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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们常说的“三百六十行”中，对外文化工作不知道算不

算其中的一行，但作为一项工作，一种职业，它值得被人们尊重，

被人们赞诵。在我们的体制内，在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中，有那么

一行人，他们在为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为不同文明之间的友好

对话，为世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默默地工作，辛勤地耕耘。

他们不是艺术家，也称不上外交家，也许在他们身上没有发

生过惊天动地的壮举，在他们中间也没有产生过顶天立地的英雄，

但他们对工作的敬业，对事业的付出，对国家的奉献，丝毫不差。

唯一愧对的是他们的家人。在父母最需要他们的时候，往往

不能守候在老人的身边，甚至见不上临终一面。在儿女最需要他

们的时候，往往不能尽职尽责，关注他们的健康成长。由于工作

的需要，他们经常要在家庭和事业中做出选择，孰重孰轻？孰好

孰坏？

当我们的艺术家在国际艺术舞台展示东方梨园之美，当我们

的艺术作品呈现在西方高雅殿堂，当我们的文化产品打入国际市

场，当中华五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为世界各民族人民共享，

人们可曾想到他们——那些为之牵线搭桥、奠基铺路的建设者们？

他们在亲手把一束束中华文化之花呈献给世界人民的同时，

也在培育着自己内心世界的那朵小花。繁忙之中，他们把对世界

的观察、对人生的感悟、对社会的体验、对生活的赞美、对事业

的热爱汇集成思想的火花，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真真切切，朴

实感人。

我觉得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这本小集子的出版算是一个小

小的驿站，希望他们经过修整、积淀，厚积薄发，勇往直前。

序
侯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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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4 月 26 日，长野，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圆满成功。虽然

过去几年了，但当时的情景却不时在我的脑海里萦绕，难于忘怀。

为做好在长野的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工作，驻日本使馆成立了以崔

天凯大使为总指挥、孔铉佑公使为副总指挥的工作班子，使馆领导将

筹备工作交给文化处，我作为总协调人，负责带领文化处具体承办此

项工作。

面对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工作（长野既不是使馆所在地，也没有

总领馆），虽然人手少，头绪多，事务繁杂，全处同志不叫苦，不叫累，

天天超负荷工作。与外务省、文部科学省、国土交通省等政府部门联系，

与机场联系包机的抵离，与日方火炬传递组委会和日本奥委会等协调

各种事务，与警方联系安全保卫工作。此外，还要就各种事项及时向

国内请示并随时沟通。

驻日本使馆发挥“全馆一盘棋”的精神，全馆各处室全力参与和

配合，给予了无私的协助和支持，经国内特批，还将曾在使馆工作过

已回国的高元媛、乔伦、郝志涛等三位同志借调到日本，协助相关工作。

我为此先后多次赴长野考察、踩点，代表中国大使馆出席日方组

委会全体会议，考察传递现场，提出我方建议，并与日方协商具体方案。

经反复协商，最终确定长野县勤劳者福祉中心旧址（亦称向日葵公园）

为起跑点，若里公园为终点。全程18.7公里，包括中方3名火炬手在内，

共有 80 名火炬手参加火炬传递。

4 月 25 日是星期五，清晨，使馆工作人员在崔大使的带领下，赶

到羽田国际机场，迎接包机的到来。在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后，于

7 点 30 分离开机场赶赴长野，这时车队上空竟有七八架直升飞机进行

实况转播，打开车上的电视，几乎所有的电视台都在转播奥运火炬的

车队。经过 4 个多小时的颠簸，顺利到达长野。

4 月 26 日，火炬传递的当天，早上 8 点 15 分，在向日葵公园举

办了起跑仪式后，火炬传递开始。我作为使馆现场总协调人乘坐在第

难忘在长野的北京奥运火炬传递
张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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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指挥车上，看到 80 名火炬手手持祥云火炬有序传递。他们传递

着友谊，传递着美好。“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理念得到升华。

沿途手持五星红旗的华人华侨留学生中资机构的人们不计其数，他们

从日本的四面八方乘坐各种不同的交通工具赶到长野，一睹奥运火炬

传递的光彩。“中国加油！”“奥运加油！”的口号声不绝于耳。当

天的长野，被日本媒体评论为“红色的海洋”。	12 点 30 分，奥运火

炬抵达终点的若里公园，在庆祝仪式之后，于 13 点 15 分，火炬传递

活动圆满结束。	

火炬传递结束后，我们于 14 点 26 分乘坐新干线返回东京，参加

在驻日本使馆举办的北京奥运火炬传递成功的祝贺招待酒会。当晚 22

点 30 分，奥运火炬传递的包机离开羽田机场转赴下一站韩国首尔。

在日本官民各界的大力支持下，历时 40 个小时的北京奥运火炬传递

大功告成。

2008 年 4 月 28 日，外交

部党委向驻日本使馆颁发荣誉

证书，证书上写着：驻日本使

馆在北京奥运火炬境外传递工

作中，表现突出，记集体三等

功一次，以资鼓励。在荣誉证

书的背面，写有驻日本使馆

132 名工作人员的名单，文化

处工作人员是：张爱平、何静、

陈诤、赵瑾、蔡山帝、赵歆。

回顾在长野举办的北京奥

运火炬传递，我们取得了历史

性的成功！我们赢得了荣誉，

赢得了尊严，赢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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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4 月，外联局在长沙召开部省对

外文化工作座谈会，期间安排了参观岳阳楼。

回北京后，作者写下了以下文字。

初次来湖南，我必须亲眼看看那座经范

仲淹一篇美文而闻名千古的建筑。《岳阳楼记》

写得美伦美奂，但是不写楼，专写湖，范公

用在楼上看到的洞庭湖景象，让这座楼享受

了一千多年的盛名。这当然是他伟大的地方，

也是让湖南以外的读者很麻烦的地方。你纵

“新”《岳阳楼记》
于

使把《岳阳楼记》背得烂熟，也想象不出这

座楼究竟什么模样。

中国古典文学状物写景，有时不直奔描

写对象，而是借别的说事。“沉鱼落雁之容、

闭月羞花之貌”———你倒说说，这女子长

得是什么样？不具象，得凭想象。写岳阳楼

不写楼，拿湖说事，倒也合理。

反正那天我终于看到了岳阳楼的样子。

这是矗立在洞庭湖东岸的一座三层楼阁，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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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余米。每一层的飞檐的造型不同，第一层

是龙，第二层是凤，第三层是祥云，合起来

取“龙凤呈祥”的意思。最奇特的是其盔顶，

像一个武士的帽子。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造型。据资料上说，这种盔顶式建筑，在全

国也十分罕见。

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

认为文化的起源，往往有实际的功能。岳阳

楼的初始功能是什么，是那天我想知道的一

个问题。大家议论纷纷，有说是为了文人们

聚会的，有说是为了招徕旅游的，最后一查，

原来是三国时吴国鲁肃（字子敬）为演练水

军而搭建的阅兵楼！

茅塞顿开呀。“国之大事，在祀在戎”。

祭祀涉及精神上最要命的事，国防涉及肉体

上最要命的事，不是为了最要命的大事，谁

会动用如此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做这

种事？这是求生的力量，岳阳楼如此，长城

亦如此。

也还要感谢范公，不是他这篇美文，这

座古代文物，如何能世代受万人瞩目？这便

是文化的力量，苏州寒山寺如此，昆明大观

楼亦如此。

弄明白了这些事，便感到仅仅埋怨前人

只写湖不写楼，未免猪八戒照镜子照人不照

己。今人如无所作为，岂不和范公一样地对

后人不负责任么？于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

起，戏拟《新岳阳楼记》以记之：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岳阳一楼。子

敬建，子京缮，李杜留墨，范公著文。文

因楼作，楼以文名。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

老幼莫不知也。奈何范公惜墨，唯湖落笔，

是楼状貌，云里雾里。千古一缺，宁不憾乎？

若夫泛舟湖上，翘首东望，一楼巍峨，

遍体金光。奇顶如盔，身披戎装，牵松携柳，

背倚穹苍。疑似帅府，肃穆威武。望斯楼

也，莫非东吴重生，鲁肃再世，旌旗飘飘，

千军待发者也。

至若弃舟登岸，拾级攀援，三级军楼，

豁然眼前。一级雕龙，二级刻凤，三级飘

云，吉祥万千。而或移步楼中，窗明柱暗，

历代诗赋，游人赞叹。凭栏听涛，浮想联

翩。值此时也，宁不思古发幽，品茗吟诗，

呼传纸墨，斗酒百篇者矣。

嗟乎，予尝惑先人之描摹，借代甚于

直书，何哉？非赋比兴，难成美文。歌壮

士之威，铁板铜琶；叹佳人之美，沉鱼落雁。

似是而非，非而是，然则何为是非耶？其

必曰非所以为非则是，是所以为是则非乎？

噫，车轮话，不听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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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故乡的冬季总是烟雨蒙蒙，所以无论旅行到何地，只要出

现这样的景物，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回想儿时在重庆的时光。

烟雨蒙蒙，坐在伦敦西北郊的办公室里，看着小雨淅淅沥沥地打

在拼花的玻璃窗上，沙沙地作响。屋外的草地过雨后更加青翠，一层

薄雾时隐时现地慢慢地从草地上升腾飘动，把花园中的水法、游廊遮

盖、隐去，仿佛周边的景物都凝固了，一切如此朦胧，安详。白色大

理石上的吊钟滴滴答答不倦地行走着，深褐色的墙围子在橙黄的壁灯

照映下，古意盎然，一切如此宁静安详，不断地提醒我这座英伦百年

建筑昔日的辉煌与荣耀。

潮湿的空气溜进我的鼻腔，我紧紧地抓住这一瞬间景物的相似给

我的灵光，好像是婴孩寻找母亲温暖的怀抱，又好像去拥抱记忆深处

最幸福的一刻，一种既熟悉又遥远的人生记录。雾雨蒙蒙，把我带回

了春节时节重庆的故乡。

孩童对于春节的记忆来自舌头。每到春节这个重要年节，外公外

婆、爷爷奶奶，还有父母都会提前几个月开始准备大年三十的家宴，

为了一家的团聚忙碌着，准备着。咸肉做好了，香肠做好了，风鸡、

酱肉在屋外的窗檐下排成了行，白白的汤圆面、黑乎乎的猪油黑芝麻

汤圆心、红红的胡萝卜什锦素菜慢慢地摆满灶台，妈妈做的卤肉、卤

鸡蛋在冬日的阳光下冒着热气，散发着浓香。幸福不就是一家人团团

圆圆在一起吃一顿饭吗？中国农业社会的这个传统让远方的游子有了

归属，让孩子有了可以避风的港湾。年夜饭呀，成为凝聚一个家庭、

亲情的仪式，锻造了中国的人文之魂。

孩童对春节的记忆来自声音。睡觉前，爸爸妈妈在床边低声商量

年饭的窃窃私语，商量给孩子压岁钱、给老人做新衣服的讨论，就像

一声声的号角，昭告这一年中最重要时刻的临近。性急孩子不断炸响

的鞭炮，把孩子的心牵到屋外。灶台上奶奶责备父亲做饭时的疏漏，

指点做饭的诀窍，混合着父亲的应答和铁锅与锅铲的碰撞声，编织着

雨中的思乡曲
项晓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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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节日序曲。

孩子对春节的记忆来自家人亲情的表露。拿着老人给你的压岁钱，

听着爷爷奶奶抚摸着你的头，说着对来年的祝福，看着父母们一洗往

日的紧张和忙碌，招呼日常不太走动的亲戚朋友的到访，幸福感无声

无息地充满了心间。儿时并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磕头，但是压岁钱的诱

惑还是遵从了老理儿，直到多年以后问起父母，才知道这种仪式对中

国传统长幼有序的诠释和不断重复。

春节，一个亿万中国人魂牵梦绕的节日，一个维系中国家庭的传

统礼仪，只要地球上还有中国人这个宗族，这个古老的传统还将世世

代代地传承下去，不断地被中国人重复下去，发扬光大。

（原载 2013 年 1 月 31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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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8 月，我作为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文化参赞前往长崎出席“地上的天空——故

宫博物院展”开幕式活动之后，驻长崎总领

事邀请我游览市容，并详细向我介绍长崎市

民欢度中国春节的盛况。

长崎与上海相隔 800 公里，自古以来就

是连接中国与日本的桥梁。由于历史原因，

无论是衣食住行，还是日常生活，这里都保

留有浓厚的中国气息。日本的遣隋使、遣唐

使和留学僧从这里起航前往中国，宋、明、

清时期，我国的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大批

商人到日本经商，他们在这里创建了唐人街。

现在长崎人的风俗习惯、饮食文化及节日庆

典亦大多源于我国。每逢中国农历春节，长

崎市街、眼镜桥两岸张灯结彩、游龙舞狮，

知事、市长乃至普通市民达上百万人年复一

年地与当地华人共同欢度中国传统节日。

漫步在著名的中华街、孔子庙，不由得

使我这个来自孔子故里、蒙山沂水之畔的山

东人想起了儿时在家乡过春节的种种幸福而

又似乎有些遥远的回忆。

我的家乡——革命老区沂蒙山区，青山

绿水，历史悠久，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春

节前农历小年开始，各种大小集市车水马龙，

川流不息，道路两旁摆满了各种年货及鞭炮、

剪纸、门神，布老虎、红绒花更是应有尽有。

孩子们跑前跑后挑选着自己平日难以得到的

蒙山沂水春节情
何静

各种面人、糖人、泥塑。作为书圣王羲之的

故乡，现场挥毫书写对联更是少不了的。集

市上坐摊书写的老先生各自得意地展现着平

日不轻易出手的书法之作，吟诗挥毫，自娱

自乐而又为孩子们积蓄了些许压岁钱。

记得小时候，父母工作忙，无暇为我们

兄妹购置鞭炮、糖人和红绒花，也无暇为我

们缝制当地流行的女孩子们穿的绒头绣花鞋。

但是，每年除夕夜五毛钱的压岁钱是少不了

的。

我的父亲自 1940 年进入抗大一分校起，

60 余年一直战斗、工作、生活在那里。我自

小喝着沂河水，听着沂蒙山小调成长。每年

的春节，总也缠着母亲为自己买上一支红绒

花，或者渴望能穿上一双外婆亲手缝制的绒

头绣花棉鞋，大年初一，穿戴上甭提多高兴了。

除夕夜，全家人围坐在炉火旁包饺子的

情景更是令我难以忘怀。“黄河之滨，集合

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首唱

遍黄河两岸的抗大校歌，是父亲每年除夕夜

的保留节目；16岁就入党的沂蒙山“识字班”

支前队长出身的母亲则会扭上一段支前拥军

大秧歌，几岁的我总是跟在母亲的身后扭动

着。

自我记事以来，除了父母亲因工作无法

在家和我们一起共度除夕外，我们家的除夕

夜几乎年复一年地在“黄河之滨”的歌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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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山大秧歌的舞动中辞旧迎新。一家人欢欢乐乐，其乐融融。

40 年前，我走出了沂蒙山。记得父亲送我去山东大学日语专业学

习时曾对我说，他 18 岁参加八路军来到沂蒙山，现今我 18 岁却离开

沂蒙山去学习日本语了……哈哈……。此后 40 余年，我一直从事着

对日文化交流工作，虽曾访问过大部分的都道府县，但漫步在长崎的

中华街、孔子庙，我不禁有找回儿时在蒙山下沂河边春节赶大集的感

觉。

在驻长崎总领馆观看着长崎市民欢度中国春节的录像片，回家乡

再陪母亲过春节，赶大集，儿时的回忆，不时萦绕在我的脑海。

（原载 2013 年 1 月 31 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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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永远是个亲切而温馨的字眼；中国，永远是我的梦中情人。

有国才有家，国强家才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乃历代

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与梦想。

久居荒漠的人渴望甘泉，远离故土的人企盼家园。每当我从海外

归来，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的那一刻，心中都有种难以名状的激动和

喜悦。确如游子归乡，投入母亲的怀抱。一到国外，“恋母情结”便

油然而生。

“我一到国外，爱国热情就愈发高涨了。”这是吴仪副总理 20

多年前访美，给我驻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做报告时的一句肺腑之言。这

话至今还萦绕在我耳边。

其实，何止吴副总理一人有这种感觉。有多少留学生和援外人员

来到我驻外使领馆门前，看到国旗和国徽的那一刻能不心潮澎湃、热

泪盈眶？在他们心中，这就是“国”，这也是“家”。

我已经连续多年未在家过年了，往往在元月初开过参赞会后便急

忙返回使（领）馆，因为要在驻在国举办“欢乐春节”活动，有许多

事情有待落实。

回家不久即离家，

会议结束就出发。

回首夕阳斜照处，

余晖氤氲映晚霞。

这是前年回国开参赞会议后即将离开祖国时留下的诗句，反映出

当时的心境。家乡那脉脉的斜阳、微微的余晖，令人眷恋、令人陶醉……

其实，“家”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家，可以具体到一所房舍，

亦可抽象大至整个天下。只要心怀祖国，不忘故土，我们就可以在世

界各地拓展“新家”再造“新家”。

家乡里的中国
车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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