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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春天，我身揣300美元，只身来
到巴黎求学。记得临行的早上，父母谈论
着我，我装着还在熟睡。父亲说：“她还
是个孩子啊！就带这么点钱去巴黎，真让
我不放心啊！”当晚，我流着泪告别了亲
人，告别了北京。那时的中国人很穷，手
里基本没钱，不像现在的留学生能靠父母
资助。

初到法国，我在南方的土伦大学勤工
俭学两个月。听说大学里来了个北京学
生，当地报社记者好奇地赶来采访。报纸
登出的文章第一句这样说：“可以讲，兰波
是一个被解放的中国女孩。” 由此看出
1985 年的法国，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民
主、没有自由，对中国充满偏见。

当时偶尔也能看到来法国考察的国
人，他们身穿一样的衣服，手提一样的皮
包。卢浮宫正在进行贝聿铭的金字塔建
设，当时巴黎人对这个中国建筑师的作品
还持怀疑态度，从电视里能看到相关议题
的讨论。

后来，我来到意大利罗马定居，开始
接触旅意华侨。上世纪 90 年代，尽管美国
一直鼓吹“中国威胁论”，但当时西方不知
中国将要走到何方，似乎没有多少人认为
中国真的能强大起来。人们表现出对华侨
的蔑视，对中国廉价产品的排斥，电视里
时不时地播放中国的负面新闻。

华侨为改善生活而移民，没有很多时
间学习意大利语，融入主流社会很是困
难。当地人对华侨的误解处处可见，他们
认为华侨圈非常封闭，各种冲突不断。这
些误解不仅体现在新闻报道中，一些书籍
里的描写也带有侮辱性。我觉得应该为我
们国家和旅意华侨争得一份话语权，这非
常重要。于是，2001 年我创办了 《世界中
国》 杂志，从 2006 年开始用中意双语出
版，每月发行，向意大利人解释中国。虽

然是小众杂志，但还是赢得一定的影响

力，很多意大利读者希望听中国人自己怎

么谈中国。

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对国家有责任感。
我出国时，期望在欧洲学到知识，为祖国
的进步贡献一份力量。当我决定定居意大
利，看到西方对中国那么不理解，就希
望能做一些促使东西方文化交流、沟通的
工作。

《世界中国》 月刊至今整整出版 18 年
了，如同海外所有的创业人，有过艰辛的
路程。值得欣慰的是，随着祖国经济的发
展，中国的世界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我
们的刊物也越发受到读者的重视。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我赶上高考上大

学；毕业后又赶上中国进一步开放，使我

们能自由出国留学；旅居海外的 34 年，又

让我能从远处观望祖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看西方人如何一步一步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去年，有个意大利人和我谈到中国的

经济发展时，担忧地说：“中国可不能不发

展，如果中国经济出了问题，那全世界就

完了！”由此可见，当今的中国对世界的重
要性。

如今，我从那个怀揣300美元去巴黎的
穷学生，成为一个双语杂志社的“管家”，
拥有了自己的意大利读者群，杂志社的社
交媒体也获得了数万粉丝。这一切都因为
我们伟大祖国的进步，我们海外华侨华人
才有了今日的海外发展。

今天的中国，虽然有了跨世纪的变
化，在世界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但在文化
交流上还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因此，我们
在罗马又建立了“罗马九号”意中经济文
化交流中心，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搭建了
一个平台。中国以中华文化和中国人的精
神创造了 40 年的发展奇迹，中国文化也是
世界的财富，中国精神该弘扬到全球，让
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2018年 12月 18日，读到习近平主席在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感触很深。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
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才能用 40
年创造如此宏大的成绩。

“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
裕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
立于世界的东方！”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我深
有同感，我在海外的经历见证了中国国际
地位的提升，为此，我十分自豪。

坚信未来的中国，定能继续创造奇
迹，继续创造让全世界受益的更大的中
国奇迹！

（作者为意大利 《世界中国》 杂志社
社长）

从我的国家来到中国，是一条很长
的路；从不会说一个汉字到学习我的专
业用汉语，是一条很长的路；从完成我
的学习到以后在中国工作，又是一条很
长的路。这就是我的路，我的中国之
路，一条开始于3年之前的中国之路。

我非常感激中国政府提供全额奖学
金，让我来中国学习。2015 年 9 月 9 日，
我离开了我的国家巴布亚新几内亚，飞
行了大概6个小时，经过新加坡抵达中国
北京，到达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这
真的是一条非常远的路。

到了北京后，我需要去天津大学。
在不知疲倦地寻找信息之后，我找到了

几条“路”可以去天津：大约2个小时的

时间乘坐出租车；需要 30 分钟乘坐快速

列车；需要大约 5 个小时乘坐巴士。哇，

有这么多“路”可以带你到另一个地

方。在热心人的帮助下，我最后登上了

巴士出发去天津。抵达天津巴士站后，

我被一台非常舒适的出租车送到了天津

大学。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路上中国的路

太好了。高速路很宽很直，很多车以很

快的速度前进。在我的国家巴布亚新几

内亚有很多很多的山，这使得修路成为

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中国太厉害了，

路修的真是太好了，这个印象对我非常

深刻。

我喜欢天津，但是完成我的汉语学

习 后 ， 我 不 得 不 离 开 去 另 一 个 城 市 。

2016 年 8 月 30 日，我移居青岛，在中国

石油大学开启了我的专业学习之路。

在中国石油大
学，老师和同学们
经 常 说 的 就 是

“路”。书山有路勤
为径，学海无涯苦
作舟；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条条大
路通罗马；路在脚
下……我一开始不
懂他们说的“路”
的意思。后来，我
懂得了他们说的

“ 路 ” 不 仅 仅 是
“马路”，而是方
法、办法和思路。

慢 慢 的 ， 我
在学校和城市生
活中找到了自己
的“路”。我很感
谢我的老师和同
学们，因为他们
的帮助，我找到
了 最 短 的 “ 路 ”
去 学 习 和 生 活 ，
这使得我避开了
一些错路，让我
省下了很多时间
和精力。我也交
了 很 多 朋友，学
会了网购，使用
微信和支付宝支付，生活变得更加轻
松了。

3年以前，就是在我来中国之前，我
对中国只了解一点点，我只能说我知道

中国是比我的家乡更发达的地方。来到

中国后，我去过好多地方，比如北京、

天津、锦州、合肥等。现在我知道了中

国的经济很厉害，中国的高铁、飞机、

网购、高速公路都很厉害。当中国人

走在路上的时候，他们看起来都很匆

忙 ， 他 们 肯 定 都 在 为 “ 中 国 梦 ” 忙

碌，我觉得这就是中国人正在努力走的

自己的“路”。

总的来说，我非常喜欢中国。我喜

欢中国的传统文化，我慢慢习惯了丰

富、美味的中国饭菜。然而，我最喜欢

的，还是这里友善的人们。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我希望毕

业后能生活和工作在中国，继续我的中

国之路。

【作者为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留学
生。中国留学服务中心供稿】

杜老师：
某媒体刊文说：“他偶尔抽支烟，点上

火放在嘴里猛吸一口，炝得泪涕横流，惹得
旁人哈哈大笑。”请问其中的“炝”用得是
否妥当？谢谢！

重庆读者 汪晓白

汪晓白读者：
“炝 （qiàng） ”指两种烹饪方法。一种

是：把蔬菜等放进沸水里煮一下，捞出来拌
上香油、酱油、醋等作料食用。例如：

（1） 小李端上来一盘炝黄瓜。
（2） 明天老王给你们做他最拿手的炝虾

仁。
另一种是：锅中油烧热后，先将葱、

姜、蒜等放进去略炒，使其出香味，然后放
入主菜继续烹制。这个方法也叫“炝锅”。
例如：

（3） 你先把葱花儿放进热油里炝一下。
（4） 她喜欢用姜末儿炝锅。
“呛”有两种读音，一种是 qiāng。读

qiāng 时表示水或食物进入气管引起咳嗽。
例如：

（5） 慢慢喝，喝水太急，容易呛着。
（6） 小王吃得太快，吃呛了。
“呛”的另一种读音是qiàng。读qiàng

时表示有刺激性的气体进入呼吸、视觉器
官，使人难受。例如：

（7） 这味儿太呛鼻子了，把窗户打开。
（8） 我一进屋就感觉呛眼睛。
（9） 烤肉的地方油烟太大，直呛嗓子。
（10） 烟太大了，呛得人喘不过气。
您提到的“偶尔抽支烟，点上火放在嘴

里猛吸一口，炝得泪涕横流”是说烟气的刺
激使人难受，宜用“呛 （qiàng） ”，写成

“……呛得泪涕横流”。
另外，跟“呛”“炝”形近易混的“戗

（qiāng） ”是“逆”的意思，所以表示“戗
风 ”（ 逆 风 ） 及 言 语 冲 突 时 用 “ 戗

（qiāng） ”。例如：
（11） 今天上午他虽然戗风骑车，很费

力，但仍然按时赶到会场。
（12） 两个人的看法不一致，说着说着

就戗起来了。

“ 戗 ” 也 读 （qiàng）， 表 示 “ 支 撑 ”

或 “ 用 来 支 撑 的

木 头 ” 的 意 思 ，
这 种 用 法 在 生 活
中似不多见。

《 语 言 文 字
报》原主编

杜永道

中国驻叙利亚大使馆 1 月 1

日发布公告，再次提醒中国公

民近期谨慎前往叙利亚首都大

马士革，暂勿前往叙利亚其他

地区。

公告说，目前叙利亚战事仍

在进行。在伊德利卜、拉卡、哈

马、代尔祖尔等地区，叙政府军

与恐怖组织及武装反对派的军事

冲突持续。大马士革及其他叙政

府控制区屡遭空袭，安全形势不

确定性较大。

公告还提醒已在叙中国公民

和确有实际需要赴叙的公务及商

务人员保持高度警惕，加强安全

防范和应急准备，如遇紧急状

况，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叙使馆

联系。

公告强调，鉴于上述地区的

特殊情况，如中国公民在此提醒

发布后仍坚持前往，有可能导致

当事人面临极高安全风险，并将

严重影响其获得协助的实效，因

协助产生的费用由个人承担。

根据当前叙利亚安全形势，
这 次 提 醒 有 效 期 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2018 年 7 月，中国外交部和

驻叙使馆曾发布谨慎前往大马士

革、暂勿前往叙其他地区的安全

提醒。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电）

多 元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
简称波黑。本为两个地理名称，实体
有波黑联邦和塞尔维亚族共和国，首
都萨拉热窝。

历史上，波黑历经战乱，曾被不
同国家吞并，形成多元族群、多元信
仰。实际上，他们都属于斯拉夫人，
白皮肤、蓝眼珠，身体魁梧，同东欧
其他斯拉夫人长像没有区别。但是，
由于信仰不同，形成了波什尼亚克人

（即 原 南 斯 拉 夫 时 期 的 穆 斯 林）、
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等。他们分
别信奉伊斯兰教、东正教和天主教，
各自有着不同的传统与习俗，其中
以 伊 斯 兰 习 俗 影 响 最 大 。 男 性 穆
斯林的名字，多与土耳其人、阿拉伯人
相似。

萨拉热窝老城区，街道两旁店铺
林立，游人如织，其喧闹的生活与中
东伊斯兰国家相似，在欧洲显得比较
特殊。从南斯拉夫联邦独立以后，这
里很快陷入内战，现在已经初步实现
民族和解，开始重建。

交 往

波黑人性格豪放、直率，热情好
客，能歌善舞。社交场合的礼节与欧
洲其他国家相同。与客人见面时，常
常热情问候、握手，熟人、朋友、亲
人之间，则是相互拥抱、亲吻。去波
黑人家里做客，一般要带上鲜花、巧
克力等，所送花枝一定要单数。

服 饰

波黑男子的民族服饰，上身穿敞
领白衬衫，外罩彩色开扣短马甲，下
着白长裤，腰间系彩色宽带，脚穿浅
色软皮鞋，左肩斜挎一布包，垂于右
侧腰下。

女子的服饰基本是白色为主，白
头巾用头砸 （头砸类似花边，装饰丰

富） 扎住，披于肩后。身穿
白衬衫、白裙，衬衫领部、
袖口装饰着花纹；外罩色调
素雅的坎肩，腰上缠一条装
饰华丽的围裙；黑色长筒袜
配浅色软皮鞋。

波黑战后，伊斯兰教有所
复兴，农村地区女子虽然不罩
面纱，但需把头发包住。塞尔
维亚人居住区，则恢复了东正
教，服饰有别于穆斯林。在
萨 拉 热 窝 等 城 市 ， 宗 教 气
氛 不 如 乡 镇 地 区 浓 厚 ， 大
多数人喜欢穿戴西方流行衣饰，看
不到阿拉伯式长袍以及女子蒙面等
服饰，各族群居民穿戴，并无明显
区别。

饮 食

萨拉热窝乃至整个波黑，饮食以
土耳其风味为主，烤肉是必不可少的
经典菜式，咖啡自然也是土耳其式。

波黑人的正餐以波斯尼亚餐为主，
烹调方法多为烤、焖、煎，招牌菜有烤
羊、土豆焖小牛肉、煎虹鳟鱼等。其看
家菜是烤羊，巨大烤炉上，像舵轮那样
的大圆盘不停地转动，整只羊烘烤均
匀，直到金黄、流油，软嫩适度，十分
诱人。

此外，波斯尼亚火锅以及熏肉、
香肠、奶皮和奶酪等，均名气较大。
传统风味小吃有“切瓦比”（牛羊肉丸
和洋葱，夹在面饼里食用）、布雷格馅
饼等。波黑人爱吃甜食，如核桃仁加
蜂蜜，奶油为主的各类甜度较重的点
心等。

波 黑 人 喜 欢 野 外 烧 烤 ， 春 夏 季
节、周末或节假日，全家或邀亲朋到
河边、湖边烧烤聚餐。

日常在当地穆斯林餐厅、饭馆就
餐，可以饮酒。当地生产的啤酒很
有名。

咖啡是全民饮料，各式咖啡馆、
咖啡亭充斥街头巷尾。工作间歇、业

余及周末招待客人，人们都喜欢喝咖
啡。喝咖啡还有一个讲究，如果女人
给男人的咖啡里加糖，就代表她喜欢
那个男人。

婚 俗

当地习惯，求婚的男青年，在女

方家都会得到热情招待，餐桌上会摆

放丰盛的美酒佳肴，可是这并不是真

实信息的透露，关键的一招是饭后

咖啡。姑娘会亲手端一杯咖啡献给

求婚人，若咖啡苦涩，表明姑娘拒
绝求婚，若咖啡里加糖，则是得到
了姑娘的认可，求婚者就可以回家
布置新房了。

新郎向新娘赠送一串念珠、一本

祈祷文、一根上面串着三把钥匙的腰

带 （用以保护她的贞洁）、一顶毛皮

帽、一枚银质结婚戒指。新娘则向新

郎赠送一件新衬衣和结婚戒指。衬衣

用金线和彩色丝绸缝制。

婚礼前，伴郎将新郎裹进新娘的

斗篷里，以防恶魔侵入，拆散他们相

爱的心。

禁 忌

参 观 清 真 寺 、 教 堂 等 宗 教 场 所
时，着装需整洁，不可太暴露。女性
游客，需把头发用头巾包住。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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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本文作者在意大利留影

萨拉热窝老城区一景。
图片来源：世界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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