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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最喜欢哪道中国菜？”在“我
在中国当大使”栏目组的“套磁大
法”中，美食话题可谓屡试不爽的

“必杀技”。这不，当我们提及这个
问题时，采访伊始稍显严肃的波兰
驻华大使赛熙军也颇有兴致地谈起
了“饺子”“川菜”。

我 们 在 采 访 当 天 制 作 的 30 秒
Vlog 《波兰驻华大使最爱吃的中国
菜》 一经推出，就引发了近 60 万网
友“围观”。热情的网友纷纷留言向
大使推荐自己家乡的美食：“豫菜也
好吃”“川菜走向全世界”“到中
国，就是来对了。好吃的吃不完，
也吃不腻”……

还原大使们在华日常工作生活
的过程中，寻求中外文化的“公约
数”、中外共鸣的触发点，是“我在
中国当大使”栏目的一大初衷。作
为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华文化名片
之一，美食文化就是一个拉近中外
文化心理距离的连接点。我们迄今
采访的近 40 位大使，都非常乐意分
享他们对中国美食的热爱。

韩国驻华大使张夏成最喜欢火
锅和北京烤鸭；纳米比亚驻华大使
凯亚莫无辣不欢；墨西哥驻华大使
贝尔纳尔爱上了炒杂碎；巴西驻华
大使瓦莱铆足了劲儿要尝遍中国八
大菜系；坦桑尼亚驻华大使凯鲁基
的最爱是湘菜、川菜和西藏菜，最
先学会的汉语是“吃饱了”；让葡萄
牙驻华大使杜傲杰念念不忘的中国
味道是瑶族竹筒饭，“糯米香甜软
糯、竹子清香扑鼻”……

为了把大使们对中国美食的这
份热爱传递给更多受众，我们专门
制作了主题混剪片 《吸引驻华大使
的中国味道》。该视频在海外网各平台一推出，就触发了广大
网友的共鸣点，网友纷纷“排队”留言，“大使们爱吃面吗？
中国面食文化可是非常博大精深呢”“舌尖上的中国，赞赞
赞”“中国美食就像中国文化一样博大精深”。

正如网友所言，每一种中国美食背后，都蕴含着值得品
鉴的中国历史的味道、中国人情的味道。阿尔巴尼亚驻华大
使贝洛尔塔亚从数不清的中国美食中看到了中国文化的多样
性；克罗地亚驻华大使米海林从团圆饭中读懂了中国的家文
化；墨西哥驻华大使贝尔纳尔从“讲究”的中国美食中感受
到了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对驻华大使来说，每一种中国
美食，都是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

位于欧洲中部的波兰，西面与
德国接壤；南部与捷克和斯洛伐克
为邻；东部是立陶宛、白俄罗斯和
乌克兰；北部以波罗的海为边界，
与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接壤。波兰
总人口约3800万，绝大部分为波兰
人。官方语言为波兰语，天主教徒
占90%。首都华沙有200万人口。

这个自然景致与历史文化资源
得天独厚的国家，有 5 大“惊喜”
等待旅游爱好者发现。

——波兰有格外宜人的气候。
波兰全年气候温和，一般冬无严
寒，夏无酷暑。最佳旅游季节是 5

月到 10 月。5 月到 9 月气候温暖，
阳光明媚。9 月天高气爽，被称为

“金色之秋”。10月和11月，树叶渐
渐变黄，到处是层林尽染的美景，
特别是波兰南部山区和低地平原地
区秋季的风景美不胜收。波兰冬季
适合滑雪，南部和西南部的山区有
众多滑雪场，游客可以尽享雪上运
动的乐趣。

——波兰有欧洲独特的自然环
境和景观。波兰绿地面积广阔，森
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 28%，
全国 30%地区属于自然保护区。波
兰有10多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物圈保护
区，还有 23 个国家公园、121 处景
观及1451处自然保护地。

波兰东北部的比亚沃韦扎森林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
遗产名录，是欧洲最古老的自然保
护区和仅存的原始森林之一，因森
林和欧洲野牛而世界闻名。这里生
活着 120 种鸟类，除野牛外，还有
麋鹿、狼、猞猁和海狸等动物。

波兰最北部长达 510 公里的海
岸线环抱波罗的海，拥有美丽宽
广、金沙细净的海滨和沙滩。斯洛
文斯基国家公园，是滨海省最大的
自然瑰宝，也是欧洲唯一一个既临
海又接壤湖泊、沼泽、沙丘的区
域。

喀尔巴阡山和苏台德山脉形成
一面墙，从南部守护着波兰。喀尔
巴阡山脉的最高峰塔特拉山峰，因
其雄伟与险峻，150 年来不断吸引
着高山攀登及远足徒步者。这是波
兰唯一一个具有阿尔卑斯地貌特征
的山脉，周围被众多滑雪场和温泉
环绕，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世界生物圈保护区。

——波兰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
产。波兰拥有15个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世界文化遗产，无论是风景如画
的华沙和克拉科夫老城，还是马尔

堡内全球最大的中世纪砖建城堡，
都吸引着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波
兰许多美丽的城市拥有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首都华沙孕育了伟大的
钢琴诗人肖邦，也是居里夫人的故
乡。克拉科夫是波兰文化之都，有
多处世界遗产，汇聚一流的大学、
剧院、画廊和餐馆。海滨城市格但
斯克气候温和，因盛产琥珀而被誉
为“琥珀之都”，更有美丽的波罗
的海海岸和哥特式城堡。弗罗茨瓦
夫位处奥德河畔，壮美的古城和周
边几百个城堡不能错过。

——波兰有丰厚的人文底蕴。
作为肖邦和彭德雷茨基的故乡，波
兰是艺术爱好者的“天堂”。值得
一提的是，2020年将迎来肖邦诞辰
210 周年，全球知名的肖邦国际钢
琴比赛也将在华沙奏响，众多与肖
邦有关的文化活动将贯穿全年。此
外波兰还有华沙贝多芬复活节音乐
节、犹太文化节、华沙秋季国际当
代音乐节等。

——波兰有风味独特的美食。
经典的波兰饺子、罗宋汤和猎人炖
肉固然非尝不可，涂满果酱的甜
圈、铺上糖霜的芝士蛋糕等当地甜
品，同样值得一试。

（波兰旅游局提供材料，
海外网 毛 莉整理）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值得品读
——访波兰驻华大使赛熙军

海外网 毛 莉 张六陆

“到中国当大使是很特别的体验。在很多国家工作，只需要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时事就够了，但在中

国远远不够。中国不仅是一个文明古国，更对当今世界产生着持续的影响力。你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

在，更要看到中国的未来。”

这是波兰驻华大使赛熙军来华工作近2年后的深切感受。2019年是中波建交70周年，赛熙军接受人民日

报海外网专访时，表达了对中国发展的祝福以及推动深化波中各领域合作的愿望。

大使中文名为啥姓“赛”？

1949 年 10 月 7 日，在新中国成立后一周，波兰就
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在赛熙军看来，波中之间有
着比70年建交史更长的缘分。1918年，波兰结束了被
瓜分的百余年屈辱史，恢复了独立；1919 年，中国爆
发了同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五四运动。

“波兰独立运动和中国五四运动，都被视为两国历
史进程中的重要节点。”赛熙军被两国人民追求民族独
立的相似经历深深触动。他对五四运动提出的旗帜性
口号“赛先生”印象尤为深刻，“这就是我中文名姓

‘赛’的原因”。
带着一份对中国的亲近感而来，赛熙军在走访中

国不同城市中发现了波中“百年之缘”的更多温情故
事。哈尔滨，就是一个让包括赛熙军在内的很多波兰
人有温暖记忆的中国城市。20世纪初，由于中东铁路
修筑、日俄战争等原因，一批又一批波兰人来到哈尔
滨，形成了几千人规模的波兰人社区。

“波兰人在哈尔滨生儿育女，开设学校，兴办企
业，中国第一家啤酒厂——哈尔滨啤酒厂前身就是波
兰人开办的。”赛熙军说，“虽然在上世纪 90年代，几
乎所有波兰侨民都离开了，但波兰人对哈尔滨的美好
回忆难以磨灭。”

赛熙军表示，波兰人的哈尔滨情缘给两国地方合
作带来了宝贵的灵感。如今地方合作是波中关系的一
大亮点，两国已经缔结了30多对友好城市。

“李云迪和郎朗在波兰很有名”

中波人民因为炽烈的爱国热情相互理解，也因为
灿烂的文化彼此吸引。

早在 17 世纪中叶，波兰传教士卜弥格来到中国，
广泛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医学、地理等学科，发表
大量著作，是首位向西方介绍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成果
的欧洲人，被誉为“波兰的马可·波罗”。在中国，创
立“日心说”、改变了人类宇宙观的哥白尼，发现钋和
镭两种新元素的居里夫人家喻户晓。

音乐，更是拉近两国人民情感的特殊纽带。以肖
邦为代表的波兰音乐家在中国广为人知，近年来也有
越来越多中国钢琴家进入波兰民众视野。“李云迪和郎

朗在波兰很有名。”赛熙军说，每 5年，世界各地的钢
琴家都会到波兰参加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国有些钢
琴演奏家非常有天赋。2000年，当时18岁的李云迪一
举摘得第十四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金奖，打破了金奖
连续空缺两届、长达 15年的沉寂。赛熙军说，为了感
谢李云迪对肖邦音乐的传承和宣传，波兰今年特别授
予李云迪波兰“荣耀艺术”文化勋章金质奖章，期待
他继续做波中音乐交流的使者。

肖邦钢琴曲的优美旋律拨动中国人的心弦，中国
的文学、电影、哲学、武术等也让越来越多的波兰人
产生浓厚兴趣。谈起喜欢的中国文学，赛熙军兴致勃
勃地说：“我最近刚看了莫言的 《红高粱》，莫言的很
多书都被翻译成了波兰语。”

赛熙军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还有很多侧面
值得波兰人了解，中国艺术设计就是一个有待被重新
认识的领域。“在中国收到礼物后，我常常觉得包装比
礼物本身更有意思。很多包装都是美学意义上的杰
作。”赛熙军认为，中国艺术设计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与现代审美观碰撞融合的结晶，这种独特的结合让中

国艺术设计别具魅力。

“一带一路”让中欧紧密相连

作为一名从事几十年外交工作的职业外交官，赛
熙军从历史、文化中了解中国，也从更广阔的国际视
野观察中国的变化。

“新中国的成立是当代国际关系史的大事件，中国
作为大国力量的崛起势必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赛熙军表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公共议题
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
路”倡议和“17+1”等国际合作框架，有利于促进亚
欧大陆的互联互通，让欧洲和中国更紧密联系在一起。

“一带一路”倡议和“17+1”合作机制，也为深化
中波经贸合作带来了巨大机遇。赛熙军希望，未来有
更多波兰化妆品、药品、医药器械进入中国市场。而
在投资领域，目前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在波兰投资，
大多集中于机械制造、建筑、电子设备等领域，“欢迎
更多中国企业到波兰投资兴业。”他说。

波兰驻华大使赛熙军 （右） 与中国钢琴家李云迪合影。 波兰驻华大使馆供图波兰驻华大使赛熙军 （右） 与中国钢琴家李云迪合影。 波兰驻华大使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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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波兰，五大“惊喜”等着你

波兰克拉科夫瓦维尔皇家城堡。 波兰旅游局供图 波兰塔特拉山“海洋之眼”湖。 波兰旅游局供图波兰塔特拉山“海洋之眼”湖。 波兰旅游局供图

赛熙军翻看人民日报海外版。 海外网 付勇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