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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98 年观看“泰坦尼克号”电影以来，
我一直对豪华超级邮轮心存向往。但当时囊中
羞涩，一直没能坐上一回。前段时间我和老伴
儿从湖北武汉去美国北卡看望儿子，在儿子儿
媳的陪同下，终于亲身体验了一番，实现了心
中多年的“乘邮轮、看世界”的梦想。

我们一行 4人从罗利机场登机直飞迈阿密，
登上了“嘉年华胜利号”邮轮，开始了赴加勒
比海的巴哈马的6日观光游。这艘邮轮算得上是
一艘集旅游、休闲、健身、娱乐、购物、美食
于一体的豪华巨轮，堪比五星级大酒店，可容
纳2758名乘客和1100名船员。

下午，邮轮缓缓驶离迈阿密市，走向加勒
比海。当我们来到邮轮的十二层甲板极目眺望
时，第一个感觉就是：真是美不胜收！远处是
迈阿密市区，近处有船头两侧和船尾激起的一
层层水花，翩翩起舞的海鸥跟着邮轮，自由地
飞翔在蓝天碧海之间，时而盘旋在天空、时而
从天而降冲击水面，不知疲倦。随后，我们来
到地中海露天泳池餐厅享用晚餐，烤肉、煎蛋
的香味迎面扑来。这里牛肉、培根、海鱼、海虾、
各式糕点、鲜果、饮料应有尽有，每个人都饱餐了
一顿。邮轮在大海中航行，非常平稳，好像奔驰
大型豪华轿车跑在高速公路上一样。

不知不觉已航行数小时，到达此次出海观
光的第一站——加勒比海，邮轮抛锚静静地停
泊在海面。第二天我们起了个早，为的是在海
上观日出。5时40分，东方海平面上金色的朝霞映天。5时50
分，一轮红日从碧蓝的海平面上冉冉升起，真美！下午登上
小型高尔夫球场，有模有样开杆击球进洞，过了一把瘾。晚
餐后，来到千人剧场观看文艺演出，热情奔放的舞蹈、绚丽
的舞台，演员与观众频繁互动，气氛热烈非常。

邮轮在第三天清晨到达巴哈马岛国的首都拿骚。拿骚市
区狭小，只有双车道，连交通红绿灯都矮小不起眼，但满街
都是各式名牌珠宝免费商店和外资银行，还有英国殖民时期
留下的全木制公寓和店铺及古城堡可以观赏。我们租车去了
天堂岛又长又亮的白色海滩，正好海风劲吹，海浪波涛汹
涌，时而冲上岸边、激起3—5米高的浪花，时而又迅速退潮
回归大海、风平浪静。海滩西边的尽头，便是赫赫有名的亚
特兰蒂斯大酒店，一座雄伟壮观的经典建筑。

接下来两天，我们就悠闲地参观海岛。首先是可可岛，
该岛三面有临海沙滩，遍地是椰子树，树荫下、沙滩上设有
上千张躺椅，免费使用。另有服务中心，可以租用潜水设
备，并有教练指导，玩累了饿了还提供糕点小吃。上千游客
在岛内观光、留影、潜水，离岛时沙滩上看不到一片垃圾，
大家都自觉保持文明旅游。隔天，我们去了大巴哈马岛，4人
租了一艘摩托艇，由一位黑人驾驶员开动，艇尾浪花飞溅，海鸥
追着浪花飞舞，真有点好潮的感觉！我和老伴儿已是古稀之
年，还能和子女一起享受海上快艇之乐，真是莫大的幸福！

5天过去，邮轮之旅也接近尾声。第六天，邮轮缓缓驶进
迈阿密海港。我们吃了早餐，下船、入海关。我对老伴儿
说：这次的邮轮之旅，真是愉快而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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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生活两 得 益
宋卫社

作者简历：
宋卫社，毕业于北京中医

药大学，曾就职于北大医院，任
主治医师。1998 年应邀赴英国
从事中医工作，并先后在伦敦
传统针灸学院、城市学院及东
伦敦大学任教。现为英国针灸
学会及英国中医药学会会员。

我与 《人民日报海外版》 结缘于 17 年前。
1998 年 7 月，我应邀赴英国从事中医临床工
作，初到异国他乡，人生地疏，备感寂寞。一
日，从朋友处偶然借得几张 《人民日报海外
版》，如获至宝。当时报纸上大幅刊载的是我国
南方几个省遭遇特大洪涝灾害的消息，解放军
战士们正在冒着生命危险抗洪救灾。我看了心
里沉甸甸的，为不能参与救灾而遗憾。思虑再
三，我联络了中国驻英大使馆，一方面咨询如
何给国内捐款，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想订阅 《人
民日报海外版》 的愿望。使馆的一位姓童的女
士热情地接待了我，在她的指点下，我联系到
肯特大学的学联，从 1999 年开始订阅海外版。
17年来，海外版不仅充实了我的精神生活，还
对我的日常工作给予了很大帮助。

工作上的良师益友

我在英国主要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同时也
参与了几所大学和学院的中医教学，海外版对
我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有帮助，让我受益匪浅。

在英国诊治患者，除了治疗、开药外，医
生还要花很多时间与患者聊天，因为交谈本身
也是一种疗法。每天来就诊的基本上都是英国
人，他们得知我来自中国，常常在治疗之余问
各种关于中国的问题。由于英国民众对当代中
国知之甚少，我便利用聊天的机会向他们介绍
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而海外版为我提供了翔
实可靠的资料和信息。

2008年汶川地震后不久，一对英国老夫妇
来我这里看病，老先生向我询问中国抗震救灾
的情况。正巧我手头有一份刚收到的海外版，
我打开报纸向他们展示抗震救灾的新闻、我国
领导人为逝者默哀的图片以及群众打出的“大

爱无疆，大难兴邦”的条幅，并将条幅上的意
思翻译给他们。老夫人听着听着，眼圈发红、
喉头哽噎，老先生竖起大拇指连声说着：了不
起的民族、了不起的民族。那一刻，尽管我内
心无比悲痛，却也真正感受到了作为炎黄子孙
的自豪和骄傲。老两口走的时候，向我索要报
纸，说要让家人也看一看。我被他们的诚意所
打动，只好忍痛割爱，把报纸送给了他们。事
过多年，当时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还有一件事发生在最近。不久前我接诊了
一位女患者，言谈中她提及对中国象牙交易的
担忧。我向她展示了今年 5月 30日海外版刊登
的 《中国再次销毁查没象牙》 一文，向她解释
了中国政府保护野生动物、严打象牙交易的力
度和决心。听着我的讲解，看着报纸上的相关
图片，该患者连连点头，并对自己的无知表示
歉意。

来到英国后，我曾先后在几所中医学院或
大学的针灸系教学。中医课的基础理论部分抽
象晦涩，老师讲起来很费劲，学生听起来也很
吃力，对于那些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的洋学生
来说，阴阳五行理论无异于天书。如何让当地
学生理解并记住这些理论呢？又是海外版帮了
我的大忙。我从海外版上摘抄了大量的文史知
识，以丰富我的讲课内容；从 《健康生活》 版
获取最新医学信息和动态，与学生共享；从

《学中文》版借鉴其他老师的教学方法，应用于
我的课堂教学。借助海外版提供的资料和信
息，我每次都把课讲得生动有趣，课堂上笑声
不断，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领略了神奇
的中医药理论及其背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
化。每个学期末学生们对任课教师进行打分考
评时，他们都对我讲的课很满意，给我打的分
也挺高，可谓师生皆大欢喜。

休闲生活的好伙伴

工作一天后回到家里，晚饭后最惬意的事

就是泡一杯清茶，坐下来细细品读海外版。《万
家灯火》 让我体味普通人的酸甜苦辣、世态炎
凉；《名流》让我学习各行各业成功人士的奋斗
经历，时常对他们付出的努力和艰辛而心怀敬
仰之情；《读书沙龙》让我分享爱书人与书的轶
闻趣事，从中领略“第一等好事只有读书”的
深刻含义；《读者桥》刊登的文章都很实用，每
期的“语文信箱”我都做成剪报。当然，还有
我最为钟爱的《文学乡土》，一篇篇饱含激情的
文字，常常触动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感人至
深的描写常常让我泪流满面。许多自然质朴的
文章常常勾起我的乡愁，意识到千山万水从未
阻断我对那片热土的挚爱，流失的岁月也从未
冲淡我对那片土地上父老亲朋的牵挂和思念。

有些好文章我看了一遍又一遍，屡看不
厌，后来决定做剪报，将文章永久保存。十多
年来，我已做了二十几本剪报，闲暇时翻出来
温故知新，真是莫大的享受。几年前我的岳
父、岳母来英国探亲，我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
剪报，他们非常喜欢，由此也喜欢上了海外版。

阅读海外版已成为我的日常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每年10月初快到征订下一年报纸
的时候，我都会密切关注大使馆网站的订报信
息，看到订单立即填好，连同支票一块儿寄到
使馆。周而复始，年年如此。

值此海外版创刊30周年之际，作为海外版
的一名老读者，我要向报社的各位编辑老师们
道一声辛苦，从心底里说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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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

在国家正式礼仪场合，瑞典男子穿大礼
服，女子则穿低胸露肩的长裙。晚间宴请穿
晚礼服，一般社交活动穿西装即可。在瑞典
大多数工作场所，不一定穿深色西装和打领
带，可穿休闲服装，但不能穿牛仔裤。男子
传统服装是短上衣和背心，紧身齐膝或长到
踝部的裤子，头戴高筒礼帽或平顶帽子。女
子则穿各种花色的长裙，有的腰间缀有荷
包。已婚女子多戴帽子，少女一般不戴帽
子。婚礼上，新郎、新娘的衣服绣有各种花
纹，即使素色女裙也会饰以五彩花边；新娘
还要戴上王冠模样的女帽。元旦清晨，每家
最年轻的女子穿上白色衣裙，系上红色腰
带，头顶点上蜡烛的冠冕，热情招待光临的
宾客，献上丰盛的食品和饮料。

餐饮

瑞典人口味清淡，少用调料，尽量保持
菜品原味；喜食生、冷食品，如肉片和鱼块
都是半熟的。面包和马铃薯是主食，鱼类产
品种类很多，菜肴基本以鱼为主，也爱吃
鸡、牛肉、猪肉、野味和新鲜蔬菜，喜喝浓
汤，猪肉豌豆汤被誉为国菜。出席家庭宴
会，客人应该给女主人献上鲜花 （单枝） 和
精美巧克力等小礼品。主要客人应该坐在主
人右手边。用餐时不可发出响声。席间，女
主人会向所有宾客敬酒，如果你是主客，应
起身向女主人正式回敬祝酒。女客必须先由
男性邀请举杯，才可以饮酒。一般情况下，

在主人、年长者或级别高的人向你敬酒后，
你才能向他们敬酒。这点与我们习惯不同。
宴客用酒度数一般较高，最好不向女士敬
酒。需要提示的是，第一次喝酒或饮料，当
你把杯子放回餐桌时，要和周围的人相互注
视一下。这是瑞典人一项特别礼节。离开餐
桌前要向主人表示感谢，翌日务必打电话或
写信，再次向主人表示感谢。瑞典政府颁有
禁酒法，只准在晚餐时供应少量的酒品。若
人们想在家里喝酒，需持“购酒特许证”到
指定地点购买，还要交纳数目不菲的税款。
酒后驾车会受到严厉惩罚。

交际

瑞典人喜欢交际，即使初次见面也可直
呼其名字，认为称姓加先生或女士，过于正
式。同时，不论口头或书面，均有称职务的
习惯，如公司经理，应该称Director xx，而
不是称先生。通行握手礼，相见时由主人先
伸手，告别由客人先伸手。如欲告别，客人
应在与主人握手后，再穿外衣，挥手离去。
吻礼时而可见，不过瑞典拉普人见面以互擦
鼻子为礼节，而北部的爱斯基摩人在熟人见
面时，喜用拳头捶对方的头和肩。初次交
往，需通过介绍相识，原则是把男子介绍给
女子，把年轻者介绍给年长者。与人交谈
时，相距 1.2 米左右为宜；交谈时习惯直视
对方，这是尊重对方的表示。忌讳谈论个人
隐私，如年纪、收入等。讨厌在公共场合过
分亲昵。下午 2 时至 5 时是他们休息时间，
习惯在晚 10 时以后至次日凌晨举办社交活
动。瑞典人时间观念强，一般不迟到，早到

者应在门外稍等。“谢谢”一词常挂嘴边。

习俗

瑞典冬季时间长，人们喜欢夏天，七八
月份多休假，最好不要打扰他们，商务活动最
佳时间是 2月—5月和 9月—11月。瑞典人爱
惜花草树木，保护飞鸟走兽。他们手上的戒指
分为两种，一是结婚戒指，戴在无名指上，
与西方共同习俗一样；二是象征职业的装饰
品，戴在食指上。职业不同，其戒指上图案
亦不相同，如橡树叶图案者为中学教师，而
图案为刺槐叶、斧头和十字架交错一起者为
木匠等。

守法

瑞典人遵守交通规则观念强，红灯亮
起，即使马路没有车辆行驶，也决不横穿马
路。注意环境清洁，决不乱扔废物。喜宁静
幽雅环境、秩序井然，大街小巷，汽车疾
驰，决无乱停车、乱鸣笛现象。由于实行半
禁酒，所以最好不把酒类作为礼物送人。

小费

乘出租车、公共电车等，如携带行李需另
缴行李费。出租车小费约占消费的 10%—
15%，行李每件 2 瑞典克朗，夜间应适当多付
一些。饭店服务小费 12%，已附加在账单内；
餐厅可以餐费尾数作为小费，留给侍者。理发
小费12%。衣帽间小费4克朗—5克朗。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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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保奉杜老师：
我是一名编辑，在加工稿件时，

经常碰到该用“的”还是该用“地”
的问题。例如应该写“多的是”还是
写“多得是”，写“真的来了”还是

“真地来了”，写“总的”还是“总
地”，写“多么的愉快”还是“多么地
愉快”，写“啪的一声”还是“啪地一
声”等。请您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云南读者 朱莉

朱莉读者：
一、“多的是”是数量很多的意

思，其中的“的”一般写“的”不写
“得”（参见 《现代汉语八百词》 1999
年版）。例如：

（1） 像他这样的技术能手在我们
车间多的是。

（2） 这 种 杏 儿 在 我 们 家 乡 多 的
是，而且更大、更甜。

（3） 保温杯在超市里多的是，有
大的，有小的。

跟“多的是”意思相同且口语中
常说的另一个词是“有的是”，也是表
示数量很多。例如：

（4） 虽然对你来说钱有的是，但
不能乱花。

（5） 过去我们村里的壮劳力有的
是，现在许多人出去打工，壮劳力不
多了。

（6） 这种石头山谷里有的是，如
果你盖房子要用，自己开车去拉吧。

二、“真的”跟“真地”两种写法
都能看到。一般来说，做状语的词语
后面应当写“地”。但是，由于人们长

期使用“真的”，这种写法便渐渐相对
固定起来。因此，不论“真的”在句
子中处于什么语法位置，人们一般都
写成“真的”，并不因为处于状语的位
置而写成“真地”。

三、“总的”的写法跟“真的”相
同。例如，现在人们一般写“总的
说”，较少写“总地说”，尽管这时

“总的”处于状语位置 。
四、“多么愉快”是状中结构，其

中的“多么”是副词，表程度高。按
理 说 ， 嵌 入 其 中 的 “de” 宜 写 成

“地”。但是写成“的”的似更常见。
如果是自己写文章，可写成“地”；如
果看到别人的文章里写成“的”，也不
宜视作差错。

五、由单音节拟声词构成的“×
的一声”中，要写作“的”，例如“轰
的一声”“哗的一声”“啪的一声”“嗖
的一声”“哇的一声”等。这一结构中
的“一”是数词 ，“声”是量词，“一
声”是数量结构，前面的拟声词是限
定“一声”种类的，后面要用“的”。

下面的情况应写作“地”：“嗖地
拔出宝剑”“咣地撞到一起”“嘭地碰
到电线杆上”等。这时，“嗖”等拟声
词直接充当状语，在其后写“地”比
较妥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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