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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

维和部队与来宾欢聚一堂

近日，位于黎巴嫩南部辛尼亚村的
中国赴黎维和多功能工兵分队营区，170
余名来自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中资企
业、黎巴嫩大学等中黎各界友人、华侨
华人代表欢聚一堂，举行新春联欢活动。

在中国第 15 批赴黎维和部队指挥长
蒲毅的陪同下，来宾们首先参观了营区
文化和维和成果。“自 2006年 4月部署以
来，累计 15 个批次、4800 余人次的中国
维和官兵坚守在这片热土上，出色完成
扫雷排爆、工程建筑、人道主义援助等
任务，为黎南部民众撑起一片和平的天
空！”在展板前，政工组组长唐科向来宾
们介绍说。

“感谢最可爱的人，正因为你们挡住
了黑暗，我们才能享受今天的幸福生
活！”中国留学生叶萌第一次走进维和部
队营区，当听说 34 岁的杜照宇不幸牺
牲、将年轻生命奉献给维和事业时，她
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走进核心任务展示区，密密麻麻的各
式地雷及未爆物残骸仿佛向人们诉说着
战争的残酷。据介绍，截至目前，中国赴黎
维和军人 10 年累计排除各种地雷及未爆
物近万枚，开辟、维护安全通道6万多平方
米，在黎以“蓝线”栽设界桩120余根。

伴随着激昂的鼓点，维和官兵的舞
狮表演拉开了联欢会的大幕。合唱 《自
豪吧，中国蓝盔》，展现了中国军人的良
好精神风貌；太极拳表演让外宾领略了
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黎巴嫩大学
汉语专业学生演唱中文歌曲 《朋友》，表
达了对中黎友谊的美好祝福；中国赴黎
留学生则表演了阿拉伯语诗朗诵……

蒲毅动情地说：“中国为和平而来！
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与大家心连心、
手牵手，为实现黎巴嫩南部地区安全稳
定的‘和平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巴布亚新几内亚

医疗专家传回春节照

中国援巴布亚新几内亚 （简称巴
新） 医疗队脑外科专家朱贤富即将在这
个南太平洋岛国上度过第一个春节。当
在首都莫尔兹比港的两个超市里看到张
灯结彩、处处洋溢着中国年味儿时，朱
贤富通过在线聊天软件对记者说，“很激
动，特别亲切，感受到了家乡的味道”。

朱贤富所在的第7期援助巴新医疗队
共 10 人，服务期限两年，去年 5 月这支
队伍刚刚经历了一轮集体感染登革热的
考验。在这个艾滋病、结核病、疟疾、

登革热、伤寒等5大疫病的流行区，队员
们既要 24 小时坚守在一线抗击疫病，还
需要面对当地不稳定的治安状况，身心
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然而，这位爱好摄影的全巴新最权
威脑外科专家却传回了满屏红彤彤的巴
新中国春节照，只说：“这两个超市保安
多，安全一些。”

朱医生唯一的抱憾是巴新的中国食
材不多，但他还是自我安慰说：“就地取
材，简单一点，也能过个年。”

意大利

“欢乐春节”走进意甲

意甲拉齐奥队主教练西蒙尼·因扎吉
1月 17日在罗马宣布，拉齐奥俱乐部将与
中国驻意大利使馆合作，在 1月 28日对战
切沃队的比赛中与中国观众共庆春节。

因扎吉表示，在当天的比赛中，一
部分原价为66至114欧元的球票将以5欧
元的象征性收费向中国观众出售。同
时，现场还将举行舞狮点睛的传统仪式。

作为意大利的足球劲旅，目前在甲级
联赛积分榜上排名第 4 的拉齐奥队，曾于
2009年在北京鸟巢击败国际米兰夺得当年
的超级杯冠军。因扎吉表示，他感受到了中
国球迷的热情支持，这让他引以为豪。

因扎吉说，此次比赛能够缩短拉齐奥
队和中国观众的距离，让他们感受到意大
利足球、拉齐奥俱乐部的魅力，同时也希
望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赢得比赛。

一同出席发布会的中国驻意大利使
馆新闻处负责人表示，意大利足球深受
中国球迷喜爱，拉齐奥俱乐部通过共庆
春节活动表达了对中国观众的良好祝
愿，意甲与中国“欢乐春节”两个平台
联手，将增进中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和相互了解。

赞比亚

开国总统逛庙会

1 月的赞比亚正值雨季，空气清爽，
温度宜人。14 日，赞比亚中国春节庙会
在首都卢萨卡莱维购物中心热闹开场，
来自南京市歌舞剧院的艺术家们与在赞
华侨华人一同为中外观众带来精彩演出。

年近 93 岁高龄的赞比亚开国总统肯
尼思·卡翁达，今年再次来到中国庙会现
场观看演出并亲手为舞龙点睛。他饶有
兴致地欣赏每一个精彩节目，动情处还
随着音乐旋律打拍子。当南京市歌舞剧
院演员用当地语言演唱卡翁达作曲作词
的 《团结歌》 时，老人激动地站起身，
扔下拐杖，和着歌声跳起舞蹈，瞬间引
爆全场。

中午时分，人们来到中华美食品鉴
摊位前，十几家中国餐馆展台一字排
开，水饺、春卷、麻辣烫、烤串等各色
美食令食客流连忘返。

美食摊位对面是企业展览区，几十家
中资企业展示各自的商品和服务，涉及机
械、皮具、白酒、贸易、零售、保险等领域，
让人们在领略中国春节文化的同时，也一
览中赞经贸的成果，寻找商机。

卢萨卡市民、在中国公司工作的杰
里迈亚对记者说：“我很喜欢中国文化，
喜欢中国人，希望我们两国的友谊能一
直传承下去。”

美国

纽约上演中国“好戏”

帝国大厦“中国红”点灯仪式、哈
得逊河新春主题焰火晚会、纽约爱乐乐

团中国新年音乐会……
今年春节系列“好戏”
即将“开锣”。据美国美
中文化协会主席杨雪兰
介绍，由中国中央美术
学院联合美国美中文化
协会共同举办的第 3 届

“ 欢 乐 春 节·艺 术 中 国
汇”将于 1 月 23 日至 31
日在纽约举行。

据介绍，系列活动由
庆典活动、艺术展览、公
共与艺术教育活动3个板
块构成，将贯穿于纽约市
上、中、下城的多个主要
文化与建筑地标，为纽约
市民带来一系列免费艺
术文化活动。

1月26日上午，中国
驻纽约总领事章启月、
帝国大厦集团总裁兼首
席运营官约翰·凯斯勒将
启 动 帝 国 大 厦 “ 中 国
红”点灯仪式。帝国大

厦 26日和 27日两天的灯光将为纽约的天
际线增添中国节日的色彩。

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的新春主题焰
火将在 26 日晚 8 时半绽放于哈得逊河上
空。焰火由冬日、百鸟、春回、凤来仪4个篇
章组成，以自然时节的流转与“百鸟”、“凤
凰”的意象，体现传统的中国哲学观。

纽约爱乐乐团中国新年音乐会将于
1 月 31 日晚 7 时半在林肯中心大卫·葛芬
音乐厅举行，为持续 9 天的活动画上圆
满句号。届时，林肯中心广场也将呈现
富有中国新年元素的公共艺术展示。

法国

中法演员共演电视春晚

1 月 16 日晚，巴黎香榭丽舍喜剧院一
派喜气洋洋，来自深圳世界之窗五洲艺术
团、宁夏非遗代表团、大连杂技团等团体
的演员和法国当地演员联袂登台，上演了
一场“欢乐春节”电视春晚。晚会以现场演
出加电视录播的方式进行，之后通过后期
剪辑，还将在更大范围内推动中国春节文
化的传播。

一身绸缎武术服的法国演员马蒂尔
德和本－马泰奥，虽然都还只有十一二
岁，却已学习中国功夫四五年了。“我非
常高兴能在中国新年的时候展示我所学
的功夫。”马蒂尔德兴奋地告诉记者。他
们的功夫教练弗雷德里克·潘莱 （中文名
字为释延华） 是少林寺的法国弟子，习
武30余年。

“非常高兴能在法国感受到中国的春
节文化和文艺表演，这对法国来说是一
笔财富。”塞纳－马恩省热涅市市长阿希
尔·乌尔代说。

澳大利亚

攀登悉尼海港大桥迎新年

为迎接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澳大
利亚悉尼大桥攀登公司于 1 月 21 日正式
开始一年一度的“卡拉OK春节攀登”活
动。18 日，14 名中国游客作为今年活动
的体验者，登顶 134 米高的悉尼海港大
桥，并演唱了多首脍炙人口的中文歌曲。

当天参加这一体验活动的王女士对
记者说：“我从未站在这么高的地方唱卡
拉OK，这一体验令我难忘！”

悉尼大桥攀登公司从 2015 年起推出
“卡拉 OK 春节攀登”活动，今年这一活动
将持续至 3 月 6 日。悉尼大桥攀登公司通
过微博投票选出10首热门中文歌曲，诸如

《夜空中最亮的星》《小幸运》《野子》等，供
中国游客在大桥顶端纵情歌唱。

马耳他

中国剪纸精品展大放异彩

1月12日晚，马耳他迎来“2017瓦莱
塔欢乐春节”首场活动，“花的絮语——
中国剪纸艺术精品展”开幕式在马耳他
中国文化中心隆重举行。

此次展览包含“天与地”、“人间乾
坤”、“剪花娘子与村庄”和“花的絮
语”4个主单元，以及中国河北剪纸之乡
作品单元。展品中不乏被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授予“中国民间工艺美术大师”称
号的中国当代著名剪纸艺人库淑兰的珍
贵作品，以及“中国剪纸之乡”河北蔚
县的 58 件 （组） 作品。在展出现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周淑英等展
示了河北蔚县剪纸的创作过程。

据了解，从 1月 9日至 2月 28日，马耳
他中国文化中心将连续举办文博展览、民
俗展演、综艺表演等 12 项活动。这些活动
以主题庙会、专场演出、影视播放的形式
呈现，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和深
厚内涵。其中，河南少林功夫、河北蔚县
剪纸是首次加盟“瓦莱塔欢乐春节”品牌
活动。

（本报记者 张燕萍 综合新华社报道）

● 海外纪闻● 海外纪闻

世界各地浓郁的中国年味儿世界各地浓郁的中国年味儿

在美国洛杉矶，小朋友在“你好，孔子”主题文化活动上体验绘制中国红灯笼。
（新华社发）

丹麦学生感受中国年 （新华社发）丹麦学生感受中国年 （新华社发）

● 礼仪漫谈

称呼礼仪

越南人说话要先称呼对方，尤其对长辈
更应如此。越南官方人士之间一般称“同
志”，但熟人也常称兄道弟。夫妻习惯以兄妹
相称，对长辈称大爹、大妈或伯伯、叔叔，
对平辈称兄、弟、姐、妹，对儿童称小弟、
小妹。近年来，称职务、职衔也很流行。

越南人的姓名与我们中国人的姓名相似，
多数由3个字组成。连名带姓称呼人，被认为不
礼貌。平时只称呼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且在其
后加上表示辈分的称呼，如叔、伯、兄、弟等。

他们自称时不用“我”，而是用弟、妹、
侄之类的谦词。对群众称乡亲们、父老们、
同胞们。在对外交往中，称呼资本主义国家
的外交官为先生、小姐、夫人。通行握手
礼，不拥、吻客人。日常生活中，作揖、合
十礼，也能看到。

他们尊老爱幼，注重孝道，家中祖父
母、父母受尊重；对长辈、上司、客人说话
时，头微低，目光向下，不直视。尊崇死去
的先人，平时忌说祖、父辈名字。

越南人说话声音较小，温文尔雅。家
庭、工作、收入、子女等，被西方人看做隐
私的内容，常是越南人聊天的话题。他们很
好客，喜用酒、肉招待朋友，还习惯把自己
种的水果、蔬菜和加工的食品送给来客。

与越南人交往，可赠送有纪念意义的礼
品，但其价值不能太高，否则有行贿之嫌。

饮食特色

越南人口味清淡，以水煮、煎炸、烧烤为
主。主食多为大米，也常见玉米、薯类、豆类等。
副食多为鱼类、肉类、蔬菜等。吃鱼的方法很

多，煎、炒、炸、煮、蒸、腌，味道都很好，尤其喜
用鲜鱼加工成鱼露。鱼露是越南最大民族京族
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调料。

越南有名的小吃有螺狮粉、牛肉粉、鸡
粉以及虾饼、灌肠、炸春卷、棕子等，都很
有特点。棕子馅儿有肉丁、五仁、豆沙等多种，
外包芭蕉叶，各地形状不同，但多为方圆。

他们爱吃生、冷、酸、甜的东西。各种
腌制的黄瓜、茄子、卷心菜等，是一日三餐
必备食品。他们讲究青菜生吃，用空心菜、
生菜、绿豆芽、香菜、薄荷等，蘸着鱼露、
醋或鲜柠檬汁食用。越南人的餐具与我国大
同小异，只是筷子稍长。喝茶也很普遍，饭
后喝茶，或者边吃饭边喝茶。越南人不爱吃
甜点，不爱喝烈性酒，而喜欢喝啤酒、糯米
酒、槟榔酒等。

国服奥黛

越南人的服饰简单朴素，色彩淡雅。大
多数越南人都穿对襟上衣，无领窄袖，下身
是宽松肥大的深色裤子，以黑、白、褐色常
见。由于气候炎热，服装讲究轻便、透气。
城市里，人们只在比较郑重的场合才穿西
装，日常只穿长裤、衬衫，脚趿拖鞋，在家
里则常赤脚，男人们喜戴帆布硬壳帽子。

虽然现代城市的女青年对牛仔裤、西式
裙装很青睐，但多数越南妇女还是喜穿国服
奥黛 （Ao Dai） 长衫。它形状类似我国的旗
袍，是越南女性独特的传统服装，多以丝绸
制作，自腰以下高开衩，配同花式或白布料
宽松长裤，色彩艳丽，飘逸美观。她们多留
长发，喜戴项链、戒指，有的喜戴蒲葵编制
的锥形花帽。

风俗禁忌

越南京族传统，男孩、女孩十七八岁，
到了成亲年龄，开始咀嚼槟榔，通常是将其
切片，与蚌壳粉等一起入口咀嚼，此后牙齿
逐渐变得又黑又亮，以此为美。

在北方京族家里，由最老一辈的男人作
主；南方的京族由最老一辈的女人当家。越
南人非常喜欢狗，认为狗忠实、可靠、勇敢。他
们喜爱红色，视为吉祥、喜庆之色。认为桃花鲜
艳、美丽，是吉祥之花，称其为国花。

在越南，生气发脾气，是丢人现眼行为。忌
讳3人合影，也不能用一根火柴或打火机，连续
给 3个人点烟。不愿让人摸头顶，席地而坐时，
不能把脚对着人。不喜欢别人用手拍自己的
背，也不可用手指着人呼喊。进屋须脱鞋，否则
被认为是看不起主人。日常生活中，他们忌说新
生儿长得好看、漂亮，认为这会引起神的妒忌。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外国礼俗面面观
——越南

马保奉

穿着民族服装的越南少女

杜老师：
某媒体中说：“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报道说，中国

去年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递交的专利、商标和工业设计
申请达 110 万份，而美国仅有 58.9 万份，几乎比中国少
了一倍。”其中“少了一倍”的说法是否妥当？谢谢！

北京读者 彭力鹏

彭力鹏读者：
“倍”一般用于数量的增加。例如：
（1） 9是3的3倍。
（2） 16是2的8倍。

（3） 250比100多了一倍半。
有时候也用于表示水平高或质量好。例如：

（4） 老王的水平不知比老刘高出多少倍。
（5） 这个暖水瓶的质量比那个旧的好几倍。
但是，“倍”不用于表示数量减少。例如一般不说

“本市今年的交通事故比去年减少了一倍”“该报纸这
个月的差错比上个月少了一倍”。这两个说法都是错
误的。

表示数量减少50%时，可用“一半”“二分之一”等
说法。例如“本市今年的交通事故比去年减少了一半”

“本市今年的交通事故只有去年的一半”“本市今年的交

通事故是去年的一半”“本市今年的交通事故只有去年的
二分之一”等。

因此“几乎比中国少了一倍”的说法是不妥当的，
宜说成“几乎比中国少了一半”“几乎只有中国的一半”

“几乎是中国的一半”“几乎是中国的二分一”等。
另外，用“倍”表示数量增加时，要注意“增加了×

倍”跟“增加到×倍”意思不同。例如，数量从300增加
到 600，可以说“增加了一
倍”或者“增加到两倍”。但
不能说“增加了两倍”。当
然，从 300 增加到 600，也可
以不用“了”或“到”，而说
成“增加一倍”，但不能说

“增加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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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数字减少不宜用“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