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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马尼亚

马保奉马保奉

举止文明

罗马尼亚人待人热情，喜交朋
友，说话直接了当。一般情况下，对
男士称“先生”，对女人，则要按身
分的不同，称“女士”“夫人”或

“小姐”。正式场合，称呼头衔加姓
氏，亲密朋友之间则互以名相称。

尊重老人成为社会风尚，常见年
轻人帮扶老人、向年长者脱帽致敬。
公共场合，男士注意关照女士，女士
优先。男女路遇，总是男方先向女方
打招呼，然后女方再向男方做出回
应。

交际活动中，多行握手礼，握手
时要目视对方。平时男士相见，常常
互相拥抱，而女士相见，则习惯互贴
面颊。男士见到女士，多行吻手礼。
在家庭内部，通行拥抱和吻礼。

迎接贵宾的传统礼仪，是让盛装
姑娘向贵宾献上整块新鲜面包和盐，
请客人品尝。应邀到罗马尼亚人家里
做客，要给女主人送鲜花，以白玫瑰
为珍贵。送花时要送单数，不能送双
数。送给东道主的其他礼物可以是香
水、化妆品、牛仔裤或咖啡之类。聊
天时，喜谈体育、旅游、音乐、服装
以及书籍等方面的话题。

猪脑入餐

罗马尼亚人以面食、马铃薯为主
食，肉食包括牛、羊、猪肉和鸡、鸭
等。最常见的蔬菜有菠菜、白菜、茄
子、辣椒、番茄、黄瓜、丝瓜等，爱
吃的果品有苹果、葡萄、菠萝、香
蕉、橘子、葡萄干、花生米、杏仁
等。烹调多为煎、炒、焖、烤，调味
爱用葱蒜、辣椒、胡椒粉、奶油等。

罗马尼亚人口味喜微酸，常喝酸
奶，爱吃酸菜、香肠。餐桌上常见的
菜品有煎牛排或猪排、土豆烧牛肉、
火腿煎蛋、煎鸡饼、烤鸭配酸菜、猪
脑炒饭、番茄牛肉汤、鸡杂汤等。平
时吃鱼、虾等海味较少。日常的饮品
有咖啡、葡萄酒、橘子汁等。他们不
爱喝开水，爱喝冰镇清凉的饮料。

衣尚白色

正式场合，男士穿深色西服，女
士穿裙装。平日，特别是节假日，人
们大多喜欢穿民族服装，其特点是：
色彩协调，花边简洁，款式多样。男
人爱穿宽袖白色上衣、白色裤子，衣
裤上多有绣花或镶边，且裤脚塞进黑
色长统鞋里，腰间扎一条皮带或华丽

的编制腰带。女装上衣亦多为白色，
材料有丝、棉、麻或毛等，领口和袖
口做成褶绉，紧凑得体，领口上绣有
花纹、图案；下着长裙，长及脚踝。
裙子多为红色、黑色、蓝色或绿色，
绣有玫瑰、百合、水仙、石竹等花卉
或动物图案。

观农村妇女的头饰，便可知其是
否已婚：梳辫子，且在辫子上佩戴饰
物者，是未婚姑娘；用各种饰物把头
发遮盖起来的，则是已婚妇女。妇女
最喜欢、最常用的是头巾，长近 2
米，丝织、绣花、透明。多数地区的
妇女把头巾绕过脖子拖在背后，而布
拉索夫地区的妇女，则是用两根金属
簪固定头巾。金属簪别具特色，簪头
呈半球形，上刻精美花纹，还缀有红
绿色珠子串成的流苏。

习俗禁忌

在农村和山区，新娘在婚礼前要

用加入牛奶的净水洗身，然后由闺蜜
帮助梳妆打扮；圣诞夜，人们习惯成
群结队地前往亲朋好友家祝贺节日，
一般先在门口或窗前唱一段节日贺
词，然后再进门祝贺；麦收开始，即
举办庆丰收活动，收获完毕，要用麦
穗做一“花冠”，戴在一少女头上，
人们跟随其后，边走边唱，并相互泼
水，以表达丰收的喜悦和欢快。

黑海沿岸的北埃福里亚，每年夏
季，男男女女前来度假。他们一丝不
挂，浑身上下涂满黑色泥浆，躺在沙
滩上晒太阳。这就是罗马尼亚著名的

“泥浆浴”。据说，泥浆浴能促进人体血
液循环，增强新陈代谢，具有一定的消
炎、止痛、消肿、镇静等作用。

罗马尼亚人认为绿色象征希望，
白色象征纯洁，红色象征爱情，黄色象
征谨慎。他们不喜欢黑色，认为黑色是
不祥之色。传统认为“过堂风”常使人
得病，甚为忌惮。忌讳数字“13”。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图为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铜管乐队节开幕式。
林惠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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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希腊大使邹肖力于 2014 年 1 月
赴任之时，就意识到希腊侨务工作正面临
极大的困难：深受希腊债务危机的影响，
希腊华侨华人已经由最高峰时期的四五万
人，锐减到一万人左右。许多人情绪低
落，对未来不抱希望。

“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开展民
生工程，让希腊的侨胞感受、分享到国家
发展和两国合作的红利，让他们像生活在
祖国大地上的中国人一样有尊严。”邹肖力
说。

现场办公常规化

作为海外民生工程的一部分，使馆在
希腊北部全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的异
地领事现场办公常规化，解决了在北部地
区工作和生活的侨胞办理护签证件的实际
需求。

侨胞石少华在塞萨洛尼基经营一家日
常用品批发店。按照规定，中国公民办理
护照、公证等大多数领事证件均需本人到
场与领事官员见面。对于有3个孩子的石少
华来说，办理领事证件成了一件费时、费
力的事。

使馆到塞萨洛尼基异地办公改变了这
一切。“从店里 3 分钟就走到，方便了太
多。”石少华说，更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服
务质量提高了，办理护照的手续费却比 10
年前减少了。

在首都雅典，使馆则将异地领事现场
办公拓展到华人集中的市中心，利用周末
时间，每年春、秋两次在雅典“中国城”
现场办理护签手续。“使馆领事官员早晨 9
时开始在‘中国城’办公，桌子还没摆停
当，门里门外已经是人山人海。”《中希时
报》社长吴海龙说，从上午 9 时到下午 4 时，
使馆领事官员甭说休息，甚至根本没时间吃
饭，因为前来办理手续的侨胞太多了。

在中国使馆的全部工作中，负责领保
工作的签证处最接地气，工作具体而繁
琐，但又直接关系到民生。因此，如何根
据当地法律法规，让海外中国公民感受到

尊严与实惠，是领事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

起早贪黑补证件

领事部门处理最多的，就是中国游客
因被偷盗或其他种种原因丢失钱包和证件
的问题。在证件无法找回的情况下，使馆
需为中国公民补办临时旅行证。

去年9月，签证官葛刚接手这样一桩案
例。一位从深圳来的游客在回国前一天，
丢失了财物和证件。这名游客是晚上9时找
到葛刚的，尽管葛刚连夜把她的材料发回
国内所在机关，核实其公民身份，这个游
客还是绝望地哭了。因为时差问题，国内
上午9时才能收到核查文件，对应希腊时间
是凌晨4时，而希腊时间早上7时，她的航
班就要起飞了。

面对焦急的游客，葛刚的回答给她吃
了颗定心丸：“只要你能找到国内的亲友，
让国内的公安机关立即发来回复函，那么
我 4时起来给你发证件。”葛刚也确实这样
做了。第二天，这位游客按时登上了回国
的航班。

为华侨华人办实事

经过扎实的调研，邹肖力带领使馆工
作人员为华侨华人做了几件实事。

使馆帮助华侨华人建立与希腊民众和
高层沟通的渠道，协助华人报纸 《中希时
报》 增加了希腊语版，让希方各级政府了
解到在希华人的呼声和诉求，了解中希双
边合作交流的动态；引导华侨华人在自己
具备优势的领域进行突破，如汉语教育；
推动中文导游合法化进程；为华商企业参
与中远海运在比雷埃夫斯港的发展建设牵
线搭桥。

此外，使馆重视华侨华人下一代的教
育，多次与华侨华人聚居区的市政府联
系，因地制宜建立中文学校；支持侨团为
当地公益事业作出贡献，让华侨华人在希
腊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据新华社电 记者刘咏秋、陈占杰）

中国驻希腊大使馆

做侨民利益守护者

今年8月的一天，早早等候在意大利卡
塔尼亚省米斯特比安科市一所中文学校的
数百名中国侨胞，按预约顺序走入设在校
内的临时业务受理大厅，填写申请表，向
中国驻意大利使馆领事部递交护照或公证
等申请办理相关业务，驻意使馆领事部卡
塔尼亚的现场办公正式开始。

“现场办公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便利，不
仅省了大家很多时间，也让申请办理业务
轻松不少。”来自福建的侨胞陈先生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带孩子更换护照为
例，由于需要父母双方到场，如果去罗马
办理不仅需要花费约 500欧元的交通费用，
而且还要一家人搭上两天的时间，另外因
为前往使馆领事部办理业务的侨胞众多，
必须早早去使馆领事部大厅门前排队，而
遇到申请材料不齐的情况，还难免再跑一
个来回，“所以我特别感谢使馆领事部能来
卡塔尼亚现场办公。”

将领保服务带给遍布意大利各地的侨
胞，也正是近年来驻意使馆领事部每年坚持
10余次前往卡塔尼亚、那不勒斯等地现场办
公的初衷。驻意使馆领事部主任李帆对本报
记者表示，位于西西里岛东南部的卡塔尼亚
是距使馆最远的领区，虽然此前当地侨胞数
量只有千余人，但驻意使馆领事部始终都对
他们的需求给予了同样重视，早在十几年前
就已开始每年定期在卡塔尼亚进行现场办
公。“当地的侨胞们大多仍在经营传统的‘家
庭式作坊’，如果让他们停下几天去罗马办
理业务，难免给他们带来不小的损失。”

据李帆介绍，由于近年来西西里岛投
资环境不断改善，越来越多的旅意侨胞跨
过墨西拿海峡，来到西西里岛经营生产，
目前仅卡塔尼亚地区侨胞数量就已增加到
6000 余人，而整个西西里岛约有 50 多家的
餐馆、400多家批发商铺和 1500多家零售店

由华侨经营。为了适应由此不断增加的领保
需求，在现场办公期间向侨胞们提供更好更
快的服务，使馆领事部也在不断摸索新方
法。比如这次为了节省侨胞们的等待时间，
就首次采取了提前预约的形式，并通过侨团
提醒侨胞们准备办理业务的相应材料。

不断改进的服务方式为现场办公这种
便民服务赢得了众多侨胞的肯定。来自浙
江温州的侨胞黄先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侨团在领事部现场办公前就已经向
侨胞们群发信息，提示大家现场办公期间
可以办理哪些业务，其中哪些需要预约、
哪些不用，让他感觉比从前方便了不少。
而同样来自温州的侨胞赵先生说：“使馆领
事部工作人员不仅能亲自来我们这里，还
在不断给大家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我非
常支持这样的工作方式，也十分感谢使馆
的关怀。”卡塔尼亚侨领章建通告诉本报记
者，领事部工作人员连午饭都没有吃，尽
可能帮助侨胞们解决各种问题，“作为中国
人，我感到很自豪！”

由于当天办理业务的侨胞人数众多，虽
然领事部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办理侨胞们
提交的各种申请，但原计划于下午17时结束
的现场办公一直持续至19时30分。据统计，
在10个多小时的现场办公期间，共接待受理
500余名侨胞的领保服务申请。

李帆表示，驻意使馆领事部开展现场
办公，不仅仅是为了让侨胞们能更加便利
地办理各种业务，更重要的在于通过这种
形式与侨胞们进行直接沟通，了解他们在
生活、生产过程中的困难和需求，并通过
与当地政府的沟通增进双方的了解，以帮
助当地侨胞更好地与当地社会融合，“这些
都是驻意使馆以人为本、外交为民的实际
举措，希望能将领保服务全面‘便’及领
区内的每个角落。”

杜老师：
某媒体中说：“然而除了高昂的技术成本

之外，美学风格和叙事方式都是需要跨越的
‘槛儿’。”请问其中的“槛儿”的写法是否妥
当？谢谢！

北京读者 王东看

王东看读者：
“槛 （kǎn） ”指门槛，也就是门框下部

挨着地的横木 （或石条）。“槛”也读 jiàn，
在文言中常指栏杆。例如：“槛 （jiàn） 外长
江空自流。”

“美学风格和叙事方式都是需要跨越的
‘槛儿’”是指美学风格和叙事方式都要跨越
的某种障碍或难关。表示这个意思时，宜用

“坎儿”。
“坎儿”指田野里高出地面的像垄的东

西。例如“土坎儿”“田坎儿”“前面有道坎
儿，小心点，别绊一跤”。人们也常用“坎
儿”来喻指要紧的地方。例如：

（1） 这话说到坎儿上了，让我想想。
（2） 过了这个坎儿，你以后的路就顺利了。
（3） 经过几年的努力，他们终于迈过这

道坎儿，研究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
“坎儿”还常用来喻指不容易克服的困

难。例如：
（4） 人一辈子免不了遇上这样那样的坎

儿。
（5） 这几年他遇到的坎儿不少，但都咬

着牙走过来了。
（6） 要沉住气，不能遇到个坎儿就惊慌

失措，要用坚持不懈的努力来渡过难关。
在 《现代汉语词典》 中有“坎儿”的词

条。也就是说，口语中的“坎儿”已经“词
化”了，成为了一个单独的词。因此，当我
们比喻“不容易克服的困难”时，宜用“坎
儿”不宜用“槛儿”。您提到的“美学风格和
叙事方式都是需要跨越
的 ‘ 槛 儿 ’ ” 宜 写 成

“美学风格和叙事方式都
是需要跨越的‘坎儿’”。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 中国驻意大利
大使馆领事部在远离罗
马 900 多公里的特区乌
迪内现场办公。

来源：中国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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