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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中文纳入小学课程”

阿塞拜疆人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从
杰纳利身上可见一斑。“我很喜欢中国音
乐，尤其是琵琶，它的音色非常美妙。
我还喜欢京剧，它与其他戏剧截然不
同。”说起喜欢的中国文化，杰纳利滔滔
不绝。

对中国文化充满热情的杰纳利，自
然不会错过在中国学“地道中文”的机
会。杰纳利专门聘请了一位中文老师，
在繁忙的大使工作中，每天都确保抽出1
个小时学习中文。他还给自己的中文学
习定了一个“小目标”：两三年后能够用
中文接受采访。

像杰纳利这样认真学习中文的阿塞
拜疆人不在少数。杰纳利说，目前在阿
塞拜疆的两所孔子学院取得了巨大成
功，大约有 1500名阿塞拜疆人参加孔子
学院的各项活动。杰纳利透露，阿塞拜
疆计划把汉语教育引入小学课程，目前
正和中国教育部商讨相关事宜。

杰纳利不仅希望把中文纳入阿塞拜
疆小学课程，还计划把更多中国文化传
递到阿塞拜疆。已在中国度过好几个春
节的杰纳利非常喜爱春节文化，“春节意
味着团圆、美食，春节也是一年的开
始。”杰纳利对春节习俗有不少了解，

“福表示成功、幸运，‘福’字应该贴在
门上。”杰纳利还对四川自贡的灯会印象
十分深刻，他希望把这样的活动带回阿
塞拜疆，中国春节与阿塞拜疆最重要的
节日纳乌鲁兹节在时间上很接近，他相
信节日能拉近两国人民的距离。

“体会到强烈的文化亲近感”

如果说了解语言文化是打破交往壁
垒的第一步，那么人民直接交往便是加
深国与国友谊的有效方式。

杰纳利认为，去过阿塞拜疆的中国
人和来过中国的阿塞拜疆人，一定都会
对彼此文化产生亲近感。杰纳利本人就
从中国古城西安和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之
间体会到强烈的文化亲近感。他说，西

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而拥有千年历
史的巴库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名城。西
安有兵马俑，巴库有希尔凡王宫和少女
塔，都是世界文化遗产。

杰纳利说，距离巴库不远的苏姆盖
特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不久
前苏姆盖特与西安缔结了友好城市关
系。“西安、巴库和苏姆盖特 3个城市联
系非常密切，相信未来会有更多阿塞拜
疆人到西安旅游，也会有更多来自西安
的朋友去巴库和苏姆盖特。”

谈起中国游客赴阿塞拜疆旅游的便
利，杰纳利介绍，阿塞拜疆和中国之间
已经开通了两条直飞航线，从北京到巴
库航程约 6 个小时，从乌鲁木齐到巴库
仅需 4 个小时，目前正在计划开通两条
新的直飞航线。此外，阿塞拜疆对中国
公民开放了落地签，也有电子签证系
统，中国游客可以轻松地在网上申请签
证。“2018年阿塞拜疆接待了近3万中国
游客，未来欢迎更多中国游客到阿塞拜
疆享受美味佳肴、游览名胜古迹。”杰纳
利表示。

“我们的商品在中国销路不错”

人文交流合作不断促进中阿两国民
心相通，经贸合作也日益拉紧两国利益
纽带。“中国茶、食品、高科技产品、家
具、纺织品在阿塞拜疆很受欢迎。”杰纳
利高兴地表示，阿塞拜疆红酒、果汁、
果酱也在中国市场销路不错。目前阿塞
拜疆红酒屋已经在乌鲁木齐、上海落
户，未来希望进入北京、成都等更多中
国城市。

随着中阿共建“一带一路”的顺利
推进，双方商品流通将更加顺畅。杰纳
利表示，虽然阿塞拜疆是内陆国家，但
得益于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的建设，阿
塞拜疆正在成为连接欧亚大陆的能源、
交通、物流枢纽。“一带一路”倡议与阿
塞拜疆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契合，阿塞拜
疆跨里海国际运输通道建设与“一带一
路”倡议对接已产生明显效果。

杰纳利举例说，2019 年 7 月，从西
安始发的中欧班列“长安号”仅用 17天
就顺利抵达巴库，这趟班列抵达巴库所
用时间比海路快了近 20天，这为中国和
欧洲之间的货物运输提供了更便捷的通
道。“阿塞拜疆从一开始就非常支持‘一
带一路’倡议，我们也准备好了与中国
共同努力完成目标，助力沿线国家实现
共赢、共同繁荣。”

值此新春佳节之际，
我要向中国朋友致以诚挚
的问候和祝贺，祝福大家
度过一个幸福、繁荣、和
谐的新年。阿塞拜疆和中
国是友好的合作伙伴，我
相信新的一年将会为两国
关系进一步发展带来新的
机遇。

阿塞拜疆高度重视与
中国的关系，一直致力于
拓展和深化两国在各个领
域的合作。我们将两国关
系定位为建立在友谊和互
信基础上的伙伴关系，阿
中关系迸发出高速增长的
活力。

我很高兴也很自豪地
告诉大家，2019 年双边高
层互访频繁，是阿中关系
收获极大的一年。阿塞拜
疆总统伊利哈姆·阿利耶夫
赴北京参加第二届“一带
一 路 ” 国 际 合 作 高 峰 论
坛。习近平主席和阿利耶
夫总统之间基于相互尊重
与信任的政治对话，为扩
大两国在经济、人文等诸
多领域的合作创造了有利
条件，是 2019 年两国主要
的政治亮点。

在经贸领域，2019 年
阿塞拜疆副总理沙辛·穆斯
塔法耶夫率高级别代表团
参加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取得丰硕成果。
这助力两国经贸合作的发
展，也为更多阿塞拜疆产
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了新
机遇。

政 治 、 经 济 层 面 之
外，2019 年两国人文交往
也十分活跃。我们在中国
举办了各种活动，介绍阿
塞拜疆的历史文化，为两
国人民架起沟通桥梁，拉
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阿
塞拜疆积极参加亚洲文明
对话大会、2019 年中国北
京世界园艺博览会……这
些都是 2019 年阿中两国人
文交往领域的标志性事件。

阿中双边关系的积极与全面发展，无法在
这篇短短的新年致辞中一一呈现。但是我相
信，上述重要事件证明了阿中关系的强大、紧
密、深远和友好。最后，我想再次对中国朋友
送上新春祝福，我坚信阿中伙伴关系将会不断
加深，为双边关系在2020年达到新的高度铺平
道路。

（作者为阿塞拜疆驻华大使）

阿塞拜疆位于外高加索东南部，北靠俄罗
斯，西部和西北部与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相
邻，南接伊朗，东濒里海。阿塞拜疆国土面积
8.66 万平方公里、人口超过 1000 万，是南高加
索地区最大的国家，也是一个因“火”而闻名
于世的国度。

在阿塞拜疆，有历史悠久的拜火教神庙。距
离阿塞拜疆首都巴库30公里，有一个叫作苏拉汉
内的村庄，古丝绸之路兴盛时，古印度拜火教教
徒途经此地，将地表的天然喷火现象视为神迹，
就地建造庙宇膜拜。虽然神庙在岁月冲刷中早已
褪去宗教的神秘色彩，但作为拜火教的博物馆依
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阿塞拜疆蕴藏着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被誉为
装满里海盆地和中亚财富“大瓶”的“瓶塞”，
其石油探明储量约 22 亿吨，天然气储量约 2.6 万
亿立方米。阿塞拜疆石油工业历经百余年沧桑，
巴库的石油早在19世纪就已大规模开采。时至今
天，油气工业仍是阿塞拜疆的支柱产业，不过
2014 年以来阿塞拜疆开始走经济多元化发展道
路，以农业、交通、旅游业为突破口，大力促进
非石油经济发展。

在阿塞拜疆，有蔚为壮观的泥火山群。世界
上拥有泥火山的地方屈指可数，但在阿塞拜疆全
境就有泥火山约 400 座，占全世界数量的一半。
有人说阿塞拜疆的泥火山地貌像极了火星，也有
人说阿塞拜疆泥火山与月球景观极为相似，因为
太阳从漂白的粘土上会反射出白光。

象征神圣与资源的火元素，在阿塞拜疆随处
可见。阿塞拜疆国徽正中的图案，犹如一团熊熊
燃烧的火焰。而巴库新建的地标性建筑群“火焰
塔”，设计灵感也同样源于火焰。每当夜幕降
临，灯光璀璨的“火焰塔”犹如三缕火焰，在巴
库蜿蜒升腾。 （海外网 陈 洋整理）

在拜访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馆之前，“我在
中国当大使”栏目组关于阿塞拜疆只有“古
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模糊印象。而当我们
真正进入使馆后，会客厅里随处可见的各式
瓷器、中式博古架、中式矮几……让我们对
古丝绸之路连接的中阿文化交流有了更具象
的认知。

虽然我们迄今走访的 40 余国驻华使馆总
少不了中国瓷器的装饰元素，但阿塞拜疆驻
华大使馆的中国瓷器独树一帜。一走进使馆
会客厅，依墙而立的 2 米多高红底金纹瓷瓶
格外“吸睛”，使馆工作人员笑称这两个巨型
瓷瓶是使馆的“镇馆之宝”。“宝贝”瓷器在
使馆还有不少：中式博古架上的靛蓝底牡丹
花瓷瓶华贵典雅；在矮几上摆放的荷叶盖瓷
罐清新脱俗；放置于中式储物柜上的侍女山
水图瓷器恬淡雅致；以青瓷为座的台灯意趣
盎然……

在对使馆瓷器的探索和发现中，与中国
瓷器相映成趣的阿塞拜疆瓷器引起我们的浓
厚兴趣。为了向我们解释阿塞拜疆瓷器与中

国瓷器的异同，阿塞拜疆驻华大使杰纳利特
意领着我们走进使馆的会议室。悬挂于墙的
两个磁盘花纹细腻、色彩饱满，是阿塞拜疆
瓷器的典型风格。杰纳利大使说，阿塞拜疆
瓷器最大的特色是佩斯利花纹无处不在。

状如泪滴、形似火焰，用圆点和曲线勾
勒的华美佩斯利花纹，极具古典主义气息。
这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古老花纹，被赋予了吉
祥、美好、和谐、绵延不断的寓意，在阿塞
拜疆广受欢迎。杰纳利大使说，佩斯利花纹
瓷器，正是中国文化和阿塞拜疆文化碰撞融
合的结晶。

无论是大使亲自担当“讲解员”，还是各
具特色的瓷器，都被我们一一收录进镜头。
在采访当天，我们就发布了 30秒 Vlog《来找
茬！阿塞拜疆瓷器和中国瓷器有啥不同？》。
视频推出后，有网友提问：“阿塞拜疆陶瓷工
艺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吗？”有网友赞叹：“中
国和阿塞拜疆瓷器都好漂亮！”在这样的互动
中，我们力图让受众犹如身临其境一般感受
到中阿文化对话的精彩。

“想把中国灯会带回阿塞拜疆”
——访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阿克拉姆·杰纳利

海外网 毛 莉 戴尚昀

位于东欧和西亚的“十字路口”，有永不熄灭的“火焰山”，有古老而神秘的拜火教神庙……阿塞拜

疆，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

“从几百年前开始，中国文化一直在阿塞拜疆深受欢迎。阿塞拜疆人知道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知道

中国盛产茶叶，也对中国民俗传说、书法、音乐、戏剧等十分感兴趣。”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阿克拉姆·杰纳

利近日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娓娓道出由古丝绸之路连接的阿中友谊，并表达了抓住共建“一带一

路”机遇、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强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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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馆内摆放的瓷器。

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馆供图

左图：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地标“火焰塔”。

阿塞拜疆驻华大使馆供图

中国“清明上河图薄胎瓷碗”。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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