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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漫谈

在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筑梦圆梦
之旅中，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时代强音，《人
民日报海外版》 迎来了 30 华诞。记得 10 年前，
我代表中国侨联有幸参加海外版 20 周年座谈
会，当时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作为一名侨务工
作者，我见证了她的发展历程，也亲受她的指
导和帮助，更感受到她传播中国声音的力量。

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侨华人，有华侨华人
的地方就有我们的朋友，我们的朋友走到哪
里，哪里就有来自中国的声音伴随左右。面向
海外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 是广大侨胞知晓祖
（籍） 国的发展、了解祖 （籍） 国改革开放的
成果、了解世界变化的重要渠道之一。海外版
为巩固侨胞共同思想基础、建好共有精神家园
发挥了独特而积极的作用。在十几年的侨务工
作经历中，我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无论是
率领侨联艺术团赴海外慰侨演出，还是在国
内举办侨界国庆招待会，以及春节团拜会，
应邀参加的侨胞都对海外版的报道给予高度
的评价及赞扬。

在为侨服务这方面，侨联与海外版有着
共同的目标和使命。由此，我们北京侨联与
海外版建立了密切联系，工作中逐渐形成了
相互启发、相互融合、相互推动的态势。

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几千万海外侨胞，是
我国的重要战略资源，是国家建设发展的一
支重要力量。有华侨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
侨联开展工作的平台和阵地。我们与广大
海外侨胞相伴相行，同心同力。在共同的
事业中，海外版对北京市的侨务工作给予
了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对于重点工作、重

要活动的宣传报道非常及时充分。
从2002年开始，我多次率领北京市侨联艺术

团赴海外慰问演出，海外版年年都有重点介绍和
新闻追踪报道。

随着北京市成为新侨乡，如何拓宽为侨服务
的路子，一直是我们所关切的问题。2009年，在
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北京市成立了北方
地区第一家“华侨服务中心”。我在与海外版“华
侨华人”版负责人聂传清座谈中，说到希望他为
此写一篇专题报道，让海内外侨界了解北京市华
侨服务中心的工作，传清欣然答应。之后一篇

《胡同里的侨味》专题报道应运而生，文章既有侨
味儿又有京味儿，惊艳侨界，被多家媒体转载，
对华侨服务中心及侨联工作都起到了极好的宣传
作用。这篇报道不仅仅是一个单项活动的报道，
更是对北京市侨联工作的鼎力支持，也是对海内
外参与组织活动的侨团侨社、华侨华人和归侨侨
眷的一个褒奖和鼓励。

为向海外推广和宣传海外版这一重要主流媒
体，我和同事们在出访海外时，只要条件允许都
要拜访海外版的境外合作机构、重要侨团和侨
领，了解情况，沟通交流，促进合作。我本人就
曾拜访过印度尼西亚 《国际日报》 总部等多个海
外版联系的境外合作媒体和机构，也促成海外版
多个境外合作单位与国内涉侨部门的沟通合作联
络机制。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
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我坚信
海外版在机遇难得、地位突出、优势明显的大好
形势下，会更加彰显其特殊优势，进一步谱写出
新的精彩篇章。我也衷心地希望海外版能够讲出
更多的中国好故事，传播出更动听的中国好声
音，使海内外侨胞不仅成为中国故事的忠实倾听
者、重要支持者，而且成为中国故事的积极参与
者、热心讲述者，进而增近海外侨胞所在国政
府、媒体和民众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
希望海外版在讲述中国故事时，能把中国想说的
内容与侨胞所关注的内容有机结合起来，贴近国
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和语言习惯，使国外受众对中
国故事易于理解、乐于接受，同时要为海外侨胞
回馈当地社会、促进中外友好交往的典型事例点
赞。我深信，经过我们共同努力，中国故事一定

能够传得开、传得精彩，中国声音一定
能够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深入人心。

我是从高校走出来的一名教育工作
者，能够很快转变为一名侨务工作者，自
始至终都得到了海外版的诸多帮助。我从
海外版汲取了丰富的知识与营养，受益良
多，海外版始终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支
持我工作的重要伙伴。

回顾与 《人民日报海外版》 的不解之
缘，我深深感到我与海外版凝结着深厚的
亲情、友情，在相互支持中增进了为共同
的事业而努力的同志情。最后，我由衷地
希望 《人民日报海外版》 越办越好，在为
侨服务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这既是
一个老读者、老朋友的祝愿，也是广大侨务
工作者的心声，更是海内外侨胞的殷切期
望！

作者简历：

李昭玲，教授，十二届全国人大代
表，十二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现
任中国侨联副主席、致公党中央常委、北
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致公党北京市委
主委。曾任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副书记，北
京市侨联主席、党组书记。

图为李昭玲主席在北京市侨联品牌活
动——海外侨界高层次人才为国服务团活
动上致辞。

礼 节

双手合十是印度古礼，后为各
国佛教徒沿用。行礼时，两掌相合，
十指伸直，举至胸前，身子略前躬，
头微低。若一手持物，则可举右手
施礼，但不可举左手。对长辈举
手宜高，以示尊敬；对平辈宜
平，以示对等；对幼辈则低，以
示关怀。外国人初到印度，学双
手合十礼，有时会不断点头，这
不符合印度人的规矩。现今印
度，握手礼节也很流行，只是妇
女不习惯与异性握手。

另外，在印度，特别是在南
部，流行摇头“yes”，点头“no”，
表示“同意”或“肯定”时，先把头
稍微歪到左边，然后立刻恢复原
状。也就是说以摇头方式表示

“知道了”“好的”。而点头，则表
示否定，即“不同意”“不是”“不
行”。

习 俗

进入印度的庙宇或清真寺
要脱鞋子，进门时要跨过门
槛，而不能踩着门槛而过。

印度教视牛为神圣，爱
牛、敬牛，牛 可 随 意 漫
游 街 头，不许打牛，更禁
吃牛肉，也禁用牛皮制品，
如腰带、表带、鞋、衣服
等。印度人对动物有特殊感
情，如凶猛的眼镜蛇，被看
作“神的朋友”，因而对其
顶 礼 膜 拜 。 此 外 ， 对 猫 、
狗、龟、鼠等动物，也都
各有崇拜者。

印 度 人 不 喜 欢 玫 瑰
花，忌送人百合花。忌吹
口哨，若以此招呼人，则
被视为冒犯人格的严重失
礼行为。

餐 饮

印度的主食是大米和
面食。烹调爱加入辛辣
香料，如咖喱粉等。家
庭的基本食品是米饭、
家常饼。佐料和两三碟
小菜用来蘸面包吃，普
通的佐餐品是干青酸辣

菜和香菜叶。正餐宴请常以汤菜开
始，通常是稀薄咖喱，其余菜肴一
次送上，不依次上菜。正餐之后都
有配搭食品，通常是沙拉和酸奶。
甜食多为冰激凌、布丁以及水果
等。主人一般会殷勤地为客人布
菜，客人一般不能自行取菜。餐后
客人要向主人表示敬意，赞扬食品
好吃。印度素食者多，地位越高的
人越忌荤食。印度人忌食蘑菇、木
耳、笋类蔬菜，甚至鸡蛋也有人不
吃。印度人就餐使用盘子，不习惯
用刀叉和筷子，通常以手取食，因
而饭前很注意洗手。以手取食的规
矩是，用右手抓取，且只用拇指、
食指与中指。餐后通常给客人端一
碗热水放在桌上，供客人洗手。忌
用左手或双手递送食品和敬茶，认
为左手肮脏，除上洗手间外，均需
使用右手。印度人大多不喝酒、不
吸烟，但爱喝茶，红茶是他们的主
要饮料。在印度请客时，往往会请
在座者中最有钱的人或者最受欢迎
的人付账。到印度人家里做客，宜
给主人、孩子带些水果、糖果作为
礼品，但女主人往往不跟客人聊
天，也不同客人一起吃饭。头是身
体上最神圣的部分，不可触摸印度
小孩头部。

服 饰

虽然在社交场合西装革履流
行，但民族服装也很常见：男子上
身穿“吉尔达”，即宽松的圆领长
衫，下身则穿 “陀地”，即以白布
缠绕在下身、垂至脚面的围裤。在
正规的场合，则在“吉尔达”之
外，再加上一件外套。妇女服装则
是“纱丽”，即一大块丝制长巾，披
在内衣之外，好似一件长袍，从腰
部一直围到脚跟，使之形成筒裙
状，其末端下摆披搭在肩头，自成
活褶。纱丽色彩鲜艳，图案优美，
是印度社会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印
度妇女大多习惯在自己前额上点红
色 “吉祥痣”，过去是用来表示妇
女已婚，而今则主要用于表示吉祥
如意。此外，印度妇女喜爱佩戴项
链、胸饰、耳环、鼻圈、戒指、脚
镯等饰物，但寡妇不能带任何首
饰。出于宗教原因，男锡克教徒有
不理发、不剃须、夹发梳、带铁手
镯、佩带短剑的习惯。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在澳大利亚悉尼奥本市活跃着一个
ADS 华人服务社，被当地华人誉为“温馨
的家”。

凡是到奥本华人服务社办事的社区华
人，都会得到这里工作人员热情、真诚的接
待，尤其是为新移民提供与定居有关的多项
咨询和服务。比如，当新移民在住房、医
疗、教育、就业和福利等方面遇到问题时，
总会到ADS华人服务社来咨询，有的新移民
甚至连填写申请福利金、保健卡等小问题也
要来这里求助。服务社的工作人员事无巨
细，总是耐心解答，并帮助填写有关表格。

为了解答社区居民在法律、福利等方面的

问题，服务社专门
邀请法律、福利部
门有关专家、负责
人举办相关讲座；
为了提高人们的健
康意识，举办心血管、糖尿病、女性健康等讲座。每
次举办这些讲座时，服务社都发放有关资料，准备

茶水和糕点，热情为大家服务。有的新移民感慨地
说，来到这里好像在国内的一些献爱心的街道一
样，可谓“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服务社还积极开办各类培训活动。像开办初
级、中级、高级英文班，初级班在讲课中注重移
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学以致用。中、
高级班注重在谋职业、学技能和语法方面的课

程，以适应找工作的需要，一些新移民就是从这
里走上新的工作岗位的。

在这个“温馨的家”里，大家畅所欲言，充
满了欢声笑语。王丽老师负责中级班的教学，她
总是带给大家一种温馨的感觉。为了让同学们更
快地融入澳大利亚的英语环境，她让自己的爱
人，一位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师给大家上课；
张盈老师在王丽老师休产假时，一人承担了初
级班和中级班的教学，她讲课生动活泼，课堂
上气氛非常活跃。

除了英语班，服务社还开办了初级和中级
电脑班，讲课的王淑玲老师一人承担这两个班
的教学，每次上课她都提前到校，为大家调试
电脑，发放教材。王老师讲课认真，操作敏
捷，有问必答，每次授课几乎都超时。

在服务社里可以参与各种具有中国元素
的文化活动，像太极拳班、舞蹈班、合唱班、妈
妈活动小组等，这些活动都以中国传统和现在
国内流行的舞蹈、歌曲为主题，生动活泼。每逢
中国传统的中秋节和春节，服务社还组织华人
举办灯会、剪纸、包饺子、赏月等活动。通过这
些活动促进了华人和当地居民的相互了解，
同时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

杜老师：
时或见到有人把“词不达意”写成

“辞不达意”。请问这种写法是否妥当？
谢谢！

湖北读者 唐文雯

唐文雯读者：
“词不达意”一词最早出现的时

候，写成“文不逮意”，见于晋代陆机
《文赋·序》：“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
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后来，也写
成“辞不逮理”或“词不逮意”。到了
宋代以后，多写成“词不达意”。例如：

（1） 盖五百年而书功烈者，词不达
意，余尝叹息之。（宋代释惠洪 《石门
文字禅·二一·高安城隍庙记》）

（2） 大复任意纵笔，故作大言惊
人，而词不达意，致招掊击，原属自
取。（朱庭珍《筱园诗话》）

（3） 大凡译技艺的书，必要是这门
技艺出身的人去译，还要中西文字兼通
的才行；不然，必有个词不达意的毛
病。（《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第三十
回）

（4） 惟文笔则远不逮。词不达意，
粗具梗概而已。（鲁迅 《中国小说史
略》第十四篇）

现在的工具书，例如《现代汉语词
典》《当代汉语词典》《新华多功能字
典》 等，多采用“词不达意”的写法。
因此，“辞不达意”宜写成“词不达
意”。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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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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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奥本ADS

华人服务社
田 樱

当地华人参加社区文艺活动当地华人参加社区文艺活动

英语课堂

电脑班老师 （右） 在答疑

●海外纪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