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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快速发展的航运业干

扰江豚的声呐通讯……”请问其中“通讯”
的写法是否妥当？谢谢！

天津读者 焦曲秀

焦曲秀读者；

表示“传递信息”“交流信息”一类意

思时，宜用“通信”。例如：

（1） 团长接到通信员送来的一封信，打

开一看，笑了起来。
（2） 连长派出两个通信兵，检查电话线

路。
（3） 请告之您的通信处，以便寄上样

刊。
（4） 老王从自己的通信录里查到了一位

老同学的电话。
（5） 这是我国不久前发射成功的新一代

通信卫星。
“通讯”则指一种新闻体裁，用于新闻

报道方面。例如：

（6） 这篇通讯翔实而生动地报道了某部

在抗洪抢险中的事迹。

（7） 各国通讯社竞相报道了这场足球

赛。

（8） 该报在各地建立了通讯网，所以能

及时刊出各地信息。

（9） 他今年给报社写了几十篇文章，质

量都不错，是个优秀的通讯员。

（10） 这个版面内容丰富，有消息、通

讯、专访等。

过去，“通讯”也有“通信”的用法。

但是现在不可以这样用了。所以，《现代汉

语词典》 在解释“通讯”时说明，“通讯，

旧同通信”。也就是说，过去“通讯”有

“同‘通信’”的用法，但是现在不这样使

用“通讯”了，这是值得注意的。

因此，您提到的“快速发展的航运业干

扰江豚的声呐通讯”宜写成“快速发展的航

运业干扰江豚的声呐通信”。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的名刹古寺刚噶拉马寺，记者
竟意外地“遇见”一尊巍然耸立的关公像。雕像表面有岁
月斑驳的痕迹，但依然面相庄严，魁梧雄壮。

印度洋岛国斯里兰卡，古称狮子国，又名师子国、僧
伽罗、锡兰等。这个在中国古籍中反复出现的国家，位于
亚欧航线的中点，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东西方十字路口”。
记者日前来到这里，寻访千年“海丝”留下的文明印记。

玉佛轮回

1600 多年前，斯里兰卡国王得悉东晋孝武帝崇奉佛
教，特派遣使者渡海送来一尊四尺二寸高玉佛像。这尊原
供奉在南京瓦官寺的佛像，本是中国与斯里兰卡友好交往
的见证，可惜已经失传。

如今，一尊来自中国的白色玉佛跨越重洋，出现在斯
里兰卡刚噶拉马寺的庭院里。玉佛旁的文字介绍说，这尊
大玉佛，连同佛龛重48吨，由福建泉州商人于2015年底捐
赠给寺庙，出自福建工艺美术大师孙文宏之手。

生长在泉州的孙文宏用艺术接续绵延“海上丝绸之
路”记忆。他说：我把雕刻作品带到“海丝”沿线国家，
就像古代泉州的船只把瓷器、茶叶带到斯里兰卡，又从那
里带回当地的物产。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和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
都记录了泉州港的繁华，认为它是当时世界最大的港口之
一。与泉州的辉煌遥相呼应，斯里兰卡作为商船往来于东
亚与南亚、中东和欧洲的必经之地，也繁盛一时。

今天，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斯里兰
卡等沿线国家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郑和遗碑

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4号展厅里，来自中国的游客在一
块字迹模糊的石碑前啧啧称奇。人们熟知郑和下西洋的事
迹，但很少有人知道，郑和船队曾多次停靠斯里兰卡，还
在这里留下了一块石碑。

公元1405年至1433年，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七次下西
洋，先后出访了东南亚、南亚、西亚及东非的30多个国家
和地区，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迹。

斯里兰卡考古专家查迪玛说，七下西洋的28年间，郑
和在海外多地立碑，但被发现并保存至今的独此一块。它
是郑和下西洋这一壮举的最真实的历史见证。

石碑不到一人高，有二龙戏珠的浮雕和花纹，碑上的汉
字依稀可辨，写着“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

世尊……”左上的泰米尔文、左下的波斯文损毁较为严重。
据悉，这块“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是公元 1409年郑和

下西洋前，在南京刻好，然后随船带到斯里兰卡的，分别
用三种语言表示对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颂扬和敬献。

查迪玛说：“石碑表达了对三种宗教的礼敬与尊重，体
现了当时中国所具有的宽广胸怀和世界眼光，这也是为什
么郑和七下西洋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今，一支来自上海博物馆的考古队，正在斯里兰卡
发掘古代遗址，寻找、研究斯里兰卡的“海丝”史迹。这
支考古队的领队、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陈杰说，除
了郑和碑，斯里兰卡还有很多中国文物，尤其是很多中国
瓷器的面纱还没有被真正揭开。

法显足迹

东晋僧人法显抵达斯里兰卡，比郑和还要早一千年。
公元 399 年，他以 65 岁的高龄从长安出发，历经艰险西行
至天竺 （古代印度） 取经。10年后，他从印度南部乘船抵
达斯里兰卡。

笃信佛教的斯里兰卡人崇敬法显不畏艰险、一心求法
的精神，把法显栖身过的岩洞叫做“法显石洞”，以香火供
奉。法显石洞位于科伦坡以南 50 公里的一座山的腰间，
宽、高约50米，径深8米，是斯里兰卡最大的岩洞。

石洞所在的山脚下，就是斯中友谊村。上世纪 80 年
代，为纪念法显，中国政府在此援建数百套民居，后来便
形成了这座村庄。村口竖着一块纪念碑，用僧伽罗文、中
文和英文3种文字记录两国的友谊。

法显在斯里兰卡家喻户晓，还因为他写的 《佛国记》
（又名《法显传》） 记录了1600年前当地风土人情，成为见
证斯里兰卡历史的重要史料。据他记载，各国商人往来居
住在斯里兰卡，使这里成为乐土，吸引更多人前来定居，
于是发展成为大国。可见，斯里兰卡的命运，从古至今都
与海上贸易紧密相连。

近八旬的法显乘坐商船回国，于公元412年在今天的山

东崂山附近登陆。从65岁启程，到78岁回国，其间，他由

陆上丝绸之路西行取经，游历沿途众多国家，又取道海上

丝绸之路归国，成为有据可查的走通陆上、海上丝绸之路

第一人。

法显走通海陆两条丝绸之路，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

艰辛。如今的丝绸之路，正在变成一条光明坦途。越来越

多国家响应、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沿线交通更加畅通

便利，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文化旅游和民间交往日益频

繁，丝绸之路正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复兴气象。

（据新华社科伦坡电 记者杨定都）

天津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
1976 年，受唐山大地震波及的天津，被震坏

的“大杂院”老旧平房随处可见，应急搭建的临建
棚挤满了海河两岸。我家两间砖瓦房的屋顶也被震
塌了，一家人为此忙乱了好一阵子。当时我的亲朋
中没有住楼房的，也没有自家的洗手间和电话。为
了做饭和取暖，家家户户烧煤球或蜂窝煤炉子，再
加上工厂的烟灰，真是刮风漫天土，下雨满街泥。
那时的天津，没有一点国际大都市的样子。

都说天津人说话真哏儿，天津人知足长乐，但
那时候流传在天津的民谣却是苦涩的：“汽车没有
自行车快，临时窝棚到处盖，自来水可以腌咸
菜！”。这就是40年前的“天津三大怪”。

昔日“三大怪” 今日“俱往矣”

1978 年，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年、恢

复高考的第二年，初中毕业后在天津锻压机床厂当

了3年学徒工的我，考上了天津理工学院，从此改

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那一年，我21岁。

我还记得自己考上大学了，给喜欢喝茶的父亲
沏了杯好茶，但父亲说茶水是咸味儿的！当时天津
人煮的白粥、喝的豆浆都是咸味的。

改革开放后的天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到我上大学时，天津已经着手解决“三大怪”问题。
著名的“引滦入津”工程让天津人喝上了甜水；京津
塘高速公路、立交桥的兴建，大大改善了天津的交通
状况；煤气灶取代了煤球炉，人民生活品质得以改

善。再有，天津古文化街和天津食品一条街工程在全

国领了风气之先。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天津市经济技

术开发区“泰达”已经开始招商引资，滨海区也开始

大变样，成为天津发展的新动力。

女大十八变 越变越好看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这话真好像说的

是改革开放后的家乡天津。不仅仅是我们海外华人

听闻天津巨变的喜讯而惊叹，就是在天津本地的亲

朋和同学，也无不为海河两岸这几年的旧貌换新颜

而惊喜。这几年，我回国出差到天津，眼见着高楼

大厦越来越多，新建的立交桥、道路、轻轨、地铁

和文化广场等越来越立体化、现代化，港口、机

场、大学、研究中心以及半个小时就到北京的高

铁，更让天津的投资环境越来越有吸引力了。

2015 年，我曾经在美国 《侨报》 上发表了

《“洋味儿”的天津五大道》一文，惊叹天津的老

街道、小洋楼变了模样，意大利风情街、津湾广场

等成为了市中心海河岸边漂亮新景观。如今，如果

问中国哪里的建筑最有“洋味儿”，我一定会说，

非天津五大道莫属。这两年我每次回天津，都能看

到很多海内外游客来天津逛五大道，品味中国近代

发展史，乘船畅游海河夜景，漫步意大利风情街和

古文化街，去滨海区看航母主题公园和海洋世界。

昔日“老大难” 今变“天津眼”

改革开放 40 年，家乡天津不但成为中国北方
最发达的港口工业重镇，还越来越美，成了特色旅
游城市。

壶中日月长多少，闲步天津看往来。我每次回
到家乡天津都喜欢到海河边走走，站在大光明桥上
欣赏海河两岸新景观。入夜，乘游轮畅游海河夜
景，两岸欧陆风光建筑灯景迷人。赤峰桥、大光明
桥、解放桥、北安桥、金钢桥和永乐大桥等“八桥
十景”，美轮美奂。

我小时候就是在摩天轮所在的河北区长大的。
那时，海河两岸不但没有景点，而且脏乱差是“老
大难”问题。如今，永乐大桥上的摩天轮被誉为

“天津之眼”，的确漂亮。这座“天津之眼”建在大
桥上，可以说是个创举，最高点距离地面有 35 层
楼那么高。坐在摩天轮上极目远眺，海河水变清澈
了，周围老“三条石”等低矮破旧的“大杂院”不
见了，档次很高的高层公寓民居连成一片了。以前
最牛的天津站建筑，如今跟周围的大厦相比，也已
经是“小巫见大巫”了。摩天轮在缓缓旋转，电影

《红日》插曲“谁不说俺家乡好”在耳畔荡漾。

昔日盐碱地 今日成热土

说起天津巨变，首推应是滨海区。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原来叫做塘沽、汉沽和大港的那一

带，除了盐碱地、碱厂、化工厂和港口外，几乎啥
也没有。我大学毕业时，国家级天津经济技术开发
区开始在盐碱地上兴建。后来，天津港保税区和中
新天津生态城等又相继建成，成为海内外高新技术
和大公司的投资热土。32 年前，邓小平参观完天
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后欣然题词：开发区大有希望！

2014 年，全北美发行的 《世界周刊》 发表了
我写的 《家乡天津美不美》 并配发多幅彩色照片。
前几年，我回天津参加“侨会”，到滨海区参观

“大飞机”“大火箭”和“天河”超级计算机项目，
对家乡滨海区的高速发展振奋不已。有高铁、轻轨
和高速公路连接的滨海区如今也成为了旅游热点，
这里的航母主题公园、豪华邮轮母港码头、极地海
洋世界和自贸区等都成为了天津特色的旅游新秀。

说到家乡的建设，每一个人都不应是旁观者，
我亦是如此。多年来，我不断在美国介绍、推荐天
津的投资环境，从中牵线搭桥，促成多家美国客户
公司在天津投资设厂或与天津公司合作，为家乡的
腾飞尽了微薄之力，这让我感到特别欣慰。

展望明天，家乡天津定会更美、更强、更好！
（作者为美国SCI市场咨询公司总裁CEO）

“我一直想去南非，可一直因为
治安问题不敢去，你在那里一定要小
心！”每当常驻南非约翰内斯堡的记者
向国内朋友发出邀请，得到的通常都
是类似回答。可来过南非的中国游客
却又大多感叹：南非风景绝美、民众
友善、基础设施完备、物价低廉。

那么，南非旅游的真实情况到底
如何？

对绝大多数中国游客来说，遥远
的南非似乎并不是热门旅游目的地。
据统计，2017 年到访南非的中国游客
为 9.7万人次。中国－南非旅游交流协
会会长迟书成说，事实上南非拥有得
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旅游产品价格也
相对低廉，发展潜力巨大。

南非拥有十处世界遗产，是非洲
大陆拥有世界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之
一。在这里，你可以探访地球上最大
的小行星撞击坑，前往德拉肯斯堡山
脉欣赏荒野风光和古代岩画，到克鲁
格国家公园体验世界级野生动物之
旅，在开普敦附近酒庄品酒，沿着最
美自驾公路花园大道从开普敦去伊丽
莎白港……

迟书成说，事实上南非旅游业相
对公平、诚信，很少发生强迫买卖、
推销假货以及恶劣对待游客的事件。
中国游客赴南非旅游的最大心理障碍
还是安全问题。

不 过 ， 只 要 提 前 研 究 、 充 分 准
备，在南非安全旅游并非难事。

第一，在报团旅行时，不要贪图

低价。业内人士表示，南非旅游“一
分钱一分货”，团费只有数千元的低价
团为节省成本，通常会安排客人在治
安较差区域的酒店入住。

第二，夜间不要外出，也尽量不
要乘坐夜间抵达的航班。抵达机场
后，不要在机场换汇，外出时切勿炫
富。

在南非，信用卡十分普及，游客
尽量用信用卡付账，携带少量现金即
可。

第三，南非各种抗议活动较多，
当遇到当地民众集会、游行、示威
时，应立即绕行离开，切忌上前围观
拍照。

第四，不要因为好奇前往贫民区
游逛。若想参观体验，可以在当地报
团，在导游和专业安保公司的陪同下
前往。

第五，对于自驾游游客来说，南
非路况良好，民众行车礼让，但当地
右舵左行，与国内正好相反，需要一
定时间适应。

此外，南非的交通信号灯很少，
许多路口有停止标志和停止线，遇到
这些标志一定要停车，左右仔细观
察，待没有车后才可通过，千万不要
抢行。

第六，南非公立医院条件有限，
私立医院费用高昂，因此，游客来南
非旅游前一定要购买相关旅行医疗保
险。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电 记者荆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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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服务

南非旅游平安攻略

谁 不 说 俺 家 乡 好

在斯里兰卡

寻访“海丝”印记

在斯里兰卡

寻访“海丝”印记

斯里兰卡“斯中友谊村”村口竖立的纪念碑。
图片来源：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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