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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亿万中国人民行
动起来，打响了一场防控疫情的没有硝烟的战
争。这次疫情也牵动着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
的心，许多旅美游子迸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
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和凝聚力，全力以赴支援武
汉人民。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我在美国见证了不少同胞出
钱、出力，筹集大量医疗物资，以实际行动

表达对祖 （籍） 国人民血浓于水的深情关爱
和支持。

近日，我们美国福建华人联合会接待了不少
捐助者，他们之中不但有出生在中国的第一代华
侨华人，也有出生在国外的侨二代和侨三代。其
中，有两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

2月 1日这一天，美国福建医学会会长田晓
镕来到我们联合会。他说：“从小，我的父母就
告诉我，我的祖籍是福建马尾，要热爱自己的

祖 （籍） 国和家乡。最近，新冠肺炎疫情在祖
（籍） 国蔓延，我们这些‘侨二代’都很关注，
觉得应该伸出援手，为祖 （籍） 国尽一份力。
现在祖 （籍） 国急需口罩，我们今天先捐助一
批。我是医疗从业者，如果后面有更多的需
要，我们也会积极组织更多的人来参与。”说
罢，他当即捐赠了1万只医用口罩。

另一件事情是，一名祖籍福建的年仅 12 岁
的“侨三代”陈源，急匆匆来到联合会。他用不
太流利的中文对我们说：“我在学校听老师说，
中国正在发生新冠肺炎疫情，急需医生、医疗防
疫物资，钟南山教授80多岁还亲赴武汉……”说
着，他拿出今年仅存的300美元压岁钱，拉着我
的手说，“叔叔，我也是中国人，我也很揪心，
我要学钟爷爷，请把这些压岁钱交给祖 （籍）
国同胞”。

面对如此感人场面，我热泪盈眶，激动的

心情久久不能平息。这个孩子的举动，代表着

我们的民族精神在海外的传承不息，代表着海

外华侨华人爱国的拳拳赤子之心，在海外的持

续延伸。

连日来，美国福建华人联合会在行动。

从处理捐款、捐赠物资，到想方设法采购医

疗物资、组织货源、报关，装箱……我们十

来个骨干夜以继日忙个不停。2月 7日，第三批

防控物资经厦航直飞福州，通过福建省红十

字会转交武汉。捐款、捐物还在继续，防控

物资和款项会陆陆续续到位并继续发往武汉

等地。

我们相信，在中国政府的坚强领导下，中

华儿女同舟共济，团结奋战，众志成城，一定

能够战胜疫情，渡过这道难关。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作者为美国福建华人联合会主席）

正值中国春节到来之际，湖北武汉等地发生新
冠肺炎疫情，备受海内外关注，牵动着 6000 万海
外华侨华人的心。

1月23日，我去参加当地一场春晚，法兰克福
总领馆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新冠肺炎，引起我的高度
重视。当天，收到国内信息，武汉疫情告急，短缺
大量医用物资。于是，我奔跑在各地药房，联系供
货商，多方购买N95口罩以支援武汉。

我发现靠一己之力实在有限，便想到了社团。
我找到湖北商会法兰克福负责人马先生，倡议号召
旅德湖北籍华侨华人积极捐赠，为家乡出力。一呼
百应，旅德湖北籍华侨华人在商会筹备组的带领
下，迅速抱成一团，一天内就收到几百人的捐款。
经筹备组协商，决定采购国内最需要的医用物资。
来自湖北武汉的菲菲女士表示，订购医用物资的
艰辛过程让她彻夜难眠，几近崩溃，但一想到武
汉的亲人们，想到前方的医生们，便擦干眼泪继
续前行。

在订购过程中，货源短缺是最大的难题：由于

购买需求过大，订单不断增加，我们急需的口罩、

面罩、防护服等早已售罄，向商家订货也难以抢到

订单。然而，大家不轻言放弃，合力攻关，终于购

得一批批急需物资。

我们购到的第一批口罩，在第一时间送达了武
汉的医院，紧接着，一批又一批的口罩、防护服运
抵武汉。我们通过微信群与各界沟通交流，德国当
地医学会、各大学的校友会全部行动起来，形成购
货、物流、航空运输一条龙。“加油，武汉”的字
样印在物资箱体的醒目位置，载着我们的爱与期
盼，寄回祖国。

前几天，我们收到了湖北省侨联谭作刚主席
的来信。他在信中说：“湖北武汉发生疫情，牵
动海内外侨胞的心，纷纷表达关切，踊跃捐赠，
表达了血浓于水的亲情。作为风暴中心的我们，
各种应急防控救治措施正在不断落实。我们相
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海内外中华儿
女的共同努力，一定能打赢这场阻击战。在这
里，向您并请您转达湖北侨联对旅德乡亲的万分
感谢！”

血浓于水，亲情不断。我们身在海外的华夏儿
女永远与祖国母亲同舟共济，荣辱与共！

在这里，我们向每一位抗击疫情的人致敬！向
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致敬！向我们伟大的祖
国致敬！
（作者为德国法兰克福欧中一带一路促进会会长）

公 国

安道尔公国是袖珍小国，历
史可追溯到公元 9 世纪。现在名
义上的国家元首——大公有两
位，都不是本国人，分别是法国
总统和西班牙乌盖尔地方主教。
历史形成的传统，至今该国仍保
留着向法国、西班牙纳贡制度，
即每年要向法国总统缴纳贡金
960 法郎，向西班牙乌盖尔地方
主教缴纳贡金430比塞塔，以及6
只火腿、12 只阉鸡及 24 块乳酪。
不过，现在安道尔国家的实际权
力掌握在首相手中。首相由议会

（总委员会） 选举产生、再履行两
大公任命的程序。

上世纪 90 年代初举行公投，
安道尔成为主权国家，现已加入
联合国，但纳贡惯例依旧。上世

纪 60 年代以前，这里还是个闭

塞、落后的农牧小国，但是后来

大力发展旅游，实行低税制，不

征所得税，成为“无税天堂”，逐

步改变了面貌。现在，该国每年

接待游客近 800 万人次，超过本

国人口的百倍，旅游收入占本国

GDP 的 80%。人民生活安适，幸

福指数较高。

环 境

安道尔处在法国、西班牙边
境线上，位于比利牛斯山腹地的
南山坡上，平均海拔 1996米，白
雪皑皑的山头有 65座，伫立在崎
岖的峡谷之中，形成许多天然滑
雪场。

这里夏季凉爽，冬季漫长寒
冷，高山积雪时间可持续8个月。
这里湖泊遍布，植被丰茂，草地
占全国面积的一小半，超过90%的
土地是纯天然生态。举目四望，
满目翠绿，牛羊悠闲吃草，一派
田园风光。进入村镇，尽是青砖
黑瓦房舍，弯曲石板小路。家家
户户的窗台上都摆放着鲜花，充
满祥和与温馨。安道尔也不乏现
代化建筑，特别是商务区楼房林
立，街道繁华，霓虹灯闪耀。

安道尔的商品价格远低于邻
近的法国、西班牙，不但免税，
而且还时不时推出对半打折的高

档消费品，对各国游客有着极大
的吸引力。

服 饰

直到上世纪 70年代，安道尔
人仍以富有地方色彩的传统服饰
为主。男子的典型服饰是皮上
衣、紧身裤、高筒靴和贝雷帽，
腰间束红色宽腰带。直至今天，
当地人爱穿皮夹克，脚蹬皮靴，
干净利落。

妇女的日常衣着和邻近的西
班牙农妇差不多，风格偏庄重、
素雅、搭配简约。寡妇身着黑色
衣服，以示对亡夫的哀悼。

上世纪70年代后，随着旅游
业发展，安道尔人的穿着习惯
也在逐渐改变，越来越多的男性
穿上西装，女性服饰则越来越
艳丽。

餐 饮

安道尔人爱吃面食，面包的
种类很多。副食有奶酪、牛肉、
鸭肉、鱼子酱、鹅肝等。正式午
餐由冷盘或称开胃菜开始，如烟
熏肉配上橄榄，各种生菜配上调
味汁或可丽饼卷海鲜加奶油汁
等。晚餐必上汤，但通常不上冷

盘，其主菜和午餐差别不大。典

型的安道尔美食有兔肉西红柿、
烤羊肉、烤罗马蜗牛、冬梨鸭、
炖野猪肉、碎坚果烤白菜以及安
道尔玉米饼等。他们讲究菜肴与酒

的搭配，如吃牛肉等肉类时喝红
酒，吃鱼则喝带酸味的白葡萄酒。
他们吃动物肝脏，但不吃动物的其
他内脏，也不吃无鳞鱼。

烟 民

吸烟有害健康已成为地球人
的共识，然而在安道尔，人们却
对此并不在意。有关统计显示，
安道尔居民每人年均吸烟 6398.3
支，即人均每天吸 17支香烟。安
道尔盛产烟草，这里的香烟出售
价格比法国便宜一半，因而烟草
走私屡禁不止。

在 安 道 尔 ， 随 处 可 见 吸 烟
者，即使在公共场所、室内，也
会有人无拘无束地吞云吐雾，这
在欧洲十分罕见。可令人惊异的
是，安道尔却是个长寿之国，居
民平均寿命高达 83岁。这恐怕得
益于他们有良好的生存环境、营
养、福利等，当然，先进的医疗
技术也起着支撑作用。

禁 忌

安道尔不开展博彩业。安道
尔政府认为，博彩业是稳定发展
的一大绊脚石，于是明令禁止在
其境内赌博。

安道尔居民多信奉天主教。

他们认为，经由教会主持而缔结

的婚姻为圣事，不得解除婚约，

即使配偶一方死亡，也不可离婚。
（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原参赞）

驱车出行，任由车子在风景秀

丽、阳光闪烁的旷野中飞奔。进入

一片园林，有些似曾相识，跟我魂

萦梦牵、朝思暮想的王过老家非常

相像。从出生到 18 岁的美好记忆犹

如闸门打开，一发而不可收。

山西运城王过村有生我养我、

如今已白发苍苍的慈父严母。从小

到大，父亲从未因我犯错而责打

我，因为他一贯秉承“树大自然
直”的信念，孩子到了一定年龄自
然会懂事。母亲可就不同了，她坚
信“寒门出贵子”“棒头出孝子”

“玉不琢不成器”的古训，认为树在
成长过程中一旦出现斜枝、歪枝，
必须毫不留情地剪掉，否则将来不

可能木秀于林。事实证明，两位高

堂都没有错，一个和谐家庭需要一

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

大概在我 11 岁的时候，母亲不

幸生了一场大病，需要动手术，住

进了县城医院，父亲日夜在那里陪

护。年迈的祖父每天晚上跑到我家照顾我和两个

姐姐。从那时起，我突然感觉自己长大了，这可
能就是俗话说的“麦黄一晌，人熟一时”吧。母
亲大病初愈后，她的性情变得比以前和蔼许多，
甚至比父亲还要慈爱、可亲。

后来，我到县城省城京城求学、工作、成

家，再后来到美国继续求学工作。无论在国内

还是国外，我都会约好回家的日期，像燕子约
会春天一样，回家探望父母。因为父母在，家
在；春天来，燕子回。

每次回家，老远就看到母亲那
瘦弱的身影在等候我这个游子的归
来。后来听村人说：“你妈知道你
今儿个回来，不知道在村口望了多
少回，总算等着了。可怜天下父母
心啊！”后来，我就不敢和家里约
定回家的日期了，母亲已经年迈，
万一路上不小心跌一跤怎么办！

故乡有疼我宠我的至亲，也有

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同学好友；

有教我背诵“亭台六七座、八九十

枝花”的小学语文老师，也有把圆

周率编成诗句“山巅一寺一壶酒

（3.14159） 的 小 学 数 学 老 师 。 其

实，当时全班只有一名老师，她既

教语文又教数学。回想起来，遇到

这样一位恩师，留给我一生满满的

回忆。

故乡有不能开口说话却写得一

手好书法的哑巴，有能背诵一百二

十回《三国演义》的“学者”，有用

天籁般嗓音演绎 《空城计》 的蒲剧

大师，有能将民间小调演奏得如泣如诉的民间艺

人。如果当时有录音机的话，我会把这些录下

来，作为我的精神食粮。
故乡有连绵起伏、一望无际的土丘，有数千

亩的果园、瓜园、菜园，有遍地盛开的蒲公英在
和煦的春风里向我招手微笑。

故乡，是人们永远的家园，睹物思乡是最易
理解的人之常情。而此刻，新春佳节之际，我
的心早已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亦将归于斯
的——我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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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旅美同胞在行动

礼仪漫谈礼仪漫谈

安 道 尔 习 俗
马保奉

“连接”与“联结”的不同

海外纪闻

李 华

王

文

本文作者 （中） 和旅美同胞正在搬运医疗物资，发往福建省红十字会。

安道尔城区一景。 最游轮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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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心声

杜老师：

某媒体中说：“祖国母亲哺育

滋养了各族儿女，其博大的胸襟

成为连接各族人民的精神纽带。”

请问其中的“连接”用的是否妥

当？谢谢！

北京读者 孙祺备

孙祺备读者：

“连接”指“衔接”。例如：

（1） 两座山在这里连接起来。

（2） 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的

两条铁路在这个车站连接起来。

（3） 两根电线已经被接线员

连接起来，现在可以通话了。

（4） 向西去的两条公路在前

方80里处相连接。

（5） 10 节车厢连接在一起，

成为一趟列车。

“ 联 结 ” 则 指 “ 结 合 在 一

起”。例如：

（6） 发达的公路网和频繁的

物资交流，把这座城市的城区跟

农村地区联结在一起。

（7） 现在，该地区的电网已

经跟国家电网联结起来了。

（8） 把他们联结起来的是骨

肉亲情。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连

接”侧重于“接”，主要用来指事

物互相衔接。“联结”则指事物的

联系、结合，“联结”的事物往往

形成一个整体。

因此，提问中的“连接”，应

改为“联结”，表“联系、结合”

的意思，句子宜写成“其博大

的胸襟成为联结各族人民的精

神纽带。”

顺便指出，“连接”不宜写成

“联接”，这两个词是一组异形

词，“连接”是《第一批异形词整

理表》推荐使用的词形。

“联结”不宜写成“连结”，

这两个词也是一组异形词，“联

结”是 《第一批异形词整理表》

推荐使用的词形。

《语言文字报》原主编 杜永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