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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在法国总统访华期间，一位
随行的东方女孩身影不时出现在镜头前、
照片上。她是谁，和中国有什么关系？很
多人纷纷猜测。而在我国著名侨乡浙江青
田和广东汕头，有人一眼便认出了她：

“站在总统身后的女孩不是林家的闺女
么？”“陪在总统夫人身边的是陈老师的外
甥女呀！”骄傲、羡慕之情溢于言表。

是的，女孩名叫林嘉怡，是来自法国的
华三代。几经周折，记者采访了林嘉怡。

23岁的幸运

2017 年 12 月末，正在巴黎过寒假的
林嘉怡，接到了法国驻北京大使馆的电
话。上司告诉她，法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
国事访问，需要她做随行翻译，她瞬间惊
呆了，头脑一片空白。后来，上司告诉她
是给总统夫人做翻译，她仍然不敢相信，
怎么会如此幸运？要知道，她才23岁呀！

在西安的兵马俑，北京的故宫、长
城、鼓楼、后海、国家博物馆等地，林
嘉怡全程陪同了法国第一夫人对中国的
考察访问。她的工作是把导游的汉语介
绍翻译成法语给总统夫人，再把总统夫
人的提问译成汉语给导游，工作的紧张
忙碌不言而喻。林嘉怡珍惜其间的每一
分钟。每天睡前，她都要把当天的情景
再现一遍，总结一下哪些地方可以翻译

得更好。临别前，总统夫人对她的工作
专门表示了感谢。但林嘉怡还是深刻体
验 了 中 国 的 那 句 老 话 ： 艺 无 止 境 。 她
说，自己进步的空间还很大，需要更多
的学习、更多的历练！

3 天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第一天
的欢迎晚宴。那天，翻译员同中法两国元
首及第一夫人共处一个房间，能够近距离
看到他们的神采，真是天大的幸运。“这
一瞬间，会成为自己一生中最珍贵的记
忆。”林嘉怡说。

学中文是任务

1994年，林嘉怡在法国出生。父母亲
是来自汕头和青田的华二代。

小时候的林嘉怡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她10岁已习惯使用法语，高中、大学期间
又研习了英语、意大利语。在巴黎读大学
本科时，选择了翻译专业。可是，颇具语
言天分的她，一碰到汉语，就犯起难来。

问题是，不掌握汉语，她就无法与父母
亲朋顺畅交流。于是，学汉语成了她一项重
要任务。先是在家和父母学，接着报名参加
学校的汉语课程，有了空闲就跑到法亚协
会学习中文。她的中文水平在不断长进。

北京，让林嘉怡的汉语水平突破瓶
颈。2014年 2月，她作为交换生来到北京
语言大学，半年的学习让她的中文水平大
幅提升。2015年9月，从法国大学本科毕
业的林嘉怡再次回到北京，报考了北京语
言大学翻译汉法口译专业。2017 年 6 月，
她获得该校的硕士文凭。如今的她已经可
以熟练地用普通话和人交流。

爱上北京城

毕业后，林嘉怡来到法国驻华大使馆
实习，因工作认真、表现突出被正式聘

用。她的主要工作，是组织中法两国一些
和环境相关的活动，翻译一些资料。

林嘉怡开朗大方，又很沉稳低调。虽
然家境优裕，但她从来不喜张扬。闲暇
时，她喜欢读中国文化和历史方面的书
籍，也看一些中国电影。兴致来了，穿上
牛仔裤，搭上简单的上衣，骑上自行车，
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中兜兜转转。这时的
她，仿佛一位邻家女孩。

掐指一算，她来北京已经 3年。她爱
上了这座城。这不仅因为这座国际大都市
的繁荣便利，也因为她要了解她的前辈是
什么样的人，他们为什么这样想问题做事
情，她需要破解其中的文化基因密码。这
一切都与她自己休戚相关。因此，凡是和
中国历史、文化相关的东西，她学习起来
都如饥似渴，如饮甘霖。

还有，这会使以汉法口译为业的她，
振翅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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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 《中文导报》 报道，修改后的
日本 《口译导游士法》 于 1 月 4 日正式施
行。这标志着即使没有此前所必须的国家
口译导游资格及地方口译导游资格，在日
导游也能面向访日外国游客提供有偿的口
译导游服务。

持证导游紧缺

据日本观光厅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
年，日本旅游市场消费额飙升至创纪录的
4.4 万亿日元 （合 40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8%。其中，中国游客的消费额占日本旅
游市场消费总额的 1/3 以上。然而，在访
日游客数量猛增的背景下，导游不足的问
题也日益严重。

在日本，外语导游和律师、医生一
样，都需经过国家级考试。除了要精通外
语，导游还必须熟知相关的日本历史、地
理、政治、经济、文化等知识，需通过笔
试、口试等多个环节考核，所以真正拥有

资格认证的中文导游很少。
在其他国家，情况也大致如此。
在泰国，外籍导游都是“黑导游”。泰

国 《旅游业及旅游从业者法》 明确规定，
泰国导游必须为泰籍人员，而且必须持有
导游证；在欧洲，中国出境游热潮给欧洲
当地华侨华人带来工作机遇，但导游从业
者培训不足、缺乏合法资质等问题仍有待
解决，这些都导致合格中文导游人数不
足；在南非，随着中国游客越来越多，南
非中文导游极度缺乏，旅游部门已紧急开
设华语导游集训中心……

几家欢喜几家愁

据日本 《中文导报》 报道，日本政府
修订 《口译导游士法》 的原因主要是访日
外国游客大幅增加，外语导游业务方面出
现供需失衡。截至 2017 年 4 月，日本约有
2.3 万人获得口译导游资格，合格率只有
20%左右，而且其中英语导游占 67.8%，需
求高涨的中文导游仅占12%。

此外，持有口译导游证的人普遍集中
在首都圈及京都、大阪等关西地区的大城
市，但外国游客的旅行目的地却涵盖日本
各地。

该修订法案实施后，在日本业内人士
中“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方面，已持有全
国口译导游资格的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认为自己好不容易获得的资格含金量被拉

低；另一方面，原先的没有资格证书的导
游们则欢欣鼓舞，从此以后终于可以合法
从业。

曾在日本从事导游行业的李旻婧在接
受本报采访时表示，去日本旅游的中国游
客大都并不在意导游是否有资格证，他们
更在意导游能否为他们提供好的服务。

“大多数游客更倾向于找女性导游。一
是相比于男性，女性更细心、更细致；二
是当游客买东西购物时，女性导游能给出
更好的参考意见。”此外，会不会玩儿也是
被看重的一点。李旻婧认为，如今，中国
游客已经过了“爆买”的阶段，更倾向于
一种文化的深度游。比起购物，游客们更
想了解、体验日本当地的文化和风土人情。

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华人的优势变得
明显。

李旻婧表示，“很多中国人来日本旅游
更愿意找中国的导游。首先，交流方面没
有障碍；其次，同为中国人，对于事情的
看法和处理事情的方法也更相近。这对于

此前未能取得导游资格认证的华人们来说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但另一方面，对于好不容易取得资格
认证的导游们来说难免有失公允。取消了
导游资格认证后的日本旅游市场竞争压力
和管理难度加大，有证导游的优势被弱化。

打铁还需自身硬

随着日本解禁导游资格考试，一些问

题也接二连三浮出水面。
国内知名旅游专家魏小安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导游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职
业，取消导游资格考试，导游的素质难免
会因此下降。”魏小安认为，可以适当降低
考试难度，让更多人通过考试，取得正规
导游资格。

李旻婧也认为，“无证导游和有证导游
比起来，在业务能力上是参差不齐的。通
过资格考试、有导游证的人，他的业务基
本知识都是过关的。但像‘黑导游’，他能
给游客讲解到什么程度，就全凭平时的积
累和自觉。”

日本第二大旅行社HIS从1月起开始在
其网站上为访日游客和当地向导进行匹配
服务，访日游客可在该网站寻找导游。该
旅行社还为登记的口译导游设置了 5 颗星
评判标准。如果从业者出现恶劣行为，将
会被取消登记。

日本政府方面表示，将继续维持导游的
考试制度，培养更优秀的导游人才。日本观

光厅也将对一些地接旅行社实施注册管理，
建立指导和监督制度，防止不良导游增加。

随着在日导游从业门槛的降低，在
日华人导游的工作无疑有了更好的保障
和更多的发展空间。在打破导游资格证
书这一层天花板之后，在日华人导游能
否获得更好的发展，其自身的能力和专
业素养成为关键。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
业务水平，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
于不败之地。

打破职场天花板:

华人导游提升能力是关键华人导游提升能力是关键
毕梦静毕梦静

长沙举办侨商投资推介会

近日，“长沙市侨商投资推介会”在长沙举行，
中国侨商投资企业协会的 40余名侨商侨领代表到会
寻觅商机。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长沙市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主办。湖南省外事
侨务办副主任吴宜彪，长沙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
主席彭继球等出席。

会上，彭继球向代表团推介说，长沙历史悠
久，风光秀美，区位优越，发展强劲。当前，长沙
正在加快创建国家中心城市，倾力打造华侨华人回
国创新创业的乐园，引资引智引技扶持力度空前，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蕴含巨大潜力。

2017 年，长沙经济总量超过 1 万亿元人民币，
是中部第二个GDP过万亿的城市。目前，长沙市侨
资企业达 1000多家，其中聚集在“侨梦苑”的侨资
企业就有 400 多家，产值达 1000 多亿元，提供就业
岗位3万多个。 （来源：中国侨网）

浙江省侨商会迎春联谊

为引导和鼓励海外侨商回乡投资兴业、创新发
展，日前，以“聚力拥抱新时代 开放创新立潮头”
为主题的浙江省侨商会迎春联谊会在杭州召开，浙
江省侨商会会员代表、侨资企业代表等近200人出席
联谊会。

2017 年，浙江省侨商会不断创新服务平台，在
中国侨商组织中率先发起成立了浙江侨商股权投资
基金，给侨商企业转型发展提供了融资渠道，为海
外高层次专业人士回国创新创业、发展事业和广大
侨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搭建新平台。

（来源：中国新闻网）

加拿大海南总商会交流项目

由加拿大海南总商会主办的世纪创新项目交流
会，近日在海口举行。

海南省科技厅、省农业厅、省工商联等单位相
关负责人以及来自海内外的华商企业家代表及文化
界人士近100人参加。

海南省科技厅副厅长朱东海在致辞中表示，欢
迎海内外的企业家朋友加强与科技厅的交流与合
作，共同服务海南的科技发展和国际交流。海南省
农业厅对外合作处处长黎民英在会上推介海南的休
闲农业，海口综合保税区招商办主任邱进昌向与会
嘉宾介绍了园区的概况和优惠政策。

（来源：中国侨网）

侨 情 乡 讯
林嘉怡

法国总统身后的华裔女孩
本报记者 孙少锋

与国内侨眷的跨国家书，记载了19世纪以来海外华侨华人沿“海上
丝绸之路”迁徙、生存、创业和发展的历程。1月30日在福州举办的福
建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福建省档案局 （馆） 原局

（馆） 长丁志隆、泉州市政协副主席陈铭福等多名福建省人大代表建
言，应进一步加大侨批抢救保护及宣传研究力度，展现其世界记忆遗产
价值。

侨批是海外华侨华人通过民间渠道以及金融、邮政机构寄给国内家
乡眷属的汇款与书信合称，主要分布在福建、广东侨乡。

陈铭福认为，虽然侨批已退出历史舞台，但这些有温度、含有感情
的跨国书信，依然能勾起海外华侨华人对家乡或祖籍地的无限情思，感
染年轻一代的华裔侨眷。

然而，福建侨批作为世界记忆遗产的抢救与保护，目前面临诸多问
题。陈铭福分析称，福建省尚无制定侨批档案保护管理办法，抢救保护
与宣传研究处尴尬境地；侨批广泛分散在侨乡民间，保存状况堪忧；福
建省侨批外流现象越来越严重，珍贵资料难存留本地等。

他建议，加快制定 《福建省侨批档案保护管理办法》，营造有利于
福建侨批保存、生存和传承的良好环境；对福建侨批实施整体性、综合
性抢救保护。

陈铭福认为，应打响侨批这一“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品牌，加大侨
批的海外宣传传播力度，形成一批常态化展示展览侨批文化的平台。

丁志隆也认为，侨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历史见证，要加强对批
局遗址的保护开发。历史上福建侨批业务网络覆盖全省侨乡及东南亚各
地，在新加坡、槟城、万隆等地就有400多家福建批信局，至今在闽南
地区及“海丝”沿线国家仍存有批局遗址。但随着旧城拆迁改造，有些
与侨批有关的建筑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有的已被拆迁，有的已遭废
弃。“建议文物部门加强留存遗址的普查，制定具体的保护和管理措
施，做好开发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设立侨批档案展示馆。”

（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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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晚，“文化中国·四海同春”2018全球华侨华人春节大联欢晚会在湖南长

沙录制，诸多海内外明星登台献艺，向全球华侨华人送上精彩演出和新年祝福。图为

叶童 （左） 与赵雅芝同台献唱《千年等一回》。 中新社记者 杨华峰摄

全球华人春晚录制全球华人春晚录制

林嘉怡在北京后海林嘉怡在北京后海

随行法国访问团的林嘉怡 （左三）

图为日本著名景点富士山 资料图片图为日本著名景点富士山 资料图片

法国总统夫人布丽吉特和林嘉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