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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友好热情

在北京攻读博士学位的大海，对自己第
一天到达这座城市的场景记忆犹新。“我从巴
基斯坦来时，甚至不知道‘你好’是什么意
思。我没有电话卡，住址是英文的，自己找
不到。”正在大海茫然无助时，一个热情的中
国人帮助了他。“一个英文很好的中国年轻人
带我找到了家。从那一刻起，我下定决心要
学好中文。”大海说，“我学着学着汉语，便
爱上了中国和中国人。”

在美丽的西子湖畔，80名意大利工匠留
下难忘的回忆。两年前，为了完成一个国际
总承包的建筑施工项目，他们从罗马飞行15
个小时，到达中国杭州。弗兰科是第一批与
中国工人一起工作的意大利人。在他看来，
中国工人很懂得生活与工作的界限，工作时
严肃认真，闲暇时聊天打闹。“我们神奇般地
通过肢体动作和表情互相沟通。在你来我往
的交流中，我们和中国工人建立起深厚的感
情。”弗兰科说，大家一起看球赛、打篮球，
一起组织烧烤晚会，“中国人，打起交道来富
有人情味，很有趣。”

刚刚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得到博士
学位的迪娜，是一位美丽的埃及女孩。迪娜
坦言，因为北京人热情开朗的性格让她爱上
中国。“我们学校里有很多老爷爷老奶奶。当
时，我刚学中文，表达能力不是很好，可他
们总是很认真地听我说话，有时还和我开玩

笑。”对于为什么与老人聊得来，迪娜解释
说：“因为我觉得，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
当笔者请她给“真正的中国人”下个定义
时，迪娜又笑了：“就是觉得他们都很好，很
热心，很乐观，特别有鼓励你的感觉。”

着迷传统文化

外国人到中国一看自然风光，二看历史
文化。对于很多人来说，后者拥有更大的吸
引力。

来自古巴的王少聪有一个很“中国”的
名字。“这是古巴孔子学院的老师给我取的，
我觉得很好听。”王少聪与中国结缘，正是在
孔子学院。“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特别是书
法与水墨画，那意境是无与伦比的！压力大
的时候，我能从中感到安静、放松，尤其写
意画，可以很自由自在地表达我的想法。”来
到北京后，王少聪的足迹遍及中国美术馆、
国家博物馆等地，在他眼里，北京是“看展
逛会的天堂”。

“我特别爱看 《三国演义》，它让我很着
迷。”谈及中国历史，王少聪十分兴奋。“我
很喜欢北京的四合院，很喜欢故宫、景山、
颐和园、鼓楼大街，那里充满了历史的味
道。”王少聪强调道，虽然这些名胜古迹之前
在书本上也看过，但亲身感受后会让人更加
赞叹。“让人叹为观止的，不只是古迹本身的
宏伟壮阔，更重要的是它们散发出的文化气
息。”他说，“那是北京独有的！”

醉心各类美食

中国美食花样繁多，中国朋友真诚善
良。美食和朋友，让许多在华外国人感到温
暖、踏实。

在微博上拥有 20 万粉丝的韩国“网红”
李惠兰，是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学霸”，
目前作为一位“美妆博主”，活跃在社交媒体
上。谈起当初来北京的原因，说话带有一点
京腔的李惠兰有些不好意思：“当时因为失
恋，我想换一个环境，恰好那个时间段没有
合适的去美英的机会，很偶然地来到了中
国，当时，我连一句汉语都不会。”

邂逅中国，李惠兰开始努力学习中文，
当然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尝到了在语言
不通的环境下，独自一人漂泊在外的滋味。

“当时，我遇到过很多麻烦，在学校时各国学
生都在一起，可来帮我最多的，还是中国朋
友，我们到现在都还保持联系。”她说。

“中国朋友都说我的性格很像中国人，不
太像韩国人。”谈话时，这位美丽的韩国女生
还特别提到了中国美食：“我经常和朋友们去
吃中餐，现在一回韩国就瘦，一回中国就
胖。可是没办法啊，我还是很喜欢吃美食。”

最近，李惠兰刚刚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主营皮肤护理与美妆推广。在与笔者交谈
中，这位韩国女生始终对生活在北京感到幸
福：“我真的很爱这里，它就像我的第二个
家，什么都觉得很舒服。”

惊叹飞速发展

如今，中国的快速发展让很多外国人惊
叹，同时他们也很乐意享受这充满活力和便
捷的现代生活——移动支付几乎可以在任何
场合使用；高铁四通八达，城内公交方便，
共享单车随处可见……良好的社会治安也让
很多老外改掉了来华前夜不出门的习惯，甚
至有人在网上发帖：“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但
人民保持团结稳定，这简直就是杰作！”

在北京一所高校担任德语外教的沙天
凡，同样对于中国的发展变化赞叹不已。“上
世纪 80 年代，我曾经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
10年后、20年后，我分别回到中国，看到了
这个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已认识中国 20
个春秋的沙天凡，说起汉语来字正腔圆。

“我和学生会在课余讨论足球，气氛十分
热烈。他们关心拜仁、多特蒙德，我有时候
也关心北京国安。”沙天凡笑着说，“当然，
我也感受到中国学生的勤奋、刻苦，毕竟他
们需要经过很多竞争，才能在社会上立足，
这一点我很佩服他们。我也鼓励学生们多去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一点很重要。从这些
年轻人身上，我能看到中国的希望与未来。”

乐享创新机遇

来自越南的褚氏水和来自印度尼西亚的

孙雅，是两名在中国攻读硕士学位的留学
生。

“我来之前，还以为北京和河内差不多，
是一个很传统的城市，有着自己的古老特
色。但来之后，我发现这里很国际化。”褚氏
水说。对此，孙雅也很有感触：“北京的
CBD，还有我很喜欢的三里屯，都很现代、
很漂亮，有一种国际大都市的气派，让我感
到很新奇。”

谈话中，她们还特别强调：“其实这里好
多人的英语都很好，沟通起来非常方便。身
边很多中国同学有海外学习的经历，我们也
会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东西。”

中国的经济增长，也给来华外国人提供
了诸多机会。在“美版知乎”Quora 上，有
外国朋友提问道：“为什么那么多老外去了中
国后，都认为中国好？”大家回答说：“这个
国家曾经贫困落后，但最近几十年，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让人着迷”；“如果你是
有专业技能的老外，便可以在这里生活得很
好。中国经济繁荣，机会也多。”

“机遇”这个词，是很多在华留学生的共
同感受。“中国的机会真的很多，在这里，很
多新奇的东西正逐渐形成，并且拥有自己的
特色。”来自德国的茱莉亚说，“很多东西，
中国是跳过了一个发展阶段，反而没什么负
担，接受得更快。”

作为一名明年毕业的留学生，茱莉亚接
下来打算去中国的共享单车公司进行实习，

“我很想知道，短短一年，这个东西如何在中
国遍地都是？”

“人间仙境”“世界最美小镇”“来自
天堂的明信片”……这些耀眼的标签，都
指向同一个地方——哈尔施塔特，阿尔卑
斯山脉东部的萨尔茨卡默古特地区，一个
古老的奥地利小镇，光环之下，令人神往。

火车弯弯绕绕，穿梭在清晨云雾缭绕
的山林间，清新舒畅，好似“最美小镇”
的预告片。列车靠站后，我们转乘摆渡船
前往哈尔施塔特。小船行驶在开阔的湖面
上，缓慢拨开层层水雾，一点一点地揭开
了小镇神秘的面纱。

依山而建的民居绵延湖畔，顶着尖尖
的木屋顶，刷着五彩缤纷的糖果色，仿佛
童话里的模样。摆渡船靠岸，没走几步就
来到热闹的集市广场，花团锦簇；沿着小
道一路向北，转到坡上，豁然开朗。教
堂、木屋民居尽收眼底，蜿蜒躺在哈尔施
塔特湖的臂弯里，小镇的招牌景点、声名
远扬的“明信片角度”便拍摄于此。

绝美的湖光山色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
客慕名而来，近年中国游客也日渐增多。
但由于小镇面积很小，大多数游客只安排
一天甚至半天的行程，赶在日落前乘摆渡
船离开。而这个小镇的昼与夜，恰恰拥有
截然不同的气质：如果说白天的哈尔施塔
特属于全世界，那么夜幕降临后，它则独
属于每一个留宿的旅人。

白日里熙熙攘攘的小镇在夜幕下回归
宁静。静静感受哈尔施塔特湖浸润的安逸
与灵气，欣赏优雅而骄傲的白天鹅游弋水
中，好像自己也多了几分遗世独立的仙气。

微风轻拂，吹来淡淡的泛舟划水声。
树叶沙沙响，很多细小的声音被无限放
大，温柔地充盈耳畔，填满心间。那一
刻，所有的疲惫和忧虑，都瞬间烟消云散。

漫无目的地把哈尔施塔特小镇再走一

遍，路过山间小溪，路过民居花园，就会
重新发现许多因白天匆匆一瞥而错过的景
致，收获一些不期而遇的新风景。

无论是围栏上大号皮靴里栽种的浅紫
色小花，还是躲藏在草丛里的陶瓷罐儿小
天使，都透着小镇骨子里的精致与非凡，
仿佛转一个弯儿，就能与意想不到的惊喜
撞个满怀。

我们偶然遇见，老奶奶打点着自家花
园，老爷爷收拾着木屋一隅，这才是真正
走进当地人的生活。随处可见的温馨花
篮、精美木雕、可爱布娃娃，仿佛每一个
用心经营的小角落，都要捧在手心里珍惜
才好。这让人不禁感叹，他们是心灵手巧
的艺术家，更是乐观精致的生活家，享受
着大自然馈赠的同时，更懂得如何与自然
和谐相处。

此时，天色已渐渐沉下来，深蓝色的
夜空透得发亮。漫天的星星包裹着每个人
的小心思，那是对哈尔施塔特更深的迷恋。

第二天日出前早早起床，赴一场清晨
的约会。等待柔软的金色阳光一点一点洒
下来，从高远的山林蔓延至眼前教堂尖
顶、木屋屋檐、平静湖面，直到清晨的第
一班摆渡船缓慢地划开水面，金色的波光
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欢喜，跳动着，闪耀
着，温柔地唤醒整个小镇。

薄雾轻起，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又会
有新一批游客“光顾”哈尔施塔特，用镜
头匆匆记录这个世界最美小镇，然后赶着
节奏离开。但须知千篇一律的明信片角
度，如同打卡一般的机械复制再无新意，
只有放慢脚步、用心感受，才能发现新的
风景，找寻内心的宁静。

去漫步吧，在哈尔施塔特，也许最难
得的就是“虚度”时光。

若从占有者身份来看，中国园林可分为
两大类：一类是皇家园林，如北京的颐和
园、承德的避暑山庄等，供昔日帝王玩乐休
憩，占地巨大，建筑宏伟，气派十足；另一
类是私家园林，是古代巨贾或官宦人家所修
的私家宅院，规模虽比不得皇家，但其精巧
雅致别具一格，亭台楼阁、一花一木讲究而
不将就，一座园子可能历经数百年沧桑，多
次易主，从兴旺到衰败，再修葺与新生。苏
州园林属于后者。

走进拙政园，只见园子正中有一大片池
塘，塘中荷叶田田。碧绿的荷叶在微风中摇
曳，让人感到一种安详与怡然。我被这一池
碧绿吸引，不禁在池边停留凝视。池塘周围
散布着形态各异的亭、堂、馆、楼、轩，而

每一处建筑内都可看到这片池塘的美景。
拙政园中的建筑名称大多与荷花有关。

据说，拙政园最早的主人——明代御史王献
臣，之所以要大力栽培荷花，就是为了表达
其孤高不群的品格。凝视得久了，我仿佛在
一瞬间看到了园子曾经的主人，坐在窗边、
站在楼上、倚身亭内，望着夏日盛开的荷
花，在当空明月下欣赏荷塘月色，在漫天飞
舞的雪花中看着一池的白茫茫……待我缓过
神来，发现游客三三两两地坐在池边，或休
憩谈笑，或按下快门要将这景致“带走”，还
有学生模样的青年拿着素描本静静地写生。
人们各得其所，闲适、恬淡、宁静油然而生。

让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园子中一处精妙
的所在“与谁同坐轩”。它是一个扇形亭子式

建筑，背衬葱翠小山，前倚碧波清池。从正
面看，它的房檐两侧有两个向上翘、像小翅
膀的构造，房顶正中还有一个形似清朝官帽
的“盖”。据介绍，这象征着飞黄腾达、步步
高升，寄托着园子主人对家族兴旺的期盼。

除了好的寓意，“叠景”这一古代造园技
巧也在这座建筑中运用得淋漓尽致——那个

“官帽盖”其实和“与谁同坐轩”不是同一座
建筑，而是后面假山上的另一处小亭。由于
视觉关系，它们看去仿佛成为一个整体。亭
中有扇形窗洞，透过它能看到另一侧的美景。

一处景致运用了叠加、透视、景中景等手
法，其艺术精妙可见一斑。独具匠心造景建
园，显露出昔日园主财力与文化的深厚，也让
人不得不佩服古人的想象力与艺术表现力。

旅居中国的五大理由旅居中国的五大理由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数据

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旅

游人数达6510万人次，同比

增长4.5%；入境旅游人数超

过了出境旅游人数。2016

年，公安部批准的在中国永

久居留的外国人，也同比增

长了163%。

美丽的风光、深厚的文

化、诱人的美食、安全的环

境、便捷的交通、繁荣的经

济、友好的人民……如今，

在越来越多外国人眼中，中

国是个充满诱惑和机遇的优

选旅居地。许多老外来华旅

游、上学后，仍流连忘返，

有些人干脆留下来工作生

活，渐渐融入中国社会中。

身穿中国古代皇宫服饰的外国友人在北京景山公园自拍留念。 本报记者 高 炳摄

罗 兰 李忱阳

最美小镇哈尔施塔特
唐诗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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