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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的礼俗与
中国相近，但也有很

多不同。

尊老敬长

早、晚向父母问安，吃饭时应先为
老人或长辈盛饭上菜，老人开始就餐后，

其他人才可动筷子。父母外出回来，子女要
迎接。乘车时，要让位给老年人。晚辈、下级走

路时遇到长辈或上级，应鞠躬、问候，站在一旁，
让其先行。长者进屋时都要起立，和长者谈话要摘

去墨镜，与长者同坐时要端正坐姿。

见面礼节

男人之间见面礼节是互相鞠躬并握手，和官员打交
道一般是握手或是轻轻点一下头。女人一般不与人握手，
代之以鞠躬或者点头致意，儿童向成年人行礼，大体也是如
此。韩国人非常讲究预先约定，遵守时间，重视名片的使
用。进入他们的住宅或韩国式饭店时，要换上拖鞋。韩国饭
馆内通常有两种设施：使用桌椅和脱鞋上炕。

称呼头衔

韩国“金”“李”“朴”三大姓，约占全国居民半数，若只称
姓，容易混淆，因而称呼头衔，是区分他们的一个好办法。人们
在相互介绍时，一般会说出名字，也有些人习惯于最后通报姓氏。

服饰习惯

交际应酬时，通常穿西式服装，穿着打扮讲究朴素、整洁、庄重、保
守。逢年过节，韩国人会穿民族传统服装。韩国人衣饰喜爱白色。

饮食礼节

放在地炕上的餐桌是矮腿小桌，用餐时，宾主均应席地盘腿而坐，
不能把双腿伸直或叉开，切勿用手摸脚。为了环保，韩国餐馆只向就餐
者提供铁筷子。就餐顺序：左手置于桌下，右手先拿起匙，从水泡菜中
盛一口汤喝下，再用匙取一口米饭吃下，然后再喝一口汤、再吃一口
饭，接着便可以随意吃任何东西了。通常吃烤、蒸、煎、炸、炒的菜
类，而辣泡菜和汤必不可少。在酒席上按身份、地位和辈份高低依次斟

酒，位高者先举杯，其他人依次跟随。敬酒人右手提酒瓶，左手托瓶底，
上前鞠躬、致词，为上级、前辈斟酒，一连敬 3杯。敬酒人只是敬酒，不
能与长辈同饮。特殊情况下，身份不同者一起饮酒碰杯时，身份低者酒杯
举得低些，用其杯沿碰对方的杯身，不能平碰，否则是失礼。晚辈和下
级，应侧身或背过脸去，再双手举杯而饮。酒席上不自饮自斟，通常由妇
女给男人斟酒。酒席上未征得同意前，不能在上级、长辈面前抽烟。就餐
时不可有声响，避免匙、筷与碗碰撞出声，不可边吃边谈，过多说话是失
礼行为。中国人、日本人有端起饭碗吃饭的习惯，但韩国人认为嘴不可
直接接触饭碗，认为那是不雅行为。由于不端碗，左手常常藏在桌子下
面。忌汤匙和筷子同时抓在手里，同时使用。喝汤时用汤匙，即使汤里
有很多的菜，也不能用筷子去捞，筷子只用来夹菜。

礼品馈赠

韩国男性多喜欢名酒、名牌纺织品、领带、打火机、电动剃须刀等。女
性喜欢化妆品、提包、手套、围巾类物品和厨房里用的调料。孩子则喜欢
食品。如应邀作客，要准备一束鲜花或小礼物送给主人，并以双手奉上，
主人也会用双手接礼物，但不在客人面前打开礼品。

国家尊严

韩国民族自尊心强，强调 “身土不二”，反对崇洋媚外，倡导
国货。政府规定，公民对国旗、国歌、国花必须敬重，晴天傍晚举
行降国旗仪式，人们会自觉肃立齐唱国歌。影剧院放映演出前演
唱国歌，观众须起立。这些场所，外国人如表现怠慢，会被认为
是对韩国不敬。韩国的国花为无穷花，国树为松树，国鸟为喜
鹊，国兽为老虎。

言语忌讳

数字“4”因发音与“死”相同，认为是不吉利的，
所以楼房没有4号楼，旅馆不称第4层，宴会里没有第4
桌，医院里绝不设4号病房，军队没有第4师团，吃东
西不吃4盘4碗，喝酒绝不肯喝4杯。在喜庆的场合
和节日期间，说话也避免说出“4”字以及发音相同
的“师”、“私”、“事”等字。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我
在 美 国 和

《人 民 日 报 海 外
版》相识、相伴，至今

已经有 20 多年了。在异国
他乡看来自家乡的报纸别有

一番滋味，我们家一直坚持订
阅，有时为了早一天看到海外版，

我也会在电脑上看，图个先睹为快。
我很感谢海外版多年的陪伴。每

当我想了解天下大事的时候，它能在第
一时间提供时事报道，有时还刊发独家

的分析文章；每当我怀念祖国的时候，它
能及时告诉我祖国在日新月异发展中的
好消息；每当我思念祖国亲人的时候，是
它讲述了许多“最美的老师”“最美的司
机”“最美的医生”等动人的先进事迹，这
些正能量的报道很是鼓舞人心。海外版
还很重视为读者服务，如《读者桥》版刊
登的内容，能让我学到各式各样的知
识、掌握各种对海外中国公民来说非

常实用的信息。
多年来，海外版一直支持和激

励着我为传播祖国灿烂文化而
努力着。我有一个“小小中文

班”，培育着一批又一批学
习中文的孩子们。我常

鼓励学生写点小
作 文 ，是 海

外版

《学
中文》版给
这些孩子提供发
表文章的平台，《学中
文》版曾先后发表过我和
我的学生们上百篇的短文。
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过去的
岁月，回忆起文章见报时的快乐，
那激动人心的场面至今还历历在
目：国内亲人忙着买报纸传阅着，家长
高兴着，学生激动着，这对在国外传播
中华文化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还在
教4名小朋友学习中文，常常鼓励他们学
习造句和写短文，因此他们也有小小作文
见报。如2013年11月18日鹿星煜写的《紫
色小手机》、2013 年 12 月 2 日于嘉诚写的

《妈妈聪明又能干》以及 2014年 1月 13日
于嘉诚写的《我爱冬天》等。陆续有小作
文见报，就能不断地鼓励孩子们把中文
学好的劲头和决心，也坚定了家长支持
孩子把中文学好的信心。

20 多年的海外生活，海外版给
了我很多智慧和启迪，也给了我很
多的生活乐趣，成了我的良师益
友。我对它已经离不开了，在我
有生之年都要看下去，不
仅要做它的忠实读者，
还要继续做中国
文化的传播
者。

杜老师：
我在 《现代汉语词典》 上看到，“师父”跟“师

傅”都可以用作对“传授技艺的人”的尊称。请问这
两个词语在表示这种“尊称”时，用法是否相同？谢
谢。

北京读者 李维龙

李维龙读者：
“师傅”跟“师父”这两种称呼在语音上是相同

的，普通话中都说成shīfu，后一音节必须轻读。
在日常生活中，“师傅”是个很常见的词语。人们

常用它来表示对有某种技艺的人的尊称。例如：
（1） 张师傅，您做的鲤鱼太好吃了，赶明儿我得

跟您学学。
（2） 今天开车的是李师傅，你请他在你下车的路

口停一下。
（3） 这个问题，我请教了一位木匠师傅，才知道

其中的奥秘。
徒弟对给自己“传授技艺”的人，可以称“师

傅”，也可以称“师父”。例如：
（4） 师傅，您先歇会儿，我来干吧。
（5） 我师傅让我给您送来一个工具袋、一本书和

一封信。
（6） 师父，您坐这儿，我给您沏杯茶。

（7） 我师父教我可耐心了，有时一个动作教好几
遍，他都不烦。

也就是说，有师徒关系时，可称“师傅”，也可称
“师父”。但不存在师徒关系时，人们对“有技艺的
人”一般只称“师傅”，不称“师父”，例如 （1） 至

（3）。
有师徒关系时称“师父”是一种比较亲近的称呼。
如果一位“有技艺的人”对自己的徒弟说“你现

在技术提高很快，已经超过师傅了”，其中的“师傅”
是指说话人自己，用“师傅”比较合适。如果一位

“有技艺的人” 对别人说“我徒弟干活儿时一遇到难
题，首先想到的就是我这个师傅”，这时用“师傅”也
比较合适。

另外，当我们尊称和尚、尼姑、道士时，宜用
“师父”，不宜用“师傅”。例如：

（8） 请问师父，宝刹的主持今天在吗？
（9） 师父，明天早上可以来上香吗？
总起来说，没有师徒关

系时，宜用“师傅”称呼；
有师徒关系时，“师傅”“师
父”都可以用；对和尚等，
则只宜用“师父”。

《语 言 文 字 报》 原 主 编
杜永道

根据 《跨国收养方面保护儿童及合作公约》
“序言”提出，跨国收养可以为在其原住国不能找
到适当家庭的儿童提供永久家庭的便利。随着社
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发展与变化，当今人们的跨国
收养行为具有双重好处：既能使特殊情况的孩子
享受到家庭的温暖；又能满足没有子女的家庭享
受天伦之乐的愿望。

当前，有的国家 （如菲律宾、日本等） 法律
规定：若居住在本国的外国人要求在当地同本国
儿童建立收养关系，该外国收养人应当出示“有
关收养行为符合其国籍国法律”的证明。也就是
说，海外中国公民如欲在居住国收养该国儿童，
当地主管机关一般要求当事人向中国领事申请办
理“有关收养行为符合中国法律”的证明。

那么，中国国内法律规章对跨国收养行为有
何规定？海外中国公民收养外国籍儿童可获中国
领事哪些协助呢？

迄今，中国同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西班牙、瑞
典、挪威、冰岛、丹麦、爱尔兰、比利时、芬兰、荷兰、新
西兰、新加坡、澳大利亚、意大利等17个国家，以签订双边
协议的方式建立了跨国收养协助关系。据此，并依自1992年
4月 1日起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 《收
养法》），上述 17 个国家的公民可到中国内地收养中国籍儿
童。

然而，《收养法》仅规定“中国公民或外国人在中国内地
收养中国籍儿童”的内容，而无“中国公民在国外收养外籍
儿童”的条款。即使如此，为满足中外当事人建立跨国收养
关系的需要，中国驻外使领馆领事 （以下简称中国领事） 还
是可以依法为海外中国公民在居住国收养外国籍儿童提供一
些协助。

领事证明，是指中国领事为便利海外中国公民在居住国
办理相关手续，应当事人的申请，就某一特定事项涉及的中
国现行法规、政策、制度而出具的一种书面介绍或说明。尽
管 《收养法》 中尚无“中国公民在国外收养外国籍儿童”的
具体规定，但中国国内法律规章中已有相关的原则性规定。
因此，中国领事在实践中有为当事人出具“收养领事证明”
的做法。

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 8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第 143条规定：“中国公
民定居国外的，他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适用定居国法律。”由
此，中国领事可应本国公民的申请，为其欲在居住国收养外
国籍儿童出具“收养领事证明”。

自2011年4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
系法律适用法》第28条规定：“收养的条件和手续，适用收养
人和被收养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收养的效力，适用收养时收
养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收养关系的解除，适用收养时被收养

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法院地法律。”据此，中国领事可应本国公民的申
请，为其欲在居住国收养外国籍儿童出具的“收养领事证明”，其格式如
下：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收养中国籍儿
童应同时具备无子女、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
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以及年满30周岁等条件。中国公民在境外收养外国
籍儿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收养的条件
和手续，适用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收养的效力，适用收养
时收养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收养关系的解除，适用收养时被收养人经常居
所地法律或者法院地法律。’中方对中国公民×××按××国法律收养××
国籍儿童不持异议。如将来被收养的××国籍儿童申请赴华，中国驻外使
领馆将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为其办理相应的入境手续。”

综上所述，中国领事依法为海外中国公民出具“收养领事证明”，可
弥补中国现行收养法规的某些空白，为中国公民在国外收养外籍儿童提供
了切实可行的协助。同时，海外中国公民与外籍儿童的跨国收养关系一旦
在居住国依法成立，中国领事可应中国收养人的申请，为其收养的外籍儿
童办理入境中国签证，或为该收养人需要送至中国内地使用且经居住国主
管机关公证认证的收养关系证明等相关材料办理领事认证手续。

中国尚无本国公民收养外国籍
儿童的法律规定

中国领事为海外中国公民出具
“收养领事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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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跟“师傅”用法的不同

●领事服务●领事服务

海外中国公民收养外籍儿童

可获哪些领事协助
任正红

海外中国公民收养外籍儿童

可获哪些领事协助
任正红

●中国国内法律规章对跨国收养行为有何规定？

●海外中国公民如何出具收养外国籍儿童法律证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