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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面礼仪

阿联酋 （全称为“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人的名字是名在前、姓
在后，常常把本人的姓名与祖上先
辈的名字连起来，看起来像一份家
谱。但是，为了使用、称呼方便，
通常简化为：本人名-父名-祖父
名。普通人一般只称本人名，有一
定社会地位的人，才能称呼姓。

本地人一般行拥抱礼或吻礼，
但只限于同性别之间。同辈人一般
互吻对方脸颊 3 下；长辈吻晚辈额
头；平民百姓吻酋长或地方长官的
右肩；王室成员之间则互碰鼻尖。

对外国人行握手礼，但妇女不
与男 性 握 手 。 与 当 地 男 士 交 往 ，
可 以 问 候 其 家 庭 ， 如 有 几 个 孩
子，但一般不问及夫人和其他女
眷。他们回答孩子人数时，一般
只包括儿子。必须与当地妇女交
往时，只可简短问候，不能单独
或长时间与之交谈。

熏香迎客

阿 联 酋 人 殷 勤 好 客 ， 贵 客 临
门，必出门迎送。在家宴客，女主
人不出面，家中 10 岁以上的女子，
都会回避男性客人，不能宾主男女
同席或同处一室。公共场合的男女
活动区域，也会严格隔离。进屋
时，主人首先会为客人熏香，即在
精致的铜香炉内，点燃十分珍贵的
檀香木，缕缕青烟，溢香满室，令
人愉悦。熏香礼仪后，主人便用茶

和水果招待客人。客人告辞时，还
要在客人手上洒香水。

人们平日在家里用餐，习惯席
地而坐，用右手抓取食物。他们认
为左手不洁，故接、递食品必须用
右手。穆斯林每天做5次礼拜，无论
是在家中、办公室，还是在飞机
上，都会准时进行。做礼拜是严肃
的事情，旁人不得与其谈话，更不
得开玩笑。

斋月期间，日出后和日落前，
在公共场所不许喝水、吃东西、吸

烟，餐馆和食品店也关门停业。上
班时间为早 8 时至下午 1 时，下午 1
时至 4时午休，下午 4时到 9时为下
午上班时间。斋月期间，上午半天
工作。商场一般在晚上10时30分关
门。6天工作制，周五休息。

羊肉泡饼

按照古兰经规定，禁止穆斯林
吃猪肉和某些禽类的肉、血、内脏
等，但在阿联酋的外国人士，可以
在超市买到猪肉。在阿联酋，主食

多为发面饼、玉米饼，蔬菜有西红
柿、洋葱等，而肉食则以牛羊肉为
主，名菜有葡萄叶包羊肉、烧羊
蹄、牛奶煮羊肉等。阿联酋人最爱
吃的家常饭是羊肉汤泡大饼。他们
习惯以茶待客，红茶、椰枣茶和薄
荷茶是风行的3大饮料。此外，咖啡
待客也很流行，所用的咖啡杯子很
小，基本一口一杯，喝3杯，就算尽
到礼数了。

当地人认为喝酒是直通罪恶之
路，故不饮酒。外国人在公共场所禁

止喝酒，但在寓所或酒吧则不受限
制，也可以在指定的宾馆、商店购酒
自饮。

着装礼仪

阿联酋人传统服饰是：男人穿
白袍，头戴白头巾；妇女穿黑袍，
披黑头巾，有的蒙黑面纱。阿联酋
人着装比较保守，公司负责接待的
女职员一般穿着保守的裙装。外国
人在当地不适当着装，如过分暴
露，可能会得罪当地人。

外国游客着装应尽量避免短、
露、透，超过膝盖以上的短裤、短
裙都不宜穿，即使在海滩度假村，
也不允许穿着泳装进餐厅。当地酒
店往往会自行规定服饰要求，一般
情况下，穿标准时尚休闲装，可通
行于高级餐厅或中午便餐场合。斋
月期间，女士们更应注意，尽量穿
长袖衣服和长裤。

迪 拜 炎 热 ， 全 年 大 多 数 时 候
都可穿轻便服装，但冬季有时需
要 穿 毛 衣 和 外 套 ， 尤 其 是 夜 间 ，
温度可能低到 10℃。迪拜全年阳
光普照，紫外线照射强，外出需
戴太阳镜、帽子或采取其他头部
防护措施。

习俗禁忌

阿联酋人爱清洁，做礼拜前必
用水清洗身体。爱好棕色、深蓝
色，忌黄、紫、粉红色；爱羚羊、
骆驼、白鹰等动物。忌猪、十字架
以及六角形图案。阿联酋股市大屏
上，涨、跌颜色特殊，分别用绿
色、红表示。

他们禁止偶像崇拜，如玩具洋
娃娃、裸照等均被视为偶像。

公众场合，男女的亲密行为被
视为无礼，甚至可能被拘捕。不可
在阳台上晾晒内衣、裤。男士不得
进入妇女活动的场所。醉驾、耍酒
疯会受到严厉处罚。

禁 止 乱 扔 垃 圾 或 破 坏 树 木 。
忌讳以酒或女人照片作为礼物送
人。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日前，我看了一个关于“爱如何
传播”的电视短片，立刻让我联想起
我在加拿大所经历的温暖瞬间。

我路遇的3次温暖

那是 6 年前，我第一次到加拿大
旅行。我带着儿子去沃尔玛买完东
西，准备乘坐公交车返回住处。然
而，加拿大的公交站牌是不标注起
点、终点的，只是在杆子上挂个公交
公司的小招牌，根本看不出是哪路
车、往哪里去。我见一辆公交车进
站，便问司机11路公交车的车站在哪
里，司机给我指了一个很远的方向。
顶着烈日，我和儿子顺着那个方向寻
去，边走边问路人，但所遇之人平时
都是开车出行，并不知晓11路车站所
在。正在无措间，只见一辆公交车停
在我们面前，车门随之打开。我犹豫
着问司机这辆车是往哪里开的？司机

却说：“你们是不是在找我的 11 路车
啊？刚才有位司机通过广播告诉我
了，我就是来接你们的。”然后他示
意让我们上车，又指着马路对面的站
牌介绍周边车站的位置，介绍完毕才
启动车辆。此时我还有些不敢相信，
初来乍到，生怕英语的听力不能保证
理解的准确性，于是我问儿子：“这
车真是来接咱俩的吗？”儿子笑笑
说：“我也是听他这么说的，真不可
思议啊！”

3 年前，我定居加拿大，买了
车，出行方便多了。冬日的一个午
后，我在车里趴在方向盘上一边等朋
友，一边晒太阳。此时突然有人敲我
的车窗，我抬起头来，见一位女士站
在我的车边，用焦急的语气问我：

“你还好吗？你没事吧？”“没事啊，
我挺好的！”我笑着说。那位女士
说：“你确认没事就好，我以为你不
舒服。”说完便点点头离开了。回味
着刚才的情景，一股温流从我心底荡
漾开来：以寒冷著称的加拿大却孕育

了如此温暖的加拿大人！
还有一次，我家老人病愈出院

后，我们推着政府送来的轮椅，去超
市买了一堆生活用品。正当我们推着
装满东西的轮椅在路边行走的时候，
有辆轿车从身边经过，而后又倒了回
来，司机摇下窗户问：“需要我送你
们回家吗？”这突如其来的问话，令
我非常感激，我笑着说了声：“谢
谢，不用了。”

温暖他人，也温暖自己

不久前，我去一家超市买东西，
看到一对华人老夫妇正在把购物车里
的洗发水、牙膏等生活必需品，一件
件地装入双肩背包里。我立刻明白，
他们应该没有车，需要走路回家。看
到那么多物品，我有些心疼地问：

“要不要送你们回家啊？”夫妇俩有些
惊讶地看看我，然后笑笑说：“没
事，我们走着回去就行了，几公里

路，权当锻炼身体了。”我见他们如
此说，便去忙自己的了。然而，当我
走出超市，却再次看到了那对老夫
妇，只见他们吃力地帮助对方背上背
包，男人手里还另外提着两个很沉的
大袋子。我忍不住再次说：“我还是
送你们吧，东西太沉了。大家都不容
易，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经历过
没有车的日子。”在我的一再劝说
下，夫妇俩终于高兴地坐上了我的
车。聊天中，我得知他们是来帮助看
小孙子的，再住两个月就要回中国
了。

当我送完那对老夫妇回到家时，
天色已黑，我的心依然是暖暖的。一
进门我就把刚才的“光荣事迹”告诉
了儿子，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有点像
儿时“我的红领巾更鲜艳了”的感
觉。

我知道，我的这份儿温暖是从加
拿大人那里传递过来的，传递温暖的
同时，温暖了他人，也温暖了自己，
会感觉世界也变得温暖起来。

来场比赛 酣畅淋漓

“没有什么比一场酣畅淋漓的篮球赛更
能舒缓压力的了。”刚从球场上下来的毛里
塔尼亚雨水项目部的小刘如是说。通过合
理适当的运动，不仅能丰富境外员工相对
单一的业余生活，也能增强体质，打造健
康体魄。在每个境外项目部成立时，公司
都会为其采购乒乓球桌、篮球架、羽毛球
等相关体育设备，完善文体活动室。近年
来，考虑到激烈的竞技类的球赛并不太适
合女员工，还专门为她们配备了台球、跑
步机、健身器械等运动设备。每年，公司
工会还定期开展慰问活动，为境外员工

“送清凉”“送温暖”，免费发放书籍、时令
水果、饮品等，感谢他们“为国争光，为

企奉献”的精神。

境内境外 网络时代

网络通讯的日益便捷，对境外员工来
说，带来的不仅仅是工作效率的大幅提
高，更多的则是改善了远距离造成的生疏
感。公司建有各种QQ群，及时发布相应的
学习资料，员工们不论身处国内国外，均
在群里献言献策，虽然会受到时差影响，
却丝毫不会妨碍他们讨论的热情。

微信的日益普及更是在逢年过节时，
让境外员工感受到别样的节日喜庆。公司
的微信公众号会在节日期间推送专属海外
员工的祝福图文，还会通过每周一期的

“图说海外”，甄选海外员工的摄影作品，
向社会传递海外工作与生活的状态。在刚

刚过去的春节，海外员工的微信群里热闹
非凡，有别情，有喜泪，更有祝福与期盼。

海外项目上的年轻人，除了使用微
信、QQ等社交平台，还纷纷开通了新浪微
博，通过转发、评论等方式与国内互动，
了解最新公司动态，分享海外员工生活状
态。

海外过年 过出特色

虽然在海外过年不如在国内那么热
闹，但是非常有特色。新年装饰、美食和
文艺汇演必不可少，而最有意义的莫过于
教外籍员工贴春联、念古文、学习中华传
统文化了。这不，埃塞俄比亚铁路项目部
的外籍员工一边贴着春联，一边在翻译的
讲解下获悉汉字背后的意义，和中国员工
一起感受新春佳节的愉悦；毛里塔尼亚雨
水工程项目部则通过绘制一组国学文化
墙，向外籍员工展示中国古代圣贤的品德
和智慧，帮助项目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
观。

最温暖的时刻，是海外员工们三五成
群地围坐在一起吃火锅、看“春晚”。从国
内带来的电磁炉和火锅底料此时格外抢
手，所用的食材除了鸡肉、牛肉和土豆是
在当地购买的，其余的都摘自项目部的

“幸福小农场”，小白菜、菠菜、韭菜、香
菜……这可是海外员工们自己种的绿色蔬
菜呀。员工们在享用热气腾腾的火锅同
时，还兴趣盎然地评说着“春晚”节目，
虽然褒贬不一，但欢聚的气氛却是其乐融
融。

还有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情，就是海外
员工们去中国驻毛里塔尼亚大使馆参加了
文艺汇演。毛里塔尼亚经商参处项目部表
演的3人小品《三句半》在现场掀起了一阵
小高潮，而毛里塔尼亚雨水项目部的口琴
独 奏 《You Rise Me Up》 和 独 唱 《车
站》，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他们通过自编、
自导、自演的节目，向人们展示了中铁四
局海外员工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

杜老师：
某媒体中说：“他连忙一轱辘爬起来，来到花

前，继续如法炮制——喷水。”请问，其中“一轱辘
爬起来”的写法是否妥当？谢谢！

河南读者 魏卫青

魏卫青读者：
现在一般写成“一骨碌爬起来”，工具书中也是

这样写的。例如：
（1） 他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现代汉语词

典》）
（2） 身子一骨碌就爬起来了。（《现代汉语学习

词典》）
（3） 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当代汉语词

典》）
（4） 连忙一骨碌从床上爬起，察看动静。（《汉

语大辞典》引自《官场现形记》中的例句）
从社会使用来看，人们一般也采用“一骨碌爬

起来”的写法。因此，提问中的“一轱辘”宜写成
“一骨碌”。

“轱辘”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车轮”的意思。
例如：

（5） 车轱辘坏了，我去修修。
（6）后轱辘上好像粘上了什么东西，你去瞧瞧。
“轱辘”的另一个意思是“滚动”。例如：
（7）“珠子轱辘到桌子底下去了。”
请注意，“骨碌”也有“滚动”的意思，在表示

“滚动”的意思时，用“轱辘”或“骨碌”都是可以的。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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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递 温 暖
王若兵（寄自加拿大）

建在海外的“幸福之家”
张靳晶 高宝林

“坐在飞机舷窗边的座位上，看着外面一团团白色的云
朵和巨大的机翼时，才明白这趟旅程正式开始了。既然选择
了这条路，就别回头，往前飞奔吧。”这是一个刚刚毕业的
23岁小伙儿，在抵达苏丹后发到朋友圈的一条微信，文字中
有着掩盖不住的青春气息，有着扑面而来的兴奋喜悦，也有
着对新环境的些许紧张。而他，只是中铁四局海外工程分公
司诸多海外项目参建员工中的一分子，带着对海外建设的新
奇与热情，开始融入到全新的海外生活中。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纵深发展，中铁四局海外
工程分公司响应“做大做强海外业务板块”的号召，加速推
进“大海外”战略的落地生根。

目前，在建项目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亚洲，涉及埃塞俄比
亚、毛里塔尼亚、苏丹、蒙古等国家。对于中国建设者们而
言，这些国家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生态无疑是陌生的。那么，
如何让这些远离祖国和亲人、在陌生国度中拼搏的建设者们
拥有一个温馨的生活环境呢？ “海外幸福之家”的构建，
确实让他们感受到了“家”的熟悉感和幸福感。

贴上窗花，迎春接福。贴上窗花，迎春接福。

笑在脸上，暖在心里。笑在脸上，暖在心里。

漫
画
来
源
：
南
京
腾
易
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