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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师：
某媒体中说：“她没有美人儿的尖下嗑儿，面色也不够白

皙。”请问其中“下嗑儿”的“嗑”对吗？谢谢！
北京读者 万红倩

万红倩读者：
您提到的“尖下嗑儿”，意思是“尖尖的下巴颏”。其中

的“嗑”宜写成“颏”。 “颏 （kē） ”指人的下巴。例如：
（1） 有的低头瞅地，有的扬颏望天，根本就不理睬他。

（冯志《敌后武工队》）
（2） 吴丙治仰颏看着女人，心里想起了千千万万个该牵

挂的人。（柯岩《奇异的书简·追赶太阳的人》）
《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下巴颏儿”一词。
“嗑”跟“颏”意思不同。“嗑”常见的用法是读四声

kè，用来表示用上下门牙咬有壳的或硬的东西。例如：
（3） 小刘坐在桌旁，一边说话，一边嗑瓜子儿。
（4） 老鼠把箱子嗑破了。
“嗑”也读一声 kē，这时具有方言色彩，常用于“唠

嗑”一词。“唠嗑”是“闲谈”
的意思。例如：

（5） 两个人坐在门口唠嗑。
（6） 老张不在，他去找老

郭唠嗑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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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桥

●领事服务

男女分开就餐

孟加拉人以大米为主食。副食爱吃牛肉、羊肉、
鱼、鸡、鸭、蛋类以及青椒、土豆、豌豆、黄瓜、西
红柿等蔬菜。爱用的调料有咖喱、胡椒粉、番茄酱、
糖、味精等。口味偏爱辛辣，尤以咖喱等辛香料调味
的食品为常见。菜肴习惯用涮、烩、煎、炸等烹调方
法制作。除在社交场合有时使用刀叉外，通常习惯以
右手抓取饭食。

孟加拉人通常男女分开就餐。家中妇女常在男子
吃过饭之后才用餐。吃饭时，忌讳把食物从一个人的
盘中转移给另一个人，即便是夫妇也不行，认为已放
在别人盘中的食品是不干净的。

他们常喝的饮料有红茶、咖啡、矿泉水、橘子汁等。

衣着与饰品

孟加拉男人的传统服装，是一种叫“笼其”的裙
装，即用一块布缝制成圆筒状的裙子。女人穿着比较
花哨，典型服装是纱丽 （Saree或Sari）。它由一块长五
六米、宽一米多的衣料制成，质地一般为棉、纱、
丝、布、毛或尼龙混纺等，雅致而又不落奢华，清婉
而又不失庄重。在农村，不论婚否，女人都穿纱丽，
而在城里只有已婚妇女穿纱丽，姑娘们则多穿衣裤。

在孟加拉，女子多在鼻下穿孔，挂上大小不同的
金、银质的装饰品，称之鼻饰，结婚时带上鼻环，一
直到老。

由于孟加拉地处亚热带，湿热多雨，现在男人们
更喜欢轻便、凉爽，随洗随干的衣着。平时，人们衣
着比较随便，衣冠楚楚者少见，城里人爱穿无领宽袖
长衫。一年四季，人们都爱穿拖鞋。冬天喜欢戴帽
子，即使在并不冷的春秋季节，早晚也常戴帽子。

上班的男人们，在写字间一般穿衬衣、长裤，只
在会客时，才穿比较正式的轻便套装。而在正式社交
场合，人们穿着比较讲究，多为西装革履。孟加拉妇
女参加社交活动较少。

摇头与点头

交际场合人们互称姓氏加先生、夫人或小姐，十分
熟悉并友好者，可只称名。当一男士被介绍给另一男士
时，应该主动上前与之握手、问候并说“祝你平安”；若
被介绍给女士时，则一般不与之握手，但可问候她。第
一次见面常须互换名片。

佛教徒、印度血统的人与客人相见时，习惯行“合
十礼”，即双手手掌伸直、合并于胸前或稍高一些，头部
微低，用以问候或向对方致敬。受礼者也应以双手合十
还礼。

孟加拉人习惯以头部向左摇动的方式，来表示赞同
或肯定，而点头，则表示反对或否定。这与我国的“摇
头不算点头算”相反。

孟加拉人时间观念较强，讲究准时赴约。该国每周
实行5日工作制，周五、周六休息。

习俗与禁忌

孟加拉素称“歌舞之乡”，音乐别具特色，乐器多用
当地独有的手鼓“托普拉”和一种类似手风琴的“哈姆
尼姆”。歌者边奏边唱，以音色纯清、音域宽广见长。他
们喜欢微笑，认为这是友好的表示。谈判时，若对你的
建议回答含糊、不明确，则是表示不同意。他们表示拒
绝时，通常回避直接说“不”。

他们特别喜爱荷花，称其为“花中君子”，视作“吉
祥”“平安”“光明”“纯结”的象征。 该国街道上的汽
车，是靠左边行驶。他们搬动重物，不是扛在肩上，而
是顶在头上。在旅馆住宿或在餐厅就餐，一般需付 15％
的小费，乘出租车则不需付小费。

中国人在行握手或拥抱礼后，有时拍拍对方后背以
表亲切，但是在孟加拉，则认为拍后背是一种极不礼貌
和不尊重人的表现。未经同意擅自给孟加拉人拍照，会
引起他们反感。在孟加拉人面前翘起大拇指，不仅不礼
貌，甚至被视为侮辱行为。

孟加拉人大多信奉伊斯兰教，少部分人信奉印度
教、佛教和基督教。一般忌讳“13”和“周五”，认为

“13”和“周五”象征着灾难和厄运。每逢周五，忌讳在
众目睽睽之下吃东西。斋戒期间，忌讳在众人面前吸
烟。穆斯林每天祷告5次，恪守禁酒教规，禁食猪肉，还
忌讳谈论有关猪的话题。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只为一人也值得”

驻美国大使馆负责在全美 50 个州内的 15 个
州和 1 个特区，犹他州是距离比较远的一个州，
公路距离 3000多公里，路程相当于从深圳开车到
沈阳。

“需要办理证件的很多是老人和孩子，动辄全
家人出动，他们长途跋涉会非常辛苦。我们跑一
趟，就可以为他们省下大量的时间、精力和机
票、住宿的费用。”领事部李民参赞介绍，这些年
他们几乎每个月都挤出一次周末休息的时间赴外
州办证，送领事服务下乡。

记者跟随领事部一行5人于近日从华盛顿启程
奔赴盐湖城，颠簸8小时后终于抵达。

“我叫秦婷，为了给儿子办旅行证回国，从临
近的普罗沃赶来。但是没有预约，今天能办吗？”
一大早，在犹他大学的办证现场，这位带着两个
孩子的母亲神情急切。美国部分地区的公交系统
周日休息，秦女士一家必须在周六赶回家。

“我们会按现场情况延长时间，保证办完最后
一份证件才走。”李民安慰她。其实，使馆的工作
人员已经注意到当日现场带孩子的家长和老人，
正在着手安排为他们优先办理。“真没想到使馆办
事这么有人文关怀，解决了我们的实际问题，太
感谢了。”秦女士感动地说。

计划中午结束的证件办理，因为人数远超预
期，直到傍晚 5 点半才结束。加上两地两小时的
时差，等到盐湖城的饭点，使馆工作人员早已饿
坏了，但他们为了不影响进度，只喝了点外卖的
面条汤就继续工作。一天下来受理了近 200 份材
料，3 名工作人员双眼布满血丝，嘴上燎起了火
泡。“快回去休息吧，明天还要赶600多公里的路
呢！”一位华侨劝说道。

晨光熹微，沿着壮丽的落基山脉一路向东。
莽山层青、层黛，路上间雨、间风雪，让原本6小

时的车程走了8个多小时。
在怀俄明州拉勒米的办证现场，人并不像在

盐湖城那样多。从外州赶来的卢女士在办理证件
时双手发抖，显得激动不已：“我来办退休证，飞
到华盛顿要花掉我很多积蓄，你们来这我太方便
了。感谢你们！感谢祖国！”樊玥领事告诉我，因
为舍不得机票费，卢女士已经 3 年没有回国了。

“这一趟就算只为她一人来，也值得。”
为孩子办旅行证的李先生说：“我们非常感谢

他们大老远的过来，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和我们也没有距离感，办事效率很高。”

“我们都是形象大使”

在华盛顿领事部证件组，工作经验最丰富的
蔡奇把这里的工作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谈到
特别工作经历，她不好意思地说：“我们的工作内
容比较平淡，几年如一日，所以没有特别印象深
刻的经历。”中午11点半，她前一天下班洗净的杯
子还空着，一口水都没来得及喝。

看着座无虚席的接案大厅，堆满长尾夹的纸
箱，一摞摞半人高的待审材料，不难想象他们每
天的工作强度。有的人因为长期逐页审阅领事认
证文书，每天500多份、上千页的审阅量造成眼压
过高，面临罹患青光眼的风险，有的人长期伏案
工作肩颈受损，有的人因为长时间佩戴乳胶手套
被汗渍浸出疱疹。没有午休时间，饿了就轮换着
吃口盒饭……

“苦和累都不怕，就怕申请人对我们的工作
不理解。”蔡姐说，“大使跟我们说，领事部证
件组是集中体现中国对外形象和风范的窗口，
是实时洞悉中美人员往来动态的窗口，更是积
极推进海外民生工程的窗口。我们都是形象大
使啊，所以虽然人少、任务重，但你看我们这
里窗明几净，大家都在高高兴兴、精精神神地
工作。”

给留学生订《人民日报海外版》

“他们工作非常专业、职业，帮了我大忙，我
特别满意。”准备回国探亲的冯女士说。

很多初次赴美的朋友说，出国方知祖国好。
“留学生在美国唯一的祖国亲人，就是使馆的工作
人员。”在犹他州生活了20多年的乐桃文教授这样
告诉我。

1984 年，他作为公派留学生赴美国攻读研究
生学位。“当时中美建交才5年，一下飞机是中国
驻旧金山总领馆派人来接我，像家人一样。后来
使馆知道我们想家，就给每个留学生订了一份

《人民日报海外版》，顿解了我的乡愁。”
现在，领事部官员每年都要来领区看望各界

华侨华人，跟我们谈心、为我们解忧。此外还定
期给中文学校的孩子们送课本、送教具，想的特
别周到，非常暖心。”

在盐湖城，领事部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赶赴
犹他州警察局、旅游局和州议会，会见各部门官
员，调研中国游客在美旅行期间的典型问题，听
取美方的意见和建议。

李民说：“2016年是中美旅游年，赴美旅游的
中国游客人数必将大幅增长，难免出现一些新问
题，而我们还要做好预防性领事保护宣传。”因
此，使馆特地请犹他州交通局官员录制了“在美
安全驾驶须知”。领事部周冠婷说，视频要带回去
配上字幕发布在社交账号上，让尽可能多的中国
游客出行前就能看到。

把中国朋友圈越做越大

在外的难与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做领保
工作，我想忘记经历过的每一件事。”让领事李
霞印象最深的工作经历发生在停尸房。她陪同死
者的女儿去医院，看到母亲坠亡惨状的女孩瘫倒
在地。“我当时也吓懵了，没有任何心理准备，
整个人都动弹不了，但还是尽力紧紧牵着女孩的
手安慰她，我不能倒下。”她“想忘记”的原
因，正是因为领事保护工作处理的大部分案件都
与华侨华人在海外遭遇不幸有关，每一次都要同
当事人共同经历、承受，分担和解决所有难题。

“想要为他们分忧解难，但不想再让各种不幸的
事件发生。”

李霞说，有时工作的强度和情绪上的压力让
他们不堪重负。“我先生就像个‘黑洞’，把我的
负 面 情 绪 全 部 吸 收 了 ， 也 没 有 抱 怨 。 今 年 的

‘520’（5 月 20 日，寓意‘我爱你’），我对他说
了一声‘谢谢’。”

证件组的工作人员中，有一半是使馆工作人
员的家属，承担着基础枯燥的工作。“放弃自己的
工作来随任，和自己在国内的工作比，肯定有落
差。”正在熟练地给护照贴发签证页的刘大姐说，

“但一家人能在一起、又能为使馆多尽一份力，就
挺开心的。”

领事保护、侨务工作和领事证件被称作领事部
工作的“三驾马车”，大到国家领导人出访和双边
关系，小到窗口前每个人的诉求。李霞说，“把领
事部的工作做好，这是个能暖人心、近人心的工
作。通过每一次服务、每一次接触，把中国的‘朋
友圈’越做越大。”她笑着表示，“争取把更多的友
好人士聚拢在中国身边，就是我们的目标。”

新西兰第一产业部日前发表声明
说，一名从中国抵达新西兰的女性旅
客，未经申报携带一枚牛的牙齿入境，
根据相关规定对其罚款 400 新西兰元

（约合1880元人民币）。
新西兰南岛旅游城市昆斯敦机场工

作人员日前在嗅探犬的帮助下，从这名
旅客的手提袋中发现动物牙齿。这名旅
客通过同行者告诉工作人员，那是“好
运牙”，是一枚狗的牙齿，携带此物为
给她在乘坐飞机时带来“好运”。不
过，工作人员认定，这枚牙齿明显大于
正常狗牙，是牛的牙齿。

第一产业部在声明中说，携带动

物制品入境新西兰可能危及本地物种
安全，由于无法知晓牛的生长环境或
死亡原因，不能排除这枚牙齿含有包
括口蹄疫在内多种病毒的可能性。假
如这些病毒传入新西兰，可能造成严
重后果。

特别提醒▶▶▶
为了保护作为支柱产业的农业以及

野生动植物，新西兰入境生物安全检查
非常严格。旅客如果没有事先申报就携
带食物、动物制品或其他违禁物品入
境，都将面临罚款，入境新西兰需对此
格外留意。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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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送服务到华送服务到华侨华人中间侨华人中间
本报记者 高 石

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中美两国间人员往来超过475万人次，中
国大陆赴美访客达到300万人次，在美中国留学人员总计30余万人，
旅美华侨华人则有500多万。

自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以来，中国
驻美国大使馆领事部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宗旨，热心服务
华侨华人。2015年，驻美国使领馆办理护照、旅行证、公证、认证、
健在证明等领事证件24万余份，妥善处置领保案件3300余起。

图为今年5月14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中国驻美大使馆领事官员给申请人办理证件。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图为今年5月14日，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中国驻美大使馆领事官员给申请人办理证件。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图
为
中
国
驻
美
国
大
使
馆
外
景

图
为
中
国
驻
美
国
大
使
馆
外
景

图为孟加拉民众在庆祝孟历新年。
沙里夫·伊斯兰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