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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漫谈

●海外纪闻
我在青年时期就养成了读书阅报的习惯。1985年，

我在路边的报刊橱窗里与《人民日报海外版》谋面，从
此开启了我与它长达30年的深厚情缘。

24年前，我自费赴美国留学，很快就通过中国驻美
大使馆获得了海外版的订阅信息，从那时起持续订阅了
25年，从未间断过。每次收到邮局送来的海外版，我都
觉得特别亲切，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有时读
到自己喜欢的文章和一些精彩的句子，便把报纸保留下
来，或者做成剪报保存，和朋友一起欣赏。

尽管现在新闻资讯发达了，多种媒体并存，但我还
是习惯看海外版等中文报纸。海外版内容丰富、观点鲜
明、注重实效，栏目设计很贴近读者的需求，有人气、
接地气。它如同我的信息文库和知识宝典，从许多方面
给我以启迪。我感到在海外这 25 年，始终有海外版陪
伴，是我的幸运。

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我读海外版的感受：

窗口

海外版是了解中国国情的窗口，也是了解世界各地
华侨华人动态的窗口。比如，在四川汶川和甘肃玉树发
生地震后，海外版及时刊登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报
道。来自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爱心人士和团体，有钱
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参加震区伤病人员的抢救以及灾
后的重建工作。海外华侨华人也积极响应，集资捐款、
抗震救灾。他们对素不相识、非亲非故的人表现出了无
疆的大爱，正所谓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纽带

海外版是一个重要的传播中华情、凝聚中国心的纽
带和桥梁。它适时报道了许多爱心人士对贫困的人慷慨
解囊，对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对危难中的人雪中送
炭。比如，他们帮助残疾人找出路，让他们能够自食其
力；他们帮助孤寡老人联系养老场所，使他们老有所
养、老有所依；他们兴教办学，资助偏远山区、少数民
族地区的贫困孩子上学等。这些都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
流，海外版传递了中国的正能量。

载体

海外版也是传播中华文化和国学精髓的载体。在
《读者桥》 版的“语文信箱”栏目，读者能从中学到许
多汉语词汇的不同读音和正确用法，非常实用；通过阅
读《健康生活》版，读者能从中增长不少对常见病、多
发病及一些疑难杂症的预治常识。希望《健康生活》版
为读者提供更多医药资讯，既方便了海外华侨华人，又
传播了中医中药，弘扬了祖国医学，可谓一箭双雕。

我是一个业余书法爱好者，上大学前，我经常喜欢
光顾、欣赏各种书法展览以及习读大家名帖。遗憾的
是，出国后为了打拼事业，融入美国社会，只好暂时搁
置了这一爱好，然而在内心深处，对书法艺术的钟爱却
始终无法割舍。随着我在国外工作、生活的稳定和经济
状况的改善，我又开始注重起生活品质。海外版的《艺
术部落》和《书画艺苑》版介绍的中国当代书法家以及
他们的书法作品，使我深受启发，获益良多，唤醒了我
对书法艺术的挚爱，又重新挥豪习帖。练习书法可以修
心养性、陶冶情操，使人身心愉悦，还有助于提高审美
情趣，培养高尚品德。鉴此，我今虽迫在暮齿，仍每日
醉心书法，乐此不疲。

阅读海外版，还让我增长了知识、丰富了生活、开
拓了视野。《旅游天地》 版可以说是一部旅游的百科全
书，它所刊载的文章总是围绕某一个主题，介绍名胜古
迹、山川风貌、地域特色、人文历史、宗教礼仪、民俗
民风等，挖掘各地的旅游特色，展现广博的文化内涵。
这些年，我曾先后担任国内几所高校的客座教授，经常
受邀回国讲学。在工作之余，我和家人经常根据海外版

《旅游天地》 版提供的资讯去祖国各地观光旅游，它已
成为我们回国旅游最好的指南。

我曾为海外版撰稿，呼吁国民注重环保。我时常感
叹，几千年的文明古国、幅员辽阔的大好河山是我们这
些海外华侨华人的强大支撑和后盾，我们要为民族的振
兴、实现中国梦贡献力量。

我注意到，随着中国经济腾飞、快速发展的同时，
生态环境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可喜的是，近十几年
来，上至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下至普通百姓，已经深
刻地认识到治理环境的重要性，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
生态环境改善已初见成效。然而，环境保护任重道远，
需要人人参与，要集全社会之力进行综合治理。

鉴于此，我曾就“向污染宣战，还碧水蓝天”为主
题撰文数篇，分别发表在 《世界日报》 等华文报刊上。
其中的一篇题为 《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发表在
海外版 2013年 12月 21日的 《读者桥》 版上。我在文中
建议媒体加强对环保的宣传报道，让环保意识植根于每
个人的心中，共同守护好人类自身生存的家园。

总之，在过去的30年里，我在海外版的伴随下一起
走过；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还将一如既往地与海外版同
行。 近日获悉海外版即将迎来它30岁的生日，我作为
它的忠实读者和作者，心里十分高兴。借此，谨向海外
版的全体工作人员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由衷地感谢你
们多年来所作的不懈努力和辛勤付出。最后，祝海外版
越办越红火，越办越有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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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历：

李清敌，出国前，为中山大学医学
院附属第一医院医生。1991 年赴美后，
先后获得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专
业的硕士学位和药理学专业的博士学
位，后受聘为西维州大学医学院及肿瘤
中心教授。现为美国联邦政府终生雇
员，在美国国立卫生科学院从事传染病
及癌症领域的研究。

斐济礼俗

2014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
斐济，该国以其极富民族传统的礼
节欢迎贵宾，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一是为习主席专机“洗尘”，即让专
机穿过一道由喷水车组成的喷水

“水门”；二是向习主席献鲸鱼牙、
雅格纳树、草席、食品，特别是请
习主席喝卡瓦汁，国际上很少见。

习主席按照当地习惯，先拍掌
一次，双手举起桌上的空碗，待献
礼人将卡瓦汁倾入碗中，向陪同的
姆拜尼马拉马总理说一句斐济土著
语：“布拉”（你好），然后慢慢把卡
瓦汁饮尽，把空碗放回桌上，再拍
掌三次致谢。

斐济人向酋长和长老献卡瓦汁
是自古以来的传统，当年庄严仪
式，现今已经演变成斐济国家欢迎
贵宾的隆重礼仪，被誉为斐济的国粹。

卡瓦是产于南太平洋群岛，如斐济、
瓦努阿图等地的一种卡瓦胡椒树，土著语
称其为“雅格纳”，取其根茎部，磨碎成
粉，用水调制成卡瓦汁。卡瓦汁在斐济被
视为国饮，只有贵宾才可享用。据说，喝
卡瓦汁后，舌尖会感到轻微麻木，有镇
静、放松的作用。

礼俗差异

不仅斐济，世界各国、各民族，在自
己漫长生存、发展道路上，由于地域环
境、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都会形
成一些有别于他国、他民族独特的礼节、
习俗、风尚、禁忌等，成为该国家、该民
族的符号或名片。一旦人们提起它，就会
自然而然地联想起这个国家或民族。例如
见面礼节，现在大多数国家，人们以点头
致意、握手、鞠躬等动作为礼，而新西兰

毛利人的见面礼，却是互碰鼻尖。至于欢
迎贵宾礼节，俄罗斯等斯拉夫国是向贵宾
献面包和盐；南亚国家，一般是将花环套
在贵宾脖子上。这些礼节，别处看不到，
很有特色，于是就变成了这些国家的名
片。

至于习俗禁忌更是五花八门。如在英
国，人们都很注重保护隐私权，不问他人
是非，忌讳男性拥抱，忌在餐桌上或酒吧
里谈论工作；在美国，人们注意女士优
先，但在公交车上，不会为老年人让座；
在法国，准时赴约是有礼貌的表现，但迟
到则是习以为常的事；在俄罗斯，只对熟
人才称“你”，而对生人必须称呼“您”；
在德国，人们见面打招呼时不直呼名字，
一定要称呼头衔，接电话应首先告诉对方
自己的姓名；在印度或中东，吃饭和接拿
东西，只能用右手，因为那里的人们一般
是用左手洗澡、上厕所，认为左手是不洁
净的。

宗教礼俗

由于宗教信仰的影响，不同国
家、民族，虽然距离遥远，也会拥
有相似或相同的礼节、习俗，如在
胸前划十字，是世界各国天主教徒
普遍实行的礼节。不过，天主教徒
划十字礼的具体做法，世界各地也
不完全相同，在欧美一些国家，人
们一般是用整个手掌在胸前自左至
右、自上而下划十字，其顺序为 ：
额头、胸前、左肩、右肩；而东正
教徒，却是用 3 个手指 （拇指、食
指和中指），在胸前自右至左划十
字，其顺序为：额头、胸前、右
肩、左肩。大多数新教教派的信徒
们，则没有划十字的习惯。

至于穆斯林的抚胸礼节，其行
礼方式是：右手置于左胸，最好同
时俯身鞠躬。如果对方也是穆斯

林，在行抚胸礼的同时，要说一声“萨玛
里空”（穆斯林的问候语）。行此礼时不忌
辈份、性别及身份地位。

佛教徒通行合十礼节：头微低，双手
合十于胸前。如果行礼对象尊贵，举手会
高一些。

入乡随俗

一个朋友的女儿与澳大利亚男孩结
婚，女婿按照中国习俗，称呼岳父母为爸
妈，让人欣喜。“地球村”的居民们联系
日益密切，入乡问忌，入乡随俗，注意尊
重当地人风俗、禁忌，按照当地人民习惯
行事，是文明的表现。到世界各地旅游、
居住，事先要做好功课，做好入乡随俗的
准备。当然，作为主人，对外来者由于不
了解情况，并非故意违反了当地禁忌，也
应该宽容，不应怪罪不知者。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在美国麻州的Littleton （翻译成中文是“小
屯子”的意思） 小镇，离泰勒街和国王街交汇
的路口不远，有一处很小的房子，是一座小小
的邮局。里面通常只有一个半时的职员在服务
窗口的后面工作，我曾见到他和另一名半时的
职工轮换着值班。一来二去时间长了，我便熟
悉了这两位员工的名字——吉姆和老吴，一位
白人和一位华裔。

邮局的建筑是一幢白色的木结构房子，外
表看起来很像一栋平凡的独立式住宅。邮局的
对面是废弃的Littleton老火车站，不远处，火车
道的红色警示灯定时地闪亮着，因为每天有往
返波士顿的通勤火车从这里经过。

让我称奇的是，在这座外表平淡无奇的邮
局里，有许许多多老式的铜质邮箱，排列得整
整齐齐，占据了邮局前部自助服务区域的大部
分空间。要不是我在这个邮局里租赁了一个小
小的信箱，才不会留意到邮箱上有US字样和老
鹰的雕刻图案。有一次因为忘记了密码，我给
邮局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带点亚裔口音的老
吴，他很热情，让我第二天上午去找管这事的
吉姆。

见到胖胖的吉姆，我好奇地问起邮箱的来
历。吉姆告诉我这些邮箱是邮局于 1964年购置
的。哇，有 50 多年的历史了！科技发达的美
国，在今天居然还使用着这样的邮箱，老旧而
古朴的样式，让我不禁心动，赶快拿出手机拍
了两张照片，想着如果画一幅水彩画或素描，
一定很耐看。它的刻度不是十进制，而是四进
制，如果邮递员不跟你说，即使知道密码，也
不知道怎么拨出来！

吉姆给我的印象总是不苟言笑、一本正经
的，和他在一起，就是公事公办。和老吴聊天
则不然，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乡情和亲切感，是
那么真实，有时甚至让我有种莫名的感动。我
每次到邮局，总是暗暗希望值班的是老吴。老
吴呢，也喜欢和我聊天，打发他坐班的寂寞时
光。

吴先生来自台湾，他原来是搞法律的，到
了美国为了生计，在邮局里找了一份差事，一
干就是 30 多年。他说现在邮局越来越不景气
了，受到来自信息时代的巨大冲击。1978 年他
刚来工作时，美国邮政有大约9万名职工，现在
只剩下4.5万名。现在一切都机械化了，基本不
怎么需要邮递员分检信件了。“你知道现在美国
邮政的头号杀手是什么？”他自问自答地说：

“是电子账单！”原来银行和信用卡公司每月都
给客户寄送账单，现在很多金融企业搞绿色环
保 （Go Green），改成网银和电子账单，邮局的
业务因此大受影响，以至于亏损。这个小镇的
邮局还能维持多久呢，没有人能知道。

2014 年 11 月，Littleton 这个民风朴实的、
人口总数约为 9000 的小镇迎来了 300 周年华
诞。Littleton 的历史多姿多彩，从这座小小的
乡间邮局里，可见一斑。老式的邮箱，居然有
着 50多个春秋的年轮。这些古旧却异常精致的
邮箱不禁引起我的遐想：这些邮箱一定承载过
数不清的信件，半个多世纪的沉浮，足以让风
华少年变成耄耋老者；有多少风花雪月的故
事，散落在那些早已化为尘烟的过往信件中。
凝眉之间，耳畔仿佛响起打字机的有节奏的敲
击声，试想：谁是我现在租赁的邮箱之前的用
户，谁又是这位用户之前的用户呢？多少个猜
不透的谜团隐匿在这邮箱的年轮里， 化作一种
沧桑的感觉涌上心头。

邮箱的年轮
鸿 冰 文/图

邮箱的年轮
鸿 冰 文/图

杜老师：
我看到一篇文章中用“包涵”和

“涵容”来表示“包含”的意思。请您解
释一下这种用法是否妥当。谢谢！

天津读者 魏秉正

魏秉正读者：
“包涵”是客套话，表示请人原谅。

例如：
（1） 我唱得不好，还请大家多多包

涵。
（2） 我们招待不周，各位多包涵。
（3） 没准备什么好吃的，简单做了

几样菜，您两位多包涵。
“包涵”没有“包含”的意思。因

此，不宜用“包涵”来表“包含”义。
例如：“其中包涵了几个意思”，其中

“包涵”的用法是不妥当的。
还 有 人 用 “ 涵 容 ” 来 表 “ 包 含 ”

义，也是不妥的。“涵容”也是客套话，
表示“包涵，宽容”的意思。例如：

（4） 不周之处，尚祈涵容。
（5） 不妥之处，宜予涵容。
从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出，“涵容”具

有明显的书面语色彩，因此一般用于书
面语色彩明显的语句中。“涵容”也没有

“包含”义，不宜用“涵容”来表示“包
含”的意思。例如：“此语涵容甚深”，
其中“涵容”的用法是不妥当的。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外 国 礼 俗 面 面 观
——从习主席访问斐济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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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习主席访问斐济说起

马保奉

“包涵”“涵容”
没有

“包含”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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