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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保奉

杜老师：
我常弄不清楚“以至”“以

致”“致力于”的区别，请您解
释一下。谢谢！

北京读者 屈桐桐

屈桐桐读者：
“以至”也说成“以至于”，

也就是说，“以至于”的意思和
用法跟“以至”是相同的。

“ 以 至 ” 是 “ 直 到 ” 的 意
思，在句子里一般用来表示从小
到大，从少到多，从浅到深，从
低到高等的延伸或递进。例如：

（1） 该厂制造的自行车、洗
衣机以至大型设备，都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

（2） 他看一遍不懂，就看两
遍、三遍以至十几遍，终于把意
思彻底弄明白了。

（3） 老王对这种语言造诣很
深，通俗读物、文学作品以至古
代典籍都能看懂。

（4） 这种仪器放在平原上、
高山上以至飞机上，都能清晰地
接收到信号。

（5） 研究这些工作，不但要
考虑今年的需求，而且要考虑明
年的需求以至今后若干年的需
求。

“以至”有时也用来表示程
度加深等造成的结果。实际上，
是在进一步说明某种程度之深。
例如：

（6） 他在一棵大树下非常专
注地写生，以至刮起阵风也毫不
在意。

（7） 科学技术的发展实在太
快了，以至我们忽然感到不懂的
东西太多了。

“ 以 致 ” 是 “ 致 使 ” 的 意
思，表示由于上文所说的原因造
成了某种不好的或者说不如意的

结果。例如：
（8） 他对这个问题事先没有

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以致作出
了错误的判断。

（9） 老张工作的时候没有严
格按照工作规程来操作，腿受了
伤，以致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

（10） 老刘对这个事儿一直
抱悲观态度，情绪非常苦闷，以
致得了抑郁症。

（11） 这几个阀门平时老不
检修，以致昨晚发生严重的泄漏
事故，造成了重大损失。

“致力”用来表示“把力量
用在某方面”，或“集中力量从
事某项事业”。例如：

（12） 老李致力航天事业数
十年，贡献甚大。

（13） 他目前致力写作，不
再搞别的。

“ 致 力 ” 也 常 用 成 “ 致 力
于”。例如：

（14） 毕业后，他一直致力
于国防现代化事业。

（15） 他一生致力于物理科
学研究，成绩卓著。

总起来说，“以至”，用来表
示语意上的一种递进，而“以
致”则表示造成了某种负面结
果。“以至”跟“以致”都是连
词，常出现在句子的后一个或最
后一个分句，而“致力”是动
词，后面一般带有宾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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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白人 礼节不同

南非的黑人和白人之社交礼
节不同。

英国式白人社交礼节广泛流
行于南非社会，如绅士风度、女
士优先、守时守约等。见面一般
以握手为礼，称呼社交对象为

“先生”、“小姐”或“夫人”等。
一般来说，黑人社交礼节明

显不同于当地白人，如黑人的握
手礼就比较独特，即先用自己的
左手握住自己的右手腕，再用右
手去与人握手。特别亲热者，则
先握一下自己的手掌，然后再握
对方的拇指，最后紧紧握一下对
方的手。当地黑人握手时用力较
大，甚至会让你感到麻木。如果
握手无力，则表示虚情假意，会
让人不快。

城里的黑人女子相见，双膝
微屈，行屈膝礼，而农村的黑人
妇女们相遇，则是一边围着对方
转，一边发出有节奏的尖叫声。
黑人的姓名虽然大多已经西方
化，但喜欢在姓氏之后加上相应
的辈分，如称“乔治爷爷”、“海
伦大婶”。男子对女子，一律要
尊称“妈妈”。在广大农村，黑
人习惯以鸵鸟毛或孔雀毛赠予贵
宾，客人应将这些羽毛插在自己
的帽子上或头发上。

南非的黑人情感外露，形体
语言十分丰富，用不同手势表达
喜怒哀乐，如举起和挥动右手并
竖起大拇指，双目注视，表示尊
敬。而当地白人则大多显得较为
矜持，喜怒不形于色。

两种服饰 传统犹存

在城市里，不论黑人、白
人，着装基本西化，正规场合穿
色彩偏深的西服套装或裙装，而
在日常生活中，大多穿休闲装。
黑人偏爱色彩鲜艳的服装，尤其
爱穿花衬衣。

南非不同部族的黑人，在着
装上仍保留着各自特色。如科萨
族男子，习惯赤身裸体，腰间围
一块布遮住下身，年长和较有地
位的男人，则披一块毯子或棉
布，但也有的部族，喜欢用兽皮
做成斗篷，将自己从头到脚遮在
里面。未婚女子一般是裸露上
身，而已婚妇女，则把全身包得
严严实实，还要围上镶有花边和
珠 子 的 围 裙 ， 戴 一 种 “ 头 巾
帽”。波波族妇女在丈夫离家外
出时，会把头发留长，称为“夫
去不理发”。马可洛洛部落妇女
要在嘴唇上穿个“呸呸来”铁
环，否则会被人看不起。还有的
部族，要求妇女必须拔掉门牙，
这样才能在微笑或用餐时不露出

牙齿，认为不露齿美观。一些部
族中的已婚妇女通常比未婚女子
佩戴的首饰少，据说这有助于表
现出对丈夫的忠贞。

两种餐饮 各有特点

英国、荷兰式餐饮在南非影
响较大。南非白人多吃西餐，爱吃
牛肉、鸡肉、鸡蛋和面包等，爱喝
咖啡与红茶。油炸非洲白蚁，烤羊
排、牛排，搭配浓稠的玉米粥和特
殊的洋葱酱，堪称当地美食。而南
非黑人的主食则是玉米、薯类、豆
类，喜欢吃牛肉和羊肉，吃猪肉和
鱼者较少。与其他许多国家的黑
人相比，南非的黑人不喜生食，而
是一定吃熟食。

南非黑人十分好客，常以新
鲜的牛奶、羊奶或者自制啤酒待
客。遇到这种情况，客人应尽量
多喝一些，主人必定会高兴。平
常老百姓吃饭并不使用刀和叉，
而是用手抓着吃的。吃饭的时
候，围坐成一圈，将饭盒、菜盒
放在中间，就餐者习惯用左手按
住饭盒或菜盒的边沿，然后用右
手手指抓取自己面前的饭和菜。

需要注意的是，勿将饭菜撒在地
上，主人对此十分忌讳。

南非最著名的饮料“如宝
茶”，被称为南非国饮，在英语
里 的 本 意 是 “ 健 康 美 容 的 饮
料”，深受推崇，与钻石、黄金
一起，被称为“南非三宝”。

敬仰祖先 遵守传统

南非人性格直爽，与人交谈
喜欢直来直去。过分委婉或者兜
圈子，会让他们讨厌。南非黑人
十分敬仰祖先，忌讳任何对祖先
失敬的言行，不容忍非议黑人的
古老习俗和传统。

信仰基督教的南非人，忌讳
数字13和星期五。日常生活中不
可瞪眼看人，这意味着被看的人
可能灾祸将至，或者死神要找上
他。不可为生了男孩的家庭表示
祝贺，在许多部族中，这件事并
不令人欣喜。

在野生动物区游览，不穿白
色和颜色鲜艳的服装，这会令动
物惊慌不安，宜穿中性颜色的衣
服，如土黄色、米黄色等。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又是一年中秋到。作为在菲律
宾支教3年的我，已是第3次迎来中
秋佳节了。早早地，我就感觉到了
节日的氛围：我所居住的菲律宾中
国城——王彬街，除了商店里各种
各样的月饼竞相上市外，从农历的
七月中旬开始，华人社团便纷纷举
办庆祝中秋的聚会。我也陆续接到
这些社团发来的请柬，参加了一些
聚会。虽然聚会已经有了浓烈的异
国风情，比如大部分都有菲律宾传
统的博饼项目。但是每个聚会都有
共同的特色：唱中国歌、跳中国
舞、吃中秋月饼……

菲律宾的华人以来自福建南部
较多，所以几乎每场聚会都能听到
用闽南话唱的 《爱拼才会赢》 这首
经典歌曲。它不仅反映了海外华人
的精神风貌，更是用浓浓的乡音来
表达对祖 （籍） 国、对故土的深深
思念。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样一次
中秋聚会：与会者有菲律宾当地出
生的华人，有来自大陆、香港和台
湾的中国人，也有已经定居到其他
国家的华裔。除了像其他的聚会一
样热闹之外，最后结束时，台上的
一曲《我的中国心》，引起台下听众
的强烈共鸣。演唱者的演技并不
好，但他唱得很用心。先是他一个
人在台上唱，随后是台下众人合
唱。当曲终时，台上台下都响起了
热烈了掌声。此时的我，心中充满
了温暖：作为华夏儿女，无论身在
何地，对家乡、对祖 （籍） 国的思
念之情都是不变的。

都道是“月是故乡明”，而对于
身在海外的华人来说，异国他乡的
中秋之月却显得格外明亮，因为，
它寄托了华人绵绵不尽的思念，带
去遥远的故乡！

月在异乡

也明亮
张 杰 （寄自菲律宾）

月在异乡

也明亮
张 杰 （寄自菲律宾）

开创于中国内地的手机微信平
台，据说已拥有 5 亿多海内外用户，
如今也迅速热透了我们在海外的华人
圈。我在美国的侄女、在加拿大的兄
弟和在欧洲以及澳大利亚的同学们都
已经添加微信了。我们现在和国内的
家人、同学及朋友几乎天天在微信里
见面、在微信里聊天、在微信里实时
尽享心灵的鸡汤。一句话，微信真的
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与国内亲朋的时空
距离，让海内外华人随时随地沟通交
流，环球同此凉热。这不，中秋节还
没到，我在微信群里已经收到不少节
日祝福和看着令人思乡、眼馋的中秋
月饼了！

融入一个社交新世界

的确，若论发照片、发视频音
频、发即时新闻、视频即时聊天，抑
或在网络世界不分国界地建立亲朋

群、同学群和好友群等，微信的确比
电子邮箱、短信及社交网站等更加方
便好用。正是微信里面的这个群、那
个群和“朋友圈”，将我们与国内家
人、同学和朋友，融入一个充满亲情
的、实时的和丰富多彩的社交新世界。

自从我加入微信群后，生活习惯
都改变了。每天起床洗漱后，吃早点
前的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看今天的微
信：国内家人又有啥新动态、好消
息？端午节之前，我在温哥华的弟弟
世斌就给群里发来了“送开心粽子来
了”的有趣动漫。同学群里的大学老
同学也从天津给我们发来了一锅正煮
得热气腾腾的粽子视频。立即就有老
同学微信捧场“闻到香味了，好诱人
啊，看着也高兴！”。紧跟着的父亲
节，微信群里又是一片“父亲节快
乐！”的祝贺声。外甥女在“朋友圈”
里转发的“一曲 《父亲》，唱哭无数
人”，点击打开，的确声情并茂，十分

感人。身在悉尼的同学老曹，还于父
亲节当天通过微信告诉我们，澳大利
亚的父亲节在 9 月份，所以他一年要
过两次父亲节呢！

暑期从美国回国探亲的侄女一
家，不断地将他们在北京与父母家人
团聚、在丽江和昆明等地旅游度假的
照片和录像，实时传给我们谷家微
信群的所有家人，又快又好又不用
付费。

我太太和几个姐妹之间的微信群
每天都很热闹，她们在群里聊子女教
育、旅游计划及哪个菜好吃等，并互
相传递着好听的新歌和在外地旅游度
假时拍摄的照片等，乐此不疲。前不
久，我们去费城郊外农场看薰衣草花
开景色时，太太拍到了 “蝶恋花”的
美好时刻，很快就晒到了微信群里。

一次，我在费城郊外家门口的银
行，帮助要从天津来美国进修的外甥
女预付房租。因为有些银行汇款必须
的信息我不很清楚，银行无法执行汇
款。我立即打开手机的微信，直接用
语音“呼唤”远在天津的外甥女，她
即刻就用语音回复了，声音特别清
晰。随后，外甥女又通过微信文字对
话框与我确认账号和地址等，一分钟
时间，这横跨太平洋的问题就立马办
妥了。

帮海外华人解了乡愁

微信的快捷、方便和实用，让我
回想起我在费城进修时的往事。那是
1986年，从美国大城市费城空邮一封
家信到天津，没有十天半个月的绝对
不行。信和照片寄丢了的时候也是有
的。当时国内一般居民家都还没有安
装电话，手机更没有了。与家人天各
一方，通信难，通话和看到照片、影
像更难，感觉几个月的进修时间过得
好慢。后来，电子邮箱和网络电话大
大方便了海外华人与国内亲朋的交流
沟通，但很多时候还是感到信息传递

不畅或有遥远的距离感。而微信平台
一推出，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特
别是微信的语音和视频通话功能对海
外华人尤其珍贵，它让我们随时随
地可以听到和看到家乡亲人的音容
笑貌，找到了“常回家看看”的感觉。

其实，微信刚在国内兴起时，就
有亲朋让我也加入，我当时不屑一
顾，以为电子邮箱、短信和网上电话
已经够用了。前年春节前夕，我在费
城和在北京、天津的侄辈们给我们谷
家注册建起了一个微信群。我们这些
在海内外的“长辈”也就都被邀请参
加了。很快，每天在群里聊天、报平
安、晒旅游和孙辈照片、分享海内外
奇闻逸事等成了常态，还有时为微信
里流传的一个观点、事件或段子各抒
己见，争论不休，那份其乐融融，宛
如三世同堂！微信改变了我家的日常
信息交流形式、频度、深度和内容，
家庭关系纽带也因此被系得更加紧密
和亲密了。

除了信息交流方式的改变，微信
还帮助海外华人告别了寂寞、消解了
乡愁。经常在微信的“朋友圈”和群
里看到：从姑苏美景到家乡天津新
貌、从国内“最美高铁”开通到各地
新建的高楼大厦，一个又一个精美的
摄影和视频作品，让我们在海外看得
很过瘾。这不，前不久同学群里发来
了 《天津！你别太过分》 的视频，图
文并茂，把家乡天津的海河两岸风
光、五大道美景、滨海新区以及看着
就很香的“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
花”、天津煎饼果子等特色美食“一网
打尽”，很解乡愁。

前不久，我在温哥华的五哥谷世
安医生以加拿大白求恩学会创会会长
的身份，应邀到北京观礼了9月3日大
阅兵和随后的庆祝活动。哥哥从天安
门广场用微信发来的现场照片和视
频，让我们全家兴奋不已，讨论热
烈，这种“全家以此同乐”的感觉，
真好！

微信——

火火火爆海外爆海外爆海外华人圈华人圈华人圈
谷世强（寄自美国）

中秋快乐

南非男子在表演传统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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