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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斯洛伐克驻华使馆会客厅，
立刻被满室的中国传统水墨画所吸
引：既有大江大河奔流不息，又有青
松翠竹四时美景……这里展出的一幅
幅中国画家画作，向每一位来客诉说
着斯洛伐克驻华大使杜尚·贝拉对中
国文化的喜爱。

在采访前，大使秘书特意嘱咐我
们布景时不要遮挡壶口瀑布图，这是
贝拉大使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一定要
把它当作视频背景。

跨文化传播领域有个概念，叫作
“文化折扣”，说的是由于文化背景差
异，一国文化产品很难被其他地区受
众认同或理解，导致价值降低。比
如，西方摄影绘画中经常用到的十字
架隐喻，大多数中国人无感；而中国
绘画中的常客“梅兰竹菊”，很多西
方人也不解其意。面对这位据说对中
国画“痴迷”的大使，栏目组有些好
奇：作为欧洲人，这份对中国画的喜
爱和了解能有多深呢？

我们的疑惑在采访一开始便烟消
云散，因为贝拉大使竟主动当起了中
国画的“讲解员”。“每次站在这幅壶
口 瀑 布 图 前 ， 我 都 像 被 充 了 一 次
电。”贝拉大使说，壶口瀑布让人感
受到黄河的力量，而奔腾不息的黄河
是中国精神的一种象征。从黄河之于
中华民族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象征
意义，再到以静写动、以动衬静的创
作手法……贝拉大使徐徐地讲，我们
静静地听，仿佛置身壶口瀑布岸边，那一条条黄色的巨
龙呼啸向前，时而怒吼、时而嘶鸣，时而天崩地裂般四
散，时而泰山压顶般冲击。

在贝拉大使身上，我们丝毫看不到“文化折扣”的
影子。整整10多分钟，他尽情沉醉在美轮美奂的中国绘
画艺术中，仿佛一个动情的诗人向台下的我们朗诵着自
己最得意的篇章。可以感受到，这绝不是叶公好龙者面
对镜头时的表演，而是长期浸润在中国文化中的真情流
露。贝拉大使还笑言，他在大使身份之外的第二职业是
中国绘画收藏家，如今他和夫人最发愁的是怕以后找不
到足够多的房间来放置他心爱的中国画。

大使亲自讲解“中国画”这个意外收获，让此次采
访变得与众不同，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文化的确是不分
国界的，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一个国家的大使固然带
有本国文化的印记，但个人的阅历、知识与兴趣更可能
是两种不同文明交汇的缩影，而挖掘不一样的细节、展
现不一样的生活，正是“我在中国当大使”栏目组的初
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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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多到中国看一看！”
——访斯洛伐克驻华大使杜尚·贝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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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中国向世界展示了巨大成就。让所有人能够吃饱饭、接受教育绝非易事，中国不仅做到

了，还做得十分出色。亿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实现了充分就业，过上了高质量生活，有了更多获得

感。我在此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中国人民快乐幸福，也希望斯洛伐克与中国建立更密切的合作、收获

更多友谊。”

近日，面对人民日报海外网“我在中国当大使”栏目组的镜头，斯洛伐克驻华大使杜尚·贝拉向

中国和中国人民送出诚挚祝福。这份祝福，不仅来自贝拉个人对中国的喜爱，更深植于两国之间的深

厚情谊。

采访手记采访手记

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景色。 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供图

一座农场凝结中斯友谊

对贝拉的采访，从他记忆里关于斯
中友谊的两个细节开始。

2019 年，在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举
办的庆祝中斯建交 70周年招待会上，20
多位来自河北沧州的中国小学生齐声用
斯洛伐克语演唱斯洛伐克国歌和民歌，
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斯洛伐克人。

2016 年，几位来自捷克和斯洛伐克
的老人来到河北沧州，在自己父辈的雕
像、照片和资料前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感念中国人几十年来从未忘记过他们父
辈的名字。

将这两个细节连接起来的，是中捷
斯友谊农场。1956 年，为支持新中国建
设，斯洛伐克的前身捷克斯洛伐克向中
国无偿赠送可耕种 10万亩土地的农业机
械，用于装备现代化农场，并派出一批
专家到中国传授机械技术和农业科技。
为纪念两国友谊，周恩来亲自将这座位
于河北沧州的农场命名为“中捷友谊农
场”，即现在的“中捷斯友谊农场”。

“ 我 去 中 捷 斯 友 谊 农 场 时 非 常 高
兴。”贝拉欣喜地看到，“农场所在地已
经发展成一座欣欣向荣的城市，有几万
常住居民，还成立了高新技术区、工业
园区。”

中捷斯友谊农场的蓬勃发展，是中
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四季常青的写
照。贝拉说，新中国成立后第 5 天，捷
克斯洛伐克就成为首批与新中国建交的
国家之一。经过 70年的岁月洗礼，两国
人民越走越近。“斯洛伐克人对中国的兴
趣越来越浓厚，越来越多斯洛伐克人到
中国学习中文、投资做生意；在中国也
有越来越多人学习斯洛伐克语，北京外
国语大学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都开设
了斯洛伐克语课程。”

看好中斯区块链合作

中斯合作不仅有 70年建交史留下的
丰厚遗产，更有紧跟时代潮流的新鲜活
力。科技创新前沿领域的合作，为中斯
关系发展增添了一抹亮色。

“斯洛伐克企业研制出了世界上第一

辆‘会飞的汽车’。”贝拉表示，创新是
未来数字经济增长的基石。斯洛伐克政
府非常重视创新，斯洛伐克有很多创新
型企业。中国在许多科技创新领域也已
经走在世界前列。这让贝拉看到了两国
在科技创新领域合作的巨大空间。

贝拉举例说，在斯洛伐克和中国的
共同努力下，中国—中东欧区块链卓越
中心不久前在北京举行揭牌仪式。该中
心致力于将区块链技术从早期市场带入
主流应用市场，为新能源智能汽车、电
子消费服务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提供
更多应用机会。

谈到中斯企业在5G领域的合作，贝
拉的态度也十分开放。他认为5G技术的
飞速发展一定会改变人们的生活，从智
能家居到可穿戴设备，5G技术应用有巨
大潜力。“中国企业是 5G 领域的‘领头
羊’，斯洛伐克与中国企业的合作是一件
有利于两国人民福祉的好事。”

盼望中斯尽快开通直航

展望两国关系发展的未来，贝拉列
出了长长的“愿望清单”。

在经贸领域，贝拉希望进一步促进
斯洛伐克对华贸易的多元化发展。斯洛
伐克以每千人汽车产量198辆的纪录稳居
全球第一，对华出口产品的最大比重也

是汽车。贝拉希望，未来斯中两国在继
续加强汽车领域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方面
合作的同时，扩大斯洛伐克牛奶、芝
士、各类肉制品等食品对华出口。

在人文领域，贝拉期待旅游业能进
一步拉近两国人民的距离。他鼓励更多
斯洛伐克人到中国看一看，说起会向斯
洛伐克朋友推荐的中国旅游目的地，贝
拉一口气列举了西安、深圳、杭州、青
岛、大连、鞍山等 10 多个城市，“长白
山风景宜人，是我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与此同时，贝拉也向中国游客发出
热情邀请。他表示，很多中国游客到斯
洛伐克往往只会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短
暂停留，但斯洛伐克值得一去的地方还
有很多。到斯洛伐克可以一览洞穴奇
观，体验闻名遐迩的温泉疗养，还可以
尽情享受冰雪运动。每一位到访斯洛伐
克的中国游客，还应该尝尝斯洛伐克的
鹅肝、烤鹅、红酒。“希望斯洛伐克和中
国之间尽快开通直航，这应该成为两国
接下来合作的一个重要内容。”贝拉说。

位于中欧内陆的斯洛伐克被称
为“欧洲的心脏”。这个国土面积不
大的国家却堪称“宝藏”国家，不
仅拥有中欧最辽阔的喀斯特地貌和
原始森林、中欧品质最高的温泉水
疗中心，更以发达的汽车工业蜚声
欧洲乃至世界。

诞生“会飞的汽车”

在 机 器 制 造 、 军 工 制 造 、 船
舶、动力设备等工业领域，斯洛伐
克拥有良好基础。尤其是汽车工业
在斯洛伐克经济中占据重要战略地
位，占斯洛伐克工业生产和出口比
重分别达到46.8%和35%。

斯洛伐克汽车工业协会公布的
数据显示，2018 年大众、起亚、标

致和捷豹路虎四大汽车制造商在斯
工厂共生产汽车约108万辆，每千人
汽车产量为198辆，继续位居全球第
一。

2018 年，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上，由斯洛伐克企业研发的

“会飞的汽车”成为名噪一时的“明
星展品”。这款“飞车”，重达 1.4
吨，融合了近40项专利技术，3分钟
即可完成驾驶模式与飞行模式的转
换。在陆地开行时，时速可达161公
里，燃料满仓状态下，最长可飞行
700公里。

蕴藏近1500座矿泉

群山环绕下的幽谷、清澈见底
的溪流、各种珍稀野生动物……斯

洛伐克的旖旎风光，是大自然的慷
慨馈赠。

斯洛伐克9个国家公园各有独特
之处。例如，古老的塔特拉国家公
园 1993 年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生物圈保护区，山上开满美丽的雪
绒花，还有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塔
特拉羚羊。斯洛伐克喀斯特国家公
园中有中欧最大的喀斯特地貌，有
超过1000个洞穴和沟壑。

斯 洛 伐 克 全 国 有 近 1500 座 矿
泉，其温泉疗养在整个中欧地区历
史悠久、颇负盛名。其中，最有名
的温泉度假村当属皮耶什佳尼，早
在 16 世纪就有关于使用这里的温泉
水治疗疾病的文献记录。在皮耶什
佳尼有 12 个温泉眼，硫磺泥浆远近
闻名。古往今来，许多名人喜欢到

这里享受温泉带来的放松，比如奥
匈帝国的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和

“茜茜公主”等。

鲜明别致的人文特色

斯洛伐克是一个充满人文情怀
的国家。

斯洛伐克电影拥有独特的文学
性与艺术性，清新宜人，常常突出
刻画善良小人物的悲喜，温情中有
深深的思索，讲述小人物在社会环
境转变下如何继续顽强地生活。

斯洛伐克弦乐是流传广泛的音
乐形式，最常见的乐器是洋琴、哨
子和其他吹奏乐器。坐落于斯洛伐
克西北部的泰尔乔瓦村以其声乐器
乐合奏而闻名，演出包括 3到 5位成
员的双弦低音提琴或全音阶按键手
风琴的弦乐演奏，并配以曲调丰富
的演唱及民间舞蹈。

斯洛伐克舞蹈具有鲜明民族风
格。别具一格的舞蹈是维尔本克舞
和奥得泽莫舞等男性舞蹈，它们起
源于中世纪军人舞蹈。卡里奇卡环
圈舞是东斯洛伐克地区典型的女性
舞蹈。一些外来的舞蹈也逐渐丰富
了斯洛伐克舞蹈种类，如 19 世纪初
进入斯洛伐克的马祖卡舞、华尔兹
舞和恰尔达什舞，19 世纪开始跳起
波尔卡舞。20 世纪上半叶从西欧传
入现代舞蹈，从海外传入交际舞。
斯洛伐克的民间舞蹈则通过民间团
体、民俗舞蹈团和民俗节保留至今。

（海外网 王法治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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