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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桥

●礼仪漫谈

让 梦 想 照进现实
黎 焱

让 梦 想 照进现实
黎 焱

服饰

在社交活动中，瑞士人通常
穿西服套装或套裙。地位高的男
士常穿三件套西装。在日常生活
中，瑞士人的穿着朴素、随意，
女子注重自然美，不太讲究粉黛
化妆。只在出席宴会、音乐会等
隆重礼仪场合，人们才穿礼服。
瑞士人衣着色彩、款式不追求时
髦，但讲究剪裁合体，优雅大
方。瑞士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
统服装，平时并不多见，常在节
日或庆典活动中展示出来。最为
常见的传统服装是：男子上身穿
大袖衬衫、短夹克，下穿长裤。
妇女则是上身着丝质上衣、天鹅
绒背心，下身穿大摆长裙。

餐饮

瑞士人口味清淡稍带甜。喜
吃土豆，花样繁多，更爱将葱头
制作成各种美味佳肴，甚至用葱
头制作各种艺术品。就餐时忌谈
减肥、节食等，这会让人扫兴。
用餐时坐姿端正，忌餐具碰撞发
出响声，喝汤和饮料不出声。说
话时，不可挥动刀叉。瑞士人宴
会菜单简约，除冷盘和甜食外，

往往仅一汤、一主菜。饮酒比较
讲究，有开胃酒、佐餐酒、餐后
酒。

瑞士人若在家里招待客人，
常爱端上干奶酪、鸡蛋糊和白
酒，客人带来的酒是首选。爱吃
类似中国的涮锅，不过锅里放的
不是水，而是橄榄油，待橄榄油
烧开后，将小块生牛肉投入锅中
炸一炸，马上取出，放入盘中，
伴以调料食用。做米饭也与我们
不同。他们在大米中加水、牛奶、
蛋黄、糖和盐，搅拌均匀，用文火
煮至水干，再将蛋清倒在上面，
待米饭焖至表面呈现黄皮后食
用。

交际

瑞士人举止端庄、文雅大
方，与人谈话轻声细语、温文尔
雅。“谢谢”“请”等礼貌用语使
用频繁。与人相见都会问好，一
般握手为礼，而点头礼、脱帽礼
也常见，熟人之间行拥抱礼。会
见宾客，身着西服，备名片，与
对方握手，须注视对方眼睛。女
士见面常互吻面颊。开车、步行
注重礼让，若不小心触碰到别
人，会微笑并诚恳地说一声：

“对不起，我妨碍了你。”道歉是
瑞士人的良好风尚，若对别人的
抱歉没有回应，会被认为失礼、

缺乏教养。在公共场合讲究“女
士优先”。瑞士人性格爽快，注
重感情，守时守约。

馈赠

一瓶酒、一束花或者一盒巧
克力，是到朋友家做客最常见的
礼物。瑞士人献花有讲究，特别
珍视国花火绒草，以它象征至高
无上的荣誉，常献给外宾。红玫
瑰花可送给女士，以1支或20支
为宜。3支红玫瑰只用来送给情
人，不可随意送人。瑞士法语区
有个传统，在 5 月 1 日，人们互
赠铃兰花以示祝福。瑞士人送礼
注重情谊，贵重礼物常常亲手制
作，如祝贺挚友生日，送礼人便
会去工艺作坊，亲自制作礼品陶
罐、陶盘等。从山区度假回来，
带给好友的礼物可能是一罐当地
产的蜂蜜，或者是一张风景画、
明信片。

习俗

瑞士人爱清洁，居室住所干
净整齐，并注意保持公共场所的
卫生，无人乱弃废物。垃圾分类
规定具体，人人自觉。喜红、
黄、蓝、橙、绿、紫色，以及红

白相间、浓淡相间的二重色。对
数字“11”倍加偏爱与崇拜 （据
说同古索洛图成为瑞士联邦第
11 个州有关）。不爱炫耀财富，
不谈钱财，耻于透露自己的困
窘，但不忌讳谈及房产。聊天
中，喜欢议论体育、旅游、政治
及关于瑞士风光的话题。进商店
应问候店主，而砍价是不文明行
为。

瑞士各地区在语言、文化、
宗教信仰等方面有差异，存在地
区观念和认知隔阂。无论褒贬，
外国人应避谈他们之间的内部事
务，不可在某一地区人面前议论
另一地区的是非。

禁忌

因 宗 教 信 仰 影 响 ， 忌 讳
“13”和“星期五”，认为那是令
人厌恶和恐惧的数字和日期，会
给人们带来不幸或灾祸。忌讳猫
头鹰，认为它是祸鸟，是阴谋和
险恶的象征。在公众视野范围
内，如临街住户阳台上晾晒衣
被，不仅有碍观瞻，而且属不雅
行为。若觉得瑞士小孩可爱，不
可上前亲、抱或摸小孩的头，这
会令孩子母亲不快，认为有传染
疾病之虞。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
赞）

外国礼俗面面观
——瑞士

马保奉

杜老师：
某媒体说：“艺术公司的老王专门为假期里的孩子开办

了根雕艺术培训班，免费向同学们传承根雕艺术。”请问这
句话中的“传承”是否使用不当？谢谢！

青海读者 麻鸿原

麻鸿原读者：
“传承”是“传授和继承”的意思。“传承”中的语素

“传”表示“传授”，语素“承”表示“继承”。这个词的意
思是由两个语素的意思相加而构成的。例如：

（1） 木雕艺术经历代传承，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
（2） 语言在民族文化的传承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
（3） 近日举办了两岸客家文化传承与赣台经贸合作展

望高峰论坛等活动。
（4） 他为中国大陆工笔花鸟画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作出

了贡献。
（5） 应当创新艺术传承形式、传播手段及表现手法，

增强文化艺术产品的表现力、感染力与时代感。
（6） 在学校里教孩子学习书法，有传承汉字文化的意

义。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传承”一般用来指某种文化

或技艺等的“传授和继承”。“传承”不是单独表示“传
授”的，也不是单独表示“继承”的，而是同时表示“传
授和继承”。

因 此 ， 不 宜 用 “ 传
承”来表示“传授”的意
思。您提到的“免费向同
学们传承根雕艺术”宜改
为“免费向同学们传授根
雕艺术”。

《语言文字报》 原主
编 杜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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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誉领事 （简称名领），是相对于职业
领事而言的。通常是派遣国政府从接受国
当地居民 （可以是派遣国国民，也可以是
接受国国民或已取得接受国居留权的第三
国国民） 中选任的执行领事职务的兼职官
员，主要负责领事保护以及促进两国交流
等工作，少数名领被授权办理签证等证
件。名领可以在领事职务以外从事自己的
职业，通常须有良好的声誉和社会地位，
受过良好教育，有相当的经济实力，有能
力承担名领职务并同地方政府保持良好关
系。

根据《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名誉领
事官员制度由各国任意选用，各国可自由
决定是否委派或接受名誉领事官员。

各国接受和委派名领情况大致可分为
四类：

一是既接受也委派。这一类的国家最
多，主要在欧洲和拉美地区，其中实施历
史较悠久、规模较大的国家有英国、荷
兰、意大利、加拿大、巴西、智利等；

二是委派但不接受。上世纪 80 年代

末、90 年代初，西班牙、印度、苏丹、尼
泊尔等 60多个国家曾采用委派但不接受的
做法，但之后已基本转为既接受也委派；

三是接受但不委派。中、美、俄等国
采取此种做法，美国最为典型，是世界上
接受名领最多的国家；

四是既不接受也不委派。少数国家采
取此种做法。

各国名领的任期分为固定和不固定两
种。实行固定任期制的国家，名领任期从
一年到数年不等；无固定任期制的国家，
有的规定了名领的最高任职年龄，有的则
为终身制。

随着改革开放的扩大，我国对名领制
度的了解逐渐加深，也有了一些实践。
1999 年，我国与瓦努阿图签订瓦在京设立
名誉领事馆协议，这是我国与外国就在中
国内地委派名领达成的首项协议，该馆也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内地设立的首家外国名
誉领事馆。2005 年，瓦在华设立使馆，名
誉领馆即撤销。

目前，经中国政府同意，尼泊尔、马

尔代夫、巴布亚新几内亚在上海设有名誉
领事馆，摩纳哥在北京、上海各设有名誉
领事馆。外国名誉领事馆的设立，为促进
有关国家与中国的人员交往与合作发挥了
积极作用。例如，尼泊尔驻上海名誉领事
馆得到了其国内签证授权，为中国公民前
往尼泊尔旅游提供了便利。

香港、澳门实行名领制度较早。早在
1857 年，荷兰就在港设立名誉领事馆。回
归后，中央政府同意两地保留名领制度，
并与有关国家政府达成协议。目前，外国
驻港名誉领事馆共有 72个，外国驻澳门名
誉领事馆共有12个。

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您了解名誉领事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制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度吗？？？？？？？？？？？？？？？？？？？？？？？？？？？？？？？？
刘欢番

●领事服务

如需了解更多内容，请登录中国

领事服务网（http：//cs.mfa.gov.cn）

或发送邮件至外交部领事司邮箱

（lss@mfa.gov.cn）

本文作者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城
一个多元文化节上，为人们翻译和书
写中文名字。

本文作者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罗城
一个多元文化节上，为人们翻译和书
写中文名字。

此时是深夜，是我用来写作、用来跋涉和追
逐梦想的时间。我的另一台电脑上播放着国内一
档名人演讲节目，主讲嘉宾正在讲述着他百折不
挠追逐梦想的故事，这也使我想起了自己的逐梦
历程。

梦想不能源于书本

和许多逐梦者一样，当初看了浪漫的好莱坞
电影，读了赞美的书籍，我便毫不犹豫地辞去了
国内大学教师的工作，怀揣着学电影编剧、电影
导演的梦想来到了美国。可是脚刚落到新大陆，
我的想法立即遭到了亲朋好友的反对：“学电
影？你疯了吗？难道你还能打进好莱坞？学完到
哪里去找工作？在美国找不到工作就意味着没有
收入，你拿什么养活你自己和你儿子？”我当时
不服气，但很快就发现他们的担忧和反对声不无
道理。

抱着在国内大学一毕业就留校、从来都是工
作来找我而非我去找工作的自信和自恋，凭着在
电视台、报社、杂志做过编辑记者的经历，我把
自己的简历向当地的几所大学投了出去，其结果
竟是颗粒无收。在美国，如果没有从本国获得的
博士文凭是不可能在大学教书的。当然，教高
中、初中、小学、幼儿园，也需要经过层层考试
获取专业教师文凭。我在中国获得的高校文凭和
高校教师资格证在这个新世界里就等于一张废
纸。除了在文凭上不占优势外，语言也是一关，
尽管在国内学过很长时间的英语，可真正到了一
个英语国家，才发现自己几乎像个哑巴和聋子。

我开始担忧起来：如果自己在美国连基本的
生存条件都无法保证，何以去支付那昂贵的学电
影课程的学费？何以谈那遥不可及的电影之梦？

美国人满了 18 岁就要脱离父母的羽翼外出
找工作，大多数会搬出父母的家自己租房子住，
然后开始打工，挣大学的学费。大多数人的人生
轨迹是这样的：大学毕业后，如果你幸运地找到
了一份年薪 3万美元至 5万美元的全职工作，单
位给你提供各种社会保险，你就会在那个单位慢
慢跳、慢慢升，买一幢房子，换一部不太差的
车，然后结婚生子，带家人每年去度一次假。但
如果你只有半职工作，就不得不东奔西走，同时
打好几份工。

我如梦初醒，发现自己依据从电影和书本里
了解到的美国就贸然前往，是那么片面和天真
——轻易丢弃了自己在中国所拥有的一切是多么
冒失、多么不懂得珍惜啊！在中国，自己在一个
大学生稀有的时代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很容易地
就获取了一份在大学留校教书的工作，旱涝保
收、丰衣足食，自己何曾为生存条件发过愁？可
来到了美国，我不得不考虑如何解决生存问题，
不得不把梦想的翅膀暂时收起。

为生存寻找路径

环顾周围，我所认识的和不认识的在国内学
文科的人，为了适应在美国找工作的需要，都不
得不向现实低头，放下自己的兴趣和特长而改
行。有的改学护理、学计算机、学会计，也有的

改做生意。
我也没有例外，在向大学投简历失败后，我

去了一家历史悠久的美国餐馆做领位。我必须感
谢这个餐馆，它是我在美国第一个通过英语面试
找到的工作。这家餐馆不仅让我挣到了必要的生
活费用，还让我学到了美式英语、交到了许多美
国朋友。我很快成了顾客和同事们都很欢迎的领
位。由于我良好的沟通能力，我被调到了连锁的
礼品店工作，并涨了工资。如果我在那里继续干
下去，也许会被提升为经理，但我没有忘记自己
的梦想，在那里干了两年多，把钱凑足后，我决
心回学校去读一个美国的研究生文凭。

读什么专业呢？人生再一次面临选择：面对
美国严峻的生存现实，我没有敢去学电影，而是
按照家人的建议去学习大多数人都认为适合我、
可能容易找工作的“图书馆信息学”。

我用了两年时间获得了图书馆信息学的研究
生文凭，但并不像预想的那样好找工作。我向各
种图书馆送出了上百份简历，但最后找到的都是
半职工作。美国即使图书馆遍地开花，但就业市
场并不乐观。我后来了解到，图书馆专业
分得很细，最好是读研究生以前拥有一个
相关的本科学位。比如你读的本科是科
学，你可以去科学图书馆，读的本科是法
律，你可以去法律图书馆。但如果你的本
科和这些都无关，你就只能去公共图书馆
了，而要想在公共图书馆找到一份全职工
作绝非易事。

追梦，永无止境

由于找的是半职工作，我不得不同时
打好几份工，从此工作把我的时间占得满
满的，常常感到疲惫不堪。那么，我还有
空余时间去实现那些一直萦绕于心的梦想
吗？当发现梦想和现实的距离如此的遥远
时，要退缩吗？

似乎没有退缩之路。许多远离故土去
异国他乡追梦的人都像坚强的蒲公英种子
飘撒在新的土壤上，既来之则安之，自然
地咬住了脚下的土壤，坚韧地生长着。

于是，白天打工，把挣的钱存起来。
用业余时间读电影编剧班、小说创作班；
看电影、研究电影剧本和专业书籍；通过
各种形式去读书，同时坚持写作。我在中
国出版了自己写的长篇小说 《我的美国病
人》，中篇小说 《让我帮助你快乐起来》，
在美国出版了英语诗 《A Broke Heart》。
我在一份英语地方报纸做了专栏作家，同
时一直为海外华人钟爱的 《人民日报海外
版》 写稿。在就读英美合办的一个电影剧

本编剧班期间，我创作了自己的第一个电影剧
本。

我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工作，我一天也没有停
止过追梦。梦想照亮了现实，梦想让自己无论走
到哪里都不会丢失自己，梦想让生活充满了美丽
的希冀和憧憬。

可是，在这里坚持那些不赚钱的，或者说是
不能马上见成效的梦想，免不了会动摇和徘徊，
这时，有谁能给你信心？每个人都忙得自顾不
暇，有谁会给你坚持的力量？于是，中外那些传
播正能量的演讲节目和那些对成功者的报道，便
成了我的心灵鸡汤。人是需要榜样的力量、需要
智者指路的。我不断地为自己加油、打气：只要
坚持，梦想就会变成现实。

当我回头认真地审视自己所走过的路时，得
出了这些启示：

首先，建立或追逐梦想不能只从书本上开
始。人不能从梦想 （或幻想） 走向实践，而应当
将梦想建立在对现实社会真正充分了解的基础
上，否则梦想就是空中楼阁。盲目前行，只会浪
费时间走弯路，并为此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第二，如果你在国内是学文科的，像文学、
艺术、历史、哲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一定要做好
在美国找不到工作的准备。

第三，一旦确立了值得你用终生去追逐的梦
想，就不要轻言放弃。走了弯路，及时修正，
不必浪费时间去懊悔或悲观，在追逐梦想的实
践中不断积累经验和调整脚步，相信梦想终会
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