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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我所在的重庆市也
和中国各地一样， 在各个方面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向海外展
示这些变化，重庆市巴南区组建了

“对海外宣传组”。我系侨眷，又是重
庆市巴南区的政协委员， 即被指定
担任重庆市巴南区对海外宣传写作组
组长。从此，我不管走到哪里，都注
意寻觅适合对海外宣传的人和事，然
后写成稿件。1985 年 7 月 1 日，《人
民日报海外版》 创刊，我十分兴奋，
因为这是一个专为对外宣传开设的窗
口。30 多年来，我不断地向海外版
投稿，报道改革开放后重庆涌现出的
各种成就，被采用了33篇。

改革开放后，重庆
出现不少新鲜事
1993年2月，重庆市南坪公园内出现了首

个宠物市场，这在当时是一件了不起的新
闻。我得知后，立即乘公交车赶到南坪，经
过细致采访，写成 《重庆出现宠物市场》 一
稿，寄给人民日报海外版。不久，稿子被刊
用了，还收到样报。这是海外版第一次刊登
我的投稿。

上世纪 90 年代，重庆市迎来了个体经济
的蓬勃发展，在南岸区鸡公山上，由个体经
营户开发的一道名叫“泉水鸡”的菜品，十
分可口，食者纷至沓来。短时间内，当地就
开了 10 多家私营泉水鸡的餐馆，形成了“泉
水鸡一条街”。我得知后即去现场作了采
访，以“重庆泉水鸡一条街”为题，写了一
篇通讯，被刊登在 1998 年 7 月 3 日的海外版
上。

有着“白日千人拱手，夜里万盏明灯”

之美喻的千年古镇重庆磁器口，改革开放后

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古镇日渐繁荣，焕发

出勃勃生机。许多个体户经营的店铺，很受

游客青睐，其中还包括外国游客。他们争相

品尝小店里的担担面、米凉粉、豆腐脑、毛

血旺、油炸麻花等小吃，欣赏古代建筑及茶

馆里古色古香的木桌、藤椅、三套件的盖碗

茶具。在外国游客眼里，这些带有中国传统

文化特色的物件美极了，纷纷举起相机拍

照。我将古镇上的热闹情景写成通讯，发表

在2003年4月2日的海外版上。

重庆巴南区首家外资企业

陈淑君是重庆市人，在家乡结婚生有一

女叫傅幼君。后来，陈淑君与丈夫离异，去

香港谋生，结识了 23 岁的英国人哈利，于

1954 年在香港与哈利结婚。改革开放后，居

住在英国的陈淑君，与在重庆市的亲生女儿

傅幼君取得了联系。

1994年5月，阔别家乡几十年的陈淑君和

英国丈夫哈利，一同来到重庆巴南区的女儿家

中。这个在海外侨居了几十年的中国妇女，亲

眼看到了祖国的巨大变化和女儿家的安定生

活，心里十分欣慰。老两口在女儿家住了3个

月才回英国。仅隔两个月，陈淑君因思念女

儿，再次与丈夫来到女儿家，一住就是一年

半。在这段时间里，哈利看到中国改革开放

后，鼓励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和外资企业，投资

环境日益改善，当地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

涌现。这让他也萌发了在女儿家所在的巴南区

投资办公司的想法。

1995年，经过注册登记，巴南区第一家外

资企业——“哈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正式挂

牌成立了。哈利大半辈子都给别人当工人，现

在退休后能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开办一家属于

自己的企业，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哈利看到自己的公司在中国女儿的管理下

运转良好，十分放心，于是携妻子回英国居

住。正当哈利夫妇准备再次到中国与女儿和外

孙女团聚时，不料妻子陈淑君于1999年3月因

病医治无效去世。哈利失去了与自己相濡以沫

46年的中国妻子，悲痛欲绝。为了实现妻子生

前决定回中国定居、帮助女儿发展事业的遗

愿，在妻子去世3个月后，他毅然把英国老家

的房产卖掉，告别了亲人，带着中国妻子的骨

灰，到重庆的中国女儿家定居。

2000 年中秋节前夕，重庆市巴南区举办

归侨侨眷迎中秋座谈会，我遇见了
哈利先生，之后，我对他作了两次
采访，写了一篇题为 《一个英国人
的中国情》 的通讯，被海外版刊登
在重要位置，并配发了哈利先生的
照片。

高楼拔地起
广场塑文史

改革开放使得重庆的市容市貌
日新月异。解放碑，是重庆的标志
性建筑，后成了泛指重庆的中心地
带。过去的解放碑，在市民的印象
中有鹤立鸡群之势，周围的建筑物
高度都比不过它。改革开放后，解
放碑四周的高楼大厦不断拔地而
起 ， 又 高 又 靓 ， 解 放 碑 倒 成 了

“小个头”。我经过采访，写了 《重
庆，最是繁华解放碑》 一文，刊于 2003 年 5
月 14 日的海外版上。

重庆市沙坪坝区的三峡广场，被文化部

评为“全国特色文化广场”。它以悠久深厚

的三峡文化为主线，用惟妙惟肖的艺术手

法，将有关三峡的风光、历史、人文等方方

面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园区中央的三峡艺

术碑，高 19 米，刻有人类曙光、巴族诞生、

群巫娱神、生生不息、巴族武舞、天降神

女、凤凰涅槃等7个古老传说，昭示了巴渝大

地悠久文化的底蕴。艺术碑旁的巴渝文化墙

上，有一组浮雕，以三峡库区发掘出来的文

物为创作触点。我两次赶赴现场采访，写成

稿件后发给海外版，被刊登在海外版7版的头

条位置。

上述稿件均已收入我写的 《我看开放的

中国》一书中。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也是 《人民日

报海外版》 创刊 33 周年。可以说，海外版是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应运而生的，它见证了

1985 年以来中国发展的每一步足迹，反映了

全国各地改革开放的发展脉络。这一点，在

我被海外版刊发的稿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

明。

（作者为重庆市巴南区对海外宣传写作组
组长）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夏日，河北省承德市塞罕坝

国家森林公园树木葱茏，水草丰沛，山川绿意融
融，铺展开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请问其中的

“丰沛”用得是否妥当？谢谢！
天津读者 黎宏秋

黎宏秋读者：

“丰沛”现在一般用来指雨水多而充足。例

如：

（1） 安吉降水丰沛，季节分配均匀，日照充

足，风力不大，气象灾害风险较小。

（2） 部分深入内陆的台风带来丰沛降雨有效

缓解了高温和干旱。

（3） 今年夏天呼伦贝尔雨水丰沛，植被长势
普遍不错，柞树和榛子树，已经发新枝了。

（4） 雨水丰沛，庄稼长势喜人。（《现代汉语
学习词典》）

（5） 今年春天的雨水特别丰沛。（《现代汉语
大词典》）

有时，人们也将“丰沛”比喻性地用来指情

感、灵感等其他事物“充足”。例如：

（6） 凭借不断精进的演唱功力，她以行云流

水、天然去雕饰的歌喉，将丰沛的情感直灌入听

众心田。

（7） 对传统的中华酒文化有了全新认识的同
时，也能从酿酒中获得丰沛的创作灵感。

形容草原水多、草茂盛，一般用“丰美”。例
如：

（8） 中秋时节，一群牦牛在水草丰美的三江
源隆宝滩湿地悠然觅食。

（9） 旅客深入太阳湖、七星湖、泰丰湖等景
区，体验“天高气爽、河湖纵横、水草丰美”的
塞罕坝美景。

（10） 这里水草丰美，气候温和，是一个理想
的牧场。（《现代汉语学
习词典》）

因此“森林公园树木

葱茏，水草丰沛”宜改成

“森林公园树木葱茏，水

草丰美”。

《语言文字报》 原主

编 杜永道

日前，中国留学生李世博给 《人民日
报海外版》 加拿大代理处打来电话，要求
订阅《人民日报海外版》。加拿大发行代理
人王燕云问道：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手机
控，报纸是给父母订的吧？李世博回答：
是为自己订的。接着，他在电话里说了许
多阅读海外版的感受。

《人民日报海外版》 自 1985 年 7 月 1 日
创刊以来，陪伴着几代学子度过了留学生
涯，其中许多读者与海外版之间的故事非
常感人。他们视 《人民日报海外版》 为

“家书”，为连结祖国的桥梁，为沟通情感
的纽带。

然而，在新媒体盛行的当下，仍有一
些年轻学子，在大洋彼岸把 《人民日报海
外版》 当作课余生活的日常必备读物，李
世博就是其中的一位。请看他是怎么说的
吧。

——编者

坐在窗边，放下手中的报纸。细细一
算，我从中国高中毕业，来加拿大求学已
经 7 年 。 虽 然 大 家 对 婚 姻 常 有 “7 年 之
痒” 之说，但是，我对报纸的感情已经跨
越了时间和距离的阻碍。

《人民日报海外版》成了我在加拿大课
余生活的日常必备读物之一，更成为了我
和祖国之间重要的文化和情感纽带。

我出生在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儿时的我既喜欢逛离外公家不远的南京长

江大桥，又痴迷于翻看外公家收藏的陈年

报纸。当时，外公家墙边的空地到处都是

捆扎好的一摞摞 《新华日报》 等报纸，而

那些报纸都是外公手持高倍放大镜逐行看

完再仔细捆扎好的。

刚开始识字的我曾尝试着像外公那样
仔细读报，不知不觉我竟然也能捧着厚厚
地报纸静心地读上半天。

随着年龄的增长，每天清晨央广 《新闻与报纸摘要》 和晚间央视

《新闻联播》等都逐渐成了我长期关注的新闻节目，而父母单位常有的

《人民日报》也成了我儿时的《新华日报》的替代读物。

那些我乐在其中的日子，到 2011 年秋天戛然而止了。那年的 8
月，我来到加拿大这样一个汉语难觅踪迹的国家留学。身边虽然不少
华人都有不错的中文水平，但是正规的中文报刊、图书实在是寥寥无
几。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只能通过看社交媒体上的新闻
或者阅读一些当地的中文报纸，来了解国内的新闻和动态。

半年前，我无意间在滑铁卢大学的孔子学院门口，看到了一摞陈
旧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我如获至宝地拿了几份回家阅读。闻着油墨
的清香，看着熟悉的文字，阅读间有着如饮甘醇之感。

看着国家对留学生订阅者的补助政策，又一次唤起了我对祖国的
眷恋。

《人民日报海外版》其实和《人民日报》有着明显的区别，海外版

增加了很多和海外华人息息相关的内容，让身处异国的我，既读出了

儿时熟悉的味道，又能让我感知祖国发展的脉动。

遥想两甲子前的戊戌年，梁启超以一篇 《少年中国说》 寄托对祖

国的热爱和期望。120年后，正逢《人民日报》创刊70周年，《人民日

报海外版》 创刊 33 周年，身为忠实读者的我，希望 《人民日报》 和

《人民日报海外版》 能将中国思想和东方哲学传播到世界更多的角落，

不仅造福更多心系祖 （籍） 国的华人，而且也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的

历史与现实。

我与海外版我与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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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漫谈礼仪漫谈

卢 旺 达 礼 俗
马保奉

改 革 开 放 看 重 庆

在婚礼上，亲人向新娘 （中） 赠送礼品。 图片来源：新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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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成李汉成

本文作者在写作本文作者在写作

礼 节

卢旺达人注重行为尊严，待
人斯文，说话温和，喜交朋友。
社交场合，行握手礼或贴面礼，
多日不见的老朋友，必会拥抱、
贴面，有时会贴面 3 次。与人相
见，青年人多行举手礼，而中老
年人，则习惯行脱帽礼。初次见
面，经过交谈，就会热情地请客
人到家中做客。卢旺达人招待贵
宾的方式之一，是请客人喝酒、
品尝美食。这里待客流行的规矩
是：主人在递给客人饮料、酒以
及 食 物 前 ， 自 己 一 定 会 先 尝 一
口，以证明食品是安全的。

饮 食

居民的主食以土豆、芸豆、饭

蕉、玉米、高粱、薯类等为主，城

市居民也食用大米、面粉等。饭后

常吃香蕉、菠萝、木瓜等水果或水

果色拉。肉类有牛、羊、猪、鸡肉

等。蔬菜有卷心菜、生菜、番薯、

黄瓜等，常生食。常见的食物是

“乌伽黎”，即捣碎的木薯或玉米，

加水调制，煮成糊状食品。

居民口味偏爱辛辣，进食多用

手抓，也有些人用刀、叉、勺。烹

调方法以煮、蒸、烧、炸、烤为

主，其中尤以烤为多见，如烤羊

肉、烤牛肚、烤鱼、烤香蕉等。

常见的饮料是牛奶、酸奶，最

有特色的饮料是香蕉啤酒，略带酸

味，清香甘醇。日常交际活动，喝

香蕉啤酒必不可少，一般是将香蕉

啤酒盛在葫芦里，用芦苇杆插入葫

芦内，大家轮流吸饮，边喝、边

聊、边乐。此外，他们也爱喝咖啡

和红茶，且要加入奶粉和糖。

婚 俗

卢旺达基督教信徒结婚时，男

女双方会在教堂里向圣像祈福，唱

赞歌，举办婚宴。按照当地习俗，

新郎抱着新娘迈过火堆后，才能入

洞房。男女双方家庭，婚礼前互赠

礼品，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左邻

右舍，也都拿着包好的礼品，送给

新郎新娘，表示美好的祝愿。 在

农村，聘礼一般是一头牛或相当于

一头牛价值的羊及其他彩礼。女方

接受聘礼后，也要向男方家庭回

赠，通常也是一头牲畜。

在卢旺达，牛是财富的象征。

庆 典

卢 旺 达 人 生 活 水 平 虽 不 高 ，
但很快乐，无论是青年男女，还
是老人、儿童都擅长歌舞。每逢
重大庆典或喜庆活动，都要组织
隆重的歌舞表演。节假日里，人

们也乐于欢聚一堂，纵情歌舞，
直到深夜。

盛大庆典，通常表演英托雷
舞。该舞早年是卢旺达王国的贵族
子弟军事训练时表演的舞蹈，舞者
头插茅草，身穿草裙，额上、身上
佩带彩色珠带，双脚系大串铃铛，
一手持长矛，一手握盾牌。几十名
男性舞蹈者，随着一位长老的哨子
起舞，以脚上的铃铛响声伴奏。舞
蹈节奏明快、欢乐，动作铿锵有
力，充分表现武士出征前的英勇气
概和胜利后的欢乐情绪。

民 风

卢旺达人携带重物，不是背、
扛，而是顶在头上。婴儿放在背后
的襁褓中。

卢旺达有一种称作“乌姆冈

达”的民族传统，意为“邻里间的

互助”，即重视邻里间互相帮忙。

谁家建造房屋、迁居新地，或是儿

女嫁娶、筹办丧事等，左邻右舍、

亲戚朋友就会自动前来相助，出

钱、出物、出力，大家齐心合力将

事办好，不计任何酬谢，只在当事

人家喝一场酒就够了。

敬老也是他们传统。无论在农

村或城市，年长者是自然的当家

人，家中的大事小情，均由一家之

长——老人拍板决定，晚辈对长辈

总是毕恭毕敬，见到长辈，要让

路、行礼。

政府规定，每月的最后一个星

期六，为义务劳动日，上午 7时到
11 时，全体成年人，不论是总统、
部长，还是军人、学生、商人，都
得参加义务劳动，如修路建房、植
树造林、美化环境等。这项规定始
自 1974 年 2 月，当时的总统哈比
亚利马纳带领卢旺达军队部分官
兵，到首都基加利郊区的尼亚鲁贡
加山谷开荒造田，后逐渐扩展成全
国义务劳动日，持续至今日。

卢旺达很重视环境卫生，在城
乡严格禁止使用塑料袋，所以卢旺
达到处干干净净。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