭店点菜谱用早
餐，结账时要按照当地习
俗加 !"#左右的小费，午
餐和晚餐也是一样。

在美国入住饭店时，
如果让服务生帮助你将
行李送入客房，通常一个
箱子要给起码 ! 美元的
小费。如果你不喜欢付小
费而且箱子也不沉重的

话，可以谢绝服务生的殷勤，
自己提着箱子上房间。

很多旅客离开饭店时，常
在入住房间的电话机下面放
上几美元小费，算是对收拾
房间的服务员表示感谢。美
国很多饭店和餐馆服务员等
底薪非常低，甚至没有底薪，

收入主要靠小费。所以，很多饭
店服务员对客人殷勤备至，入住
时帮你拿箱子、吃饭时帮你续咖
啡等，我们既然接受和享受了人
家的热情服务，该给小费时就要

入乡随俗照给不误。否则，他嘴上可能
不说什么，也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但
心里会对我们中国人有看法。

在美国，有的小费可给可不给，
也有的小费是必给的。比如，美国的机

场都设有机场
到饭店之间的通勤车，司机也
常常热情地帮助拿箱子等，我
注意到，从机场被接到饭店
时，一些旅客不给司机小费赶
紧办理入住，也有旅客给一两
个美元的。然而，从饭店被送
到机场时，更多人会想到给司
机一两美元小费，没有一定之
规。但是，你如果坐出租车就
必须付小费，否则出租车司机
会不答应。通常要在他打出来
的税后车费基础上再加 !"#

左右的小费。

公共场所别喧哗

来美国出差、旅游的朋友
很快会发现，美国的餐馆很少有单
间，美国人通常也没有订单间吃饭
的习惯，请客也常是在大餐厅订桌。
不像我们在国内，商务聚会、同学聚
会乃至家庭聚餐，在餐馆订个单间，
说话声音大些，甚至有人抽烟都不
太显眼。

在美国的中、西餐厅吃饭、聊
天、说事，通常大家都压低声音，不
干扰旁边餐桌的人用餐。在餐厅和候
机楼等公共场所，如果不管不顾地高
谈阔论或者用手机大声讲话时，就会
引起周围人的反感，是不文明的表现。

参观博物馆、图书馆、教堂和观
看演出时，更是要特别注意保持肃静，
不大声喧哗，需要关掉手机时必须关
掉。

女士面前要绅士

在公共场所，美国等西方国家都
讲究 $%&' ()*+,（女士优先），我们也要
入乡随俗。比如，在饭店、写字楼和商
场等地上电梯时，不论我们先到与否，
只要见到周围有女士，特别是老年妇
女和小孩也在等着上电梯时，就要礼
让女士和儿童先上。遇到残疾人和推

儿童车上电
梯或进门时，更是要

立即主动帮助开门。即便是在
国内，特别是在涉外场合，遵
守“女士优先”规则也是应该
提倡的文明之举。

逛街观展勿“乱拍”

我在美国的 -.//0 和
/1%23 等名牌专卖店以及博
物馆等场所，均见过我们的同
胞有不文明的举止：明明看到
专卖店或者博物馆墙上贴有
“禁止拍照”的牌子，还是不停
地用相机或手机拍照，直到被
服务人员严厉制止。类似的
“乱拍照”情况我也在美国的
一些大型展览会上见过。像家
具、玩具、电子产品、时装和工
业设计等展会，如果你身背照

相机不停地在一些展品前拍照，
不但会引起该参展商的反感，同
时也会引起其他参展商和保安人
员的警觉与反感。也许你在名牌
店里拍 /1%23 牌女包就是好奇或
者发给家人看看；也许你在展会
上拍照纯属个人兴趣爱好；也许
你在博物馆里拍照就是为了留个
纪念，但对方很有可能就认为你
是在偷人家的设计、公然侵犯人

家的知识产权等。这很容易引起误
会，甚至导致对所有华人参观者产
生防备和抵触心理。你可能会想，
名牌商品摆在那里出售有什么可保
密的？一旦被人买回家不是可以随
便拍照吗？是的，这就是公共规则：
你尽可以将你喜欢的名牌商品买走，
然后爱怎么拍就怎么拍，但在购买
之前，如果商店里有“41 531,1”
（禁止拍照）的提示，你就应该入乡
随俗，绝不在店里拍照。如果是“41

(6%+3”（禁止闪光灯）的提示，你就要
关掉闪光灯后再拍照，遵守公共规
则。

会场忌做“手机控”

我的一些美国朋友和客户曾
说过他们对华人的印象：特别喜欢
照相和打手机、发短信。这本来并
非不好，但不注意场合与分寸就会
出问题。比如，从机场入境美国后，
飞机停稳、机舱门打开时，是可以
打电话通知亲友“平安抵达”的，但
一旦来到海关入境大厅，排队过海
关时，就要遵守大厅里面的明文规
定，千万不要随便打手机，更不要
拍照海关大厅和移民局官员办公
的情况。否则，手机或者相机被安
保人员没收就麻烦了。

美国人发邮件多，但很少给
人发短信。我见过一些华人在费
城等大都市过马路时忙于看手
机短信和发短信，忽略了交通安
全。因为工作关系，我也常陪同
国内来访团拜访美国公司或官
员等。在会议室，双方开会
谈事情时，一些国内来访者
不时地接手机、低头忙于看
手机短信或回短信，这不但
很不礼貌而且会引起美国
接待方的反感，影响合作
谈判。既然飞机起飞前你
能够而且必须关掉手机
和电脑，那为什么在拜会
客户时或听音乐会、参观
教堂时就不能将手机关
闭一会儿呢？如果你得
知，你这场招商引资没能
取得成功的原因，其实就
是美国投资方负责人不
喜欢有人在会议中不停
地打电话、看短信等失礼
之举造成的，下次你还愿
意带这样的团员随你出
访吗？其实，不仅仅在国
外，就是在国内的相关场
所也应该注意这些小节，
知礼、讲理，毕竟没有规
矩不成方圆。

禁烟场所忍烟瘾

请注意，美国几乎所
有机场、商场、餐厅和写字楼
都全面禁烟，很多饭店也根
本就没有可以吸烟的房间，
酒吧里面也禁止吸烟。如果
你入住的客房是禁烟客房，
请千万不要在里面吸烟。否
则，轻者在结账时会被罚款起
码几百美元，重者可能会招来
麻烦，影响你的行程和情绪。即
使是在饭店和餐厅外面吸烟，也
要尽量躲开人群并且将抽完的烟
头熄灭扔在垃圾箱内。

凭我多年旅居美国的体会，
华人在海外，不论你持的是什么
护照或国籍如何，不论你叫张三还
是李四或有个迈克、南希等“洋”名
字，在当地人眼中都是一样的名
字：中国人。因此，为了所有华夏儿
女在海外的文明形象，希望广大同胞
出国后遵守当地的生活习惯和公共
道德，以一个文明的、来自礼仪之邦
的美好形象，展现在世人面前。

出境言谈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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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勿乱拍照 来源：安利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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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师：

我在一个网站上看到“被汽车压

了”的写法，这种写法对吗?

马来西亚读者 张综纹

张综纹：

“被汽车压了”中的“压”宜改为
“轧”。

“压”（'!）指从上向下施加重力。
例如：

（1）他用切菜刀使劲一

按，蒜被压扁了。

（2）缸盖上压着

一块石头。

（3）用铜

尺把纸压住。

（4） 袋子太沉了，他被压弯了腰。

这种从上向下施加的力还常被比
喻性地用来指“施加压力”。例如：

（5） 你们不能以势压人。

（6） 他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勇气。

“轧”（'"）指滚压。例如：
（7） 压路机把地面轧平了。

（8） 拖拉机把路上的石头轧碎了。

（9） 车轮把脚轧伤了。

（10） 汽车轧死了一只鸡。

因此，宜写成“被汽
车轧了”。
《语言文字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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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轧”跟“压”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