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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纪闻●海外纪闻

有着浓厚的中国情、家
乡情的《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海外发行
近 30年了。她对于我们侨居海外的游子来说，就
像宇宙中璀璨的启明星，照亮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也
照亮了我的心坎。

我是上世纪70年代末从福建移居香港、80年代初移
居美国纽约的，那时候在美国媒体上很少能见到有关中
国的报道和信息，要想了解祖国家乡的时讯，只能通过
书信或电话，而书信往来又要经过长达一个月左右的邮
政运转，极不方便。我们美国福建公所创立于 1990 年，
服务于在美国的 100 多万名闽籍乡亲。我还深深地记
得，创会之初乡亲们就提出了“能及时了解祖国发展信
息”的心愿，于是福建公所在第一时间为乡亲们订阅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当时大家像得到喜讯一样口口相
传，并自发地利用休息时间前来阅读，有时个别乡亲看
的时间长了，等待的下一位还会发点小“牢骚”，我曾为
此在中间协调。其实大家的心情我很理解，身在异国的
人哪个不渴望看到来自祖国的消息呢？

20 多年来，我们闽籍乡亲、留学生与他们的子女，
在不同领域、不同历史时期从海外版上获取了大量有益
资讯，为国家，为福建招商引资、引智做了大量工作，
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祖国的改革开放和家乡的经济建
设，并做出积极有益的贡献。很多美国乡亲纷纷回国、
回乡投资兴业，外资独资、合资企业在福建落地开花，
有效地促进了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形成了国
家发展和企业、个人受益的双赢或多赢局面。

20 多年来，我们福建公所伴随着海外版一起成长。
她不断为社团的发展指引方向，给予营养，使公所在服
务乡亲、凝心聚力为祖国经济建设与和平统一做贡献等
方面做出了成绩，从一个幼小的民间组织，发展成集近
50个社团为一体的美东极具影响力的社团之一。

2009年我身兼福建公所主席以来，每当在工作中遇
到难事，常常是从海外版中寻找答案，可以说海外版是
我的良师益友。我十分关注海外版的“台港澳”版，她
总是客观地分析各个时期海峡两岸的发展进程，及时揭
示、评论两岸间存在的矛盾与问题等。这些年，我和我
们福建公所同仁一道，团结在美台胞，在不同时期为两
岸和平发展、和平统一事业举行各种有益活动，其中包
括在纽约公开声讨李登辉、陈水扁主导的“一中一台”

分
裂 主 张
等。在近年的
钓 鱼 岛 问 题 上 ，
我多次与纽约爱国华
侨华人，联合台湾同胞一
道在纽约日本领馆前大声疾
呼，奋力保钓，并一同在日本
驻美领馆前递交正式抗议书，让
世人认清历史真相。

海 外 版 在 生 活 上 也 对 我 影 响 很
大。记得当年我去纽约长岛购房时，受
到老外经纪人漫不经心地接待，并用怀
疑、不信任的眼光打量我。那时候，“中国”
对他们来讲是个陌生词语，“中国人”在他们
眼里总是与贫困、落后、无知挂钩的。随着海
外版在海外的大量发行及中国声音在海外的传
播，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的独立自主和平外
交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等，越来越被世人所熟
知，尤其是中国的经济总量跻身于仅次于美国的全球
第二的位置，更引来世人关注的目光。

而今，我在纽约长岛的老外邻居们碰到我或我的
家人时，总喜欢与我们热情地攀谈一番。他们尤其对中
国的发展近况感兴趣，每当我把海外版的相关报道讲出
来与他们“分享”时，他们无不听得聚精会神，常常竖
起大拇指。他们对中国、对中国人的尊敬和认识上的改
观让我备感欣慰和自豪，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只有祖国
强、民族强、经济盛，我们这些海外游子才能活得有尊
严。

今后，我要用我工作职务上的便利关系，为《人民
日报海外版》 在海外的传播，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
播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早
日实现而努力。最后，我向海外版即将迎来的 30 年
华诞表示由衷的祝贺！向海外版的全体工作人员致
以崇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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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李华 （Dong YongHua），上世纪 80

年代初旅居美国从事医务工作，90年代
初在美国从事金融、房地产、贸易、投
资等。2009 年起担任美国福建公所主席
至今。应邀列席全国政协、福建省政
协、福州市政协会议。

本文作者在北京航天城参观

杜老师：
某媒体中说：“邹文以一

千面分别印有一个美丽词汇的丝
绸，在国会山前‘打开’一把中国巨

扇”。请您解释“一个美丽词汇”的说法是否
妥当？谢谢！

上海读者 李萌萌

李萌萌读者：
“词汇”一词是个总称，用来指许多词语构成的集合

体。例如可以说“汉语的词汇”“英语的词汇”“小说《红楼
梦》的词汇”“鲁迅的词汇”等。但是不宜用“词汇”来指单

个儿词或者几个词。例如不宜说“这个汉语词汇”“这两个英语
词汇”“小说《红楼梦》的这个词汇”“鲁迅的这个词汇”等。

这如同我们可以说“这棵树”，而不宜说“这棵树木”。因
为“树木”跟“词汇”一样，都是一种“总称”，或者说都是
一种“集合名词”。

所以，“一个美丽的词汇”宜改为“一个美丽的词
语”。

“词语”可以用来指一个或几个词儿。例如：
（1） 课文中有个生僻词语，王老师已经给学生

讲解了。
（2） 这篇文章中的几个方言词语不易理

解，我给同学们着重解释一下。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拜读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 9月 15日刘
菲老师写的“起名字仅仅是开始”一文，深

有同感。作为一名海外中文教师，我每年
要接触几十甚至上百个华裔孩子，每个

华裔孩子都有一个父母为他 （她） 精
心而起的名字，这些名字各有各的

寓意和内涵。有的寄托了父辈的

期 待 和 祝 福 ， 比
如，家骏、浩博、永
煌、健睿；有的承载
着中华文化的博大和
精深，如文韬、哲贤、
天一、致远；有的名字

气吞山河，如博宇、浩
飞、宇宏、伟盛；有的名

字优美典雅，如咏诗、佩
君、嘉霓、欣仪；有的则只

求笔画简单易懂，读起来琅
琅上口，如小丫、大有、顺

顺、果儿。
然而，透过这些名字，我发

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那就是许
多家长在给孩子起名字时，往往喜

欢追求那几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字，
结果，除了容易与别人重名外，孩子

还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或者总写错笔
画。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在我教过的孩子

中，有两个字出现的频率最高，也是学生最
容易写错的字：“博”与“睿”。有一年的一

个班上，20 余个学生中竟然有 4 个学生名字里
有“博”字，偲博、博阳、博文，再加上单名的

博。今年的一个班上出现两个带“睿”字的名字。
其中一个学生完全不会写，另一个学生则写错笔画。

虽然这些学生都上五年级了，但他们真实的中文水平可
能也就相当于国内一二年级的水平，有的甚至还不如，

让他们写笔画这么繁多的名字实在是太
难为了。正如刘菲老师文中所说，名字
首要的是使用功能，用起来方便。如果
孩子本人写起来困难而导致写错或不爱
用，那这名字起得再好也失去了意义。

还有一种现象是把姓名往一些固定
词组或头衔、称谓上靠拢。这类名字的

代表首推“傅豪”和“王也”。这是我
从浙江电视台的“我不是明星”节目里看
到的。“傅豪”（富豪）叫起来，是不是容易
让人联想起那些脑满肠肥、穿金戴银的
土豪？据说给“王也”起名时，本来想用

“王子”二字，无奈被亲戚捷足先登，把
“王子”起走了，所以干脆叫“王也”。“王
也”，让人联想起“王爷”，比“王子”辈分
大，且同是王公贵族。

前不久看央视的“星光大道”节
目，有一个来自我们多伦多的华裔女孩
的名字也很有意思。该女孩姓“周天”

（取父母之姓“周”和“田”的谐音），名叫
“娇子”，合起来叫“周天娇子”。过去看到
多伦多本地报刊介绍她时，我们都以为
她是日本裔，直到看了“星光大道”才知
道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非复姓却有四
个字的姓名在中国人中极其少见，确实
独树一帜，别出心裁。只是叫起来并不那
么方便顺口，尤其作为女孩的名字，总觉
得霸气有余，典雅不足。

虽然给孩子起什么名字是每个父母
的权利和自由，但太过标新立异的名字
不仅给人不必要的联想，同时也造成不
方便。我还是认为海外华人给孩子起
名，除了注重文化内涵，也应该重视名
字叫起来要好听悦耳，写起来要笔画简
洁，看起来要易懂易记。

当年，北欧国家受美国控制较少，其外
交行动自主程度较大，所以瑞典、丹麦承认
新中国较早，建交谈判进展也比较顺利。

与瑞典建交

瑞典是西方世界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
之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950 年 1 月 14 日，
瑞典外交部长奥斯丁·安登致电周恩来外
长，通知中方“现决定法律上承认中央人民
政府为中国政府”，“准备”与新中国“在平
等及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以及国际法规
现存惯例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1 月 18 日
周恩来复电，提出“在贵国政府与中国国民
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之后”，愿意建交，

“并愿贵国政府派遣代表前来北京就此问题
进行谈判”。两天后，瑞典外长答复：“与前
中国政府之关系已于 1950 年 1 月 14 日断
绝”，“已任命现留上海之应凡·格鲁尔 （我
档案记录中译为伊凡·高罗士） 先生为临时
代办，并令其前来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外交
部建立外交关系”。1950年3月9日，双方在
我国外交部进行第一次谈判。3月17日高罗
士以书面形式答复如下：

“自 1950 年 1 月 14 日与国民党反动派断
绝外交关系后，前驻瑞京中国大使馆当即关
闭，前大使之外交官地位亦已丧失，该馆所
有动产与档案，均经前大使交由瑞京爱皮运
输公司保管，有双方签字清单一纸，业已送
交外交部。所有物件，将由爱皮公司发还，

在相当时期点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所委派之代表。”

中方对答复表示满意。1950 年 4 月 27
日，章汉夫副部长宣布，中方同意瑞典任命
阿马斯顿为首任驻新中国大使。5 月 6 日，
高罗士通知中方：“瑞典政府已同意中央人
民政府任命耿飚将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
典大使。”中瑞双方决定1950年5月9日就两
国互派大使一事同时发布新闻。这一天也就
成了中国与瑞典的建交日。

与丹麦建交

中国与丹麦建交谈判聚焦在联合国“驱
台”问题上。

1950 年 1 月 9 日，丹麦外长致电周恩来
总理兼外长：“丹麦政府兹已承认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政府为合法政府”，“并希望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本国
全权公使穆克先生现在上海，尚希予以会
见”。1月14日周恩来复电：“在丹麦政府与
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关系之后，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愿在平等互利及互
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交，并“准备
接受穆克先生为丹麦政府派来北京就有关贵
我两国建立外交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的代
表”。1950 年 1 月 16 日穆克向上海外事处口
头声明：丹麦政府已于当年 1 月 9 日与国民
党残余断绝外交关系。

穆克到达北京，先后与外交部副部长章

汉夫、欧非司司长宦乡等进行了 3 次谈判。
穆克表示：一、丹麦认为，新中国“对于前
国民党政府在丹麦获有产权之公产，享有处
分之权”；二、丹麦确认“与前国民党政府
断绝一切关系”，“但对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
问题，认为应经联合国所属各机构，首先由
安理会在国际性基础上予以解决。”

中方对穆克所述第一项表示满意，但对
第二项，即丹麦关于新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
题上所持立场，尚“未能完全满意”。中方

“希望丹麦政府继续以实际行动表示其已和
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断绝外交来往”，同时

“认为即可与丹麦政府开始关于中丹两国交
换使节的磋商。”1950 年 5 月 10 日，穆克致
函中国外交部称，5 月 8 日他已经被任命为
丹麦驻华公使，5 月 11 日哥本哈根将发布

“丹麦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已同意在北京及哥本哈根互设公使馆”。5月
11日就是中丹建交日。

显然，丹麦方面并未忽视中方“未能完
全满意”的问题。当年 10 月 17 日，丹麦外
长葛·来斯莫森在下议院表示：“我国政府的
意见是，只有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在联合
国代表中国。因此我国政府将在所有我国代
表之联合国各机构投票并采取行动以促成此
项决定。”至此，我国政府的关切得到“满
意”的回应。

1956年2月15日，中国、丹麦升格为大
使级外交关系。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海外华人给孩子起名

好听好写好记须兼顾
蔡远智（寄自加拿大）

“词汇”与“词语”
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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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瑞典、丹麦建交

名字中的生僻字难住电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