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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交

莫桑比克人性情温和，待人热
情，重视礼貌，讲究礼仪。他们生
活节奏较慢，常说的一句话是“明
天再说”。走在大街上，即使彼此不
认识，他们也会友好地打招呼：朋
友！你好！见到中国人，会热情地
喊“中国”！让人感到当地人的友好
情谊。见到客人时，他们总是主动
问候，如“您好”“见到您真高兴”

“您的身体好吗”“您到莫桑比克后
还习惯吗”“我能够为您做点什么事
情呢”等。

男性朋友的见面礼节，一般是
握手。久别重逢时，为了表示亲
密、友好，除握手致意外，还会相
互拥抱、亲面颊。女士之间的见面
礼节，是亲吻面颊。男女见面时，
一般是握手，但比较亲近的同事或
朋友，常常互吻两腮。男女初次见
面，一般是点头示意，如果女士主
动伸出手，男士才可与之握手。到
莫桑比克人家中拜访，赠送有纪念
意义的礼品给主人，会让他们高兴。

称 谓

莫桑比克人平时很重视称谓。
至爱亲朋常常用爱称；见到老人，
即使不认识，也会敬称“老爷爷”

“老奶奶”；对于那些比自己年长的
人，称“大叔”“大妈”；朋友之
间，称兄弟、姐妹等。社交场合，
尊敬的称呼是“先生”“夫人”“小
姐”或者“姑娘”。对于无法判断婚
姻状况的女子，除年轻姑娘之外，
一般均可称之为“夫人”。在莫桑比
克，“夫人”一词还有“女士”的含
义，是对成年女性的一种礼貌称谓。

在职场，多称谓头衔、职务或
加姓氏。对于政府高官，则要称

“阁下”，如“总统阁下” “部长阁
下”。上下级之间等级观念比较明
显，下级对上级的称呼毕恭毕敬，
通常是将职务与先生联称，如 “部
长先生”等。上级对下级，则是直
呼本名，显得自然、亲切。

他们的姓名，一般由本名+母名
或母姓+父姓组成，一般称父姓。

“同志”称呼见于执政党内部或友党
之间。

饮 食

莫桑比克北方以玉米为主食，
南方多吃大米。不过，木薯是莫桑
比克全国最普遍的日常食品。肉食类
最多的是牛、羊、鸡肉，猪肉很少。
另外，海鱼、海虾等海产品丰富，也
是当地人喜爱的食物。虽然当地气候
和土壤适宜蔬菜生长，但人们并不太
爱吃蔬菜，种植也不很多。

在农村，人们习惯用手抓饭，
城里则用刀叉、盘子。当地人若用
大米饭招待客人，一般有两种吃
法：一是白米饭煮成八成熟后，往
上面浇一层滚开的牛肉西红柿浓
汁；另一种是米饭煮熟后加入肉
丁、胡萝卜丁、盐等再焖到烂熟。
这两种吃法味道都很鲜美。

他 们 的 特 色 传 统 食 品 有 炸 蚂

蚁、乌嘎里等。“乌嘎里”是用玉米

面制作的，先把水烧开，将浓玉米

面糊投入锅中，煮成干稠，然后翻

个面，再放入锅中烤，直到散发出

香味，即可出锅食用。这些食品不

仅日常食用，待客也不可或缺。

他们日常喝的酒“布萨”，是用
椰子或粮食酿造的。喝酒时，他们
常常是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集体
喝，每个人把自己数米长的细管，
插进酒桶，边吸喝，边谈天说地，
间或会有人醉倒在地。

腰果，因其形状和人体的肾形
相似而得名。莫桑比克素有“腰果
王国”之称，到处生长着高大繁茂

的腰果树。在当地，家家都少不了
腰果，当地人平常吃腰果仁，喝腰
果汁、腰果酒，也用腰果待客。

服 饰

莫桑比克人讲究衣着，凡在正

式场合，即使天气炎热，男人也要

穿上西装、打上领带。条件不好

的，也会尽量穿上体面的衣服。女

子穿戴更为讲究，衣服颜色艳丽，

且需佩戴各式各样的金属饰物。

莫桑比克女子身上最引人注意
的，是那块叫做“卡普拉纳”（Cap-
ulana） 的花布，一般为棉制品，上
面印有形色各异的图案，如花卉、
花果、谷穗、羊角、球体、抽象画
或几何图形等，显示出多姿多彩的
民风习俗。这可是非洲传统服饰的
代表啊！由于它以同样的尺寸出
售，一般的尺寸是 1.20 米×1.80 米，
故称“布块”。在莫桑比克商业活动
中，它有时甚至可当作货币使用。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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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

得到陈寅恪先生惠赠的英国收藏抄本《蒙古字
韵》 的照片。”请问其中的“惠赠”用得是否
妥当？谢谢！

北京读者 曾贵鑫

曾贵鑫读者：
“惠”是敬辞，用于别人对待自己的行

动，表示其行动是加惠于自己的。例如：
（1） 本店已经装修完毕，明天恢复营业，

欢迎新老顾客惠顾。
（2） 盼明日先生惠临，就若干问题深入交

换意见。
（3） 王德贵收到作者赠送的一本书，只见

扉页上写着：“王德贵先生惠存”，后面是作者
签名和签名的时间。

（4） 我们准备将惠赐者的姓名和钱数公布
出来。

（5） 您惠赠的这几件东西，都很实用，非
常感谢。

（6） 10月18日所寄惠函早已收到，迟复为
歉。

（7） 承蒙惠允，参加了这次活动，受益匪
浅。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敬辞“惠”都用

于对方对自己的行为，是一种尊敬对方的说

法。上面例子中的“惠顾”“惠临”“惠存”

等，都是汉语中传统的敬辞。您提到的“惠

赠”用于别人送给自己物品的语境。除例

（5） 外，再如鲁迅在给郑振铎的信中说：“昨

乔峰交到惠赠之 《中国文学史》 三本，谢

谢。”这是鲁迅感谢郑振铎赠送著作的话。书

是郑振铎托乔峰带给鲁迅的，鲁迅收到后，致

信郑振铎表示感谢，其中的“惠赠”是对郑振

铎说的。

您提到的句子是从旁叙述陈寅恪送给罗常

培“抄本 《蒙古字韵》 的照片”，则不宜用

“惠赠”，因为照片的接受者是罗常培，而不是

您提到的这篇文章的作者。原句中的“惠赠”

宜改为“赠送”。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简陋的教室里没有暖气和空调，冬天的冷风不时吹进
来。阿富汗伊本西纳大学汉语系教师法尔扎娜·哈希站在讲
台中央授课，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讲，师生之间不时交流
互动。

21岁的法尔扎娜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为数不多的女性
汉语教师。她教授汉语，传播中国文化，在女性受教育程
度较低的当地社会，实现了个人价值，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当我还是孩子时，就梦想着去中国看看。”法尔扎娜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中国人文古
迹和秀丽风景令她印象深刻。从那时起，她就一直向往中
国文化，期待对中国有更深刻的了解。

“可惜小时候没有机会学汉语。”2013年，法尔扎娜考
进喀布尔大学，得以在这里追寻自己的中国梦。当时，喀
布尔大学孔子学院是阿富汗全国第一所拥有汉语教学点的
学院。

法尔扎娜回忆说，自己在课堂上常常被优美的汉字组
成的句子所吸引，一遍遍跟着老师读，一次次试着理解字
句之间的关系，憧憬着有朝一日也能够站上讲台，和同胞
分享这些知识，为他们打开了解中国的一扇窗。

然而在当地，女性接受教育都是奢望，更不要说让女
性走上教育岗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数据显示，阿富汗全
国目前有350万学龄儿童失学，其中女童比例高达70％。

残酷的现实反而坚定了法尔扎娜成为一名汉语教师的
决心。在法尔扎娜厚厚的简历中，记者看到有中国大使馆
颁发的奖学金荣誉证书、汉语水平考试五级证书、孔子学

院颁发的中国书法比赛优秀奖证书……不难想象，一张张
证书浸满了她艰辛的汗水。

2016 年 9 月，法尔扎娜凭借优异成绩，通过层层选
拔在全院汉语专业毕业生中脱颖而出，被聘为阿富汗伊
本西纳大学汉语教学点教师，成为该校首位女性汉语教
师。

收到聘书那天，法尔扎娜在父亲墓前哭成泪人。“我告
诉爸爸，我也像哥哥一样当老师了。”在她看来，能够成为
大学老师是幸福的，是告慰父亲的最好礼物。

恶劣的安全局势、有限的办学条件、匮乏的教育资
源，至今依然严重制约着汉语教学工作在当地的开展。得
益于中阿两国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这一事业今天正不断走
向正轨，走进更多渴望学习汉语的阿富汗人群。伊本西纳
大学就是为顺应当地社会需要，新发展的两个汉语教学点
之一，并且完全由本土教师承担汉语教学。

据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李惠阳介绍，随着师
资力量不断发展，未来或有更多汉语教师走上讲台传播
中国文化。像法尔扎娜这样喜爱中国文化的本土教师将
越多越好。

据悉，中国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已于 2015 年设
立孔子学院奖学金南亚国家汉语师资班项目。该项目每
年向阿富汗提供约 50 个奖学金名额，帮助当地学生到中
国学习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以推动在阿富汗的汉语教师
本土化建设。

讲台上，“今天”“明天”“未来”，瘦小的法尔扎娜在
白板上用细腻的笔体工工整整写下一个又一个汉字，似乎
也在书写着属于自己和学生们的中国梦……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代贺 蒋超）

近年来，随着民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出国
已不再是什么“稀奇事儿”。世界那么大，我们都
想去看看，“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护照的“含
金量”，也就是中国公民申办签证的便利化水平，
成为民众普遍关心的问题。

提到护照“含金量”，很多人可能首先想到的是
“互免签证”，例如，1月16日刚刚生效的中国与阿联
酋全面互免签证协定。事实上，护照“含金量”的
内涵非常丰富，除互免签证外，还有互发多年多
次签证、外国单方面给予中国公民免签和落地签
证以及简化签证申请材料、缩短签证办理时间
等，统称“签证便利化”。笔者从外交部领事司了
解到，过去几年来，中国在这方面主要取得了以
下5方面成果：

与越来越多的国家缔结互免签证协定

2013年以来，与中国缔结全面免签协定的国家
从 1 个增加到 11 个，包括阿联酋、塞尔维亚、汤
加、厄瓜多尔、斐济等，覆盖美洲、欧洲、非洲、
大洋洲。以阿联酋为例，缔结全面免签协定后，每
年约 100 万的赴阿中国游客和约 350 万过境人员会
从中获益，这两个数字相加，约占内地居民首站出
国人次的8.5%。此外，中国与波黑也签署了免签协
定，生效批准手续正在履行之中。

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单方
面给予中国公民免签和落地签

目前，印度尼西亚、塞班等 16
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允许持普通护
照的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泰国、埃
及、越南、尼泊尔等 40个国家和地
区单方面给予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
民落地签证。

与一些大国达成互发多年
多次签证的制度化安排

以大家比较熟悉的中美多年多
次签证为例，自2014年起，中国公民到美国从事商
务、旅游活动，可以获得有效期最长为10年的多次
入境签证，从事留学活动可以获得有效期最长为 5
年的多次入境签证。即，一次获签之后，10年或者
5年不用再办签证，大大便利了需要多次往返的中
国公民。除美国外，中国还与阿根廷、巴西等国分
别实现互发有效期最长为10年、5年的多次签证。

促成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公民简化签
证申请材料、缩短签证办理周期

比如，在中国的促进下，英国、比利时联合推

出“签证一站式”服务，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分别
推出将签证受理时间缩短至 48 小时、36 小时和 24
小时的服务。中国还协助有关国家在近20个城市设
立数百个签证中心，扩大服务辐射范围，尽量让大
家“少跑路”“少等候”。

为企业发放APEC商务旅行卡

“5 年有效、16 国通行”的 APEC 商务旅行卡，
是专门为企业打造的便利化安排。目前，中国公民
有效持卡量近 4.7 万张，继续居 APEC 各经济体首
位，提升了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走向世界的
竞争力。这些企业人员一卡在手，在 APEC经济体
之间畅行无阻。

目前，中国公民可免办签证前往66个国家和地
区。中国已经同11个国家实现全面互免签证。与波
黑的免签协定正式生效后，将再增加一个国家；40
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给予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落
地签待遇；16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允许持普通护照
的中国公民免签入境。此外，还有41个国家与中国
达成70份简化签证手续协定或安排。

近日，据美国石英财经网报道，全球公民身份

规划顾问公司——恒理环球顾问事务所有限公司发

布的 2018 年护照指数显示，中国护照的排名自 85

位上升至75位，迎来“最强年”。

有人说，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不仅在于能
将你免签带到多少个国家，更在于当你在海外遇
到危险或困难时，它能将你带回祖国。不管身处
炮火纷飞的利比亚、也门等战乱地区，还是遭受
飓风灾害的多米尼克、遭遇火山喷发的巴厘岛，
只要持有中国护照，就能在第一时间得到中国政
府的帮助。在危难关头，中国护照就是平安的保
证，就其安全指数而言，中国护照的“含金量”
可谓成色十足。

提升中国护照“含金量”离不开全社会的支持
和每个人的努力。日新月异的发展进步、人民生活
水平和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为中国公民出国签证
便利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领事服务

礼仪漫谈266

中国护照“含金量”更高更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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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桑 比 克 礼 俗
马保奉

汉语女教师

中国公民申办签证越来越便利

穿着校服的莫桑比克女学生。 图片来源：界面网

陆楚怡

图片来源：搜狐网

阿富汗本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