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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蛮好的”“改革开放”……
61岁的狄沛口中不时蹦出的汉语词汇不禁
让人感慨：“这个‘老外’的汉语挺
溜！”实际上，从1984年到北京大学学习
算起，狄沛来到中国已经有37年。他2006
年成为驻华记者，2018年担任青岛中德生
态园宣传媒体主管和德文杂志《致远》主
编至今。

在狄沛看来，中国文化一直在影响着
欧洲。他说，20世纪20年代，德国汉学家
卫礼贤在青岛将《易经》翻译成德文，并
将其传播到欧洲。他翻译的中国文学、哲
学著作，影响着很多欧洲作家。

狄沛认为，这种中西文化的交流应该
持续深入下去：“西方人应该更好地了解
中国、中国人的想法，反过来，中国人当
然也需要更好地了解西方人的想法。”

狄沛更多关注经济合作的问题，并且

强调了儒家思想体系中的“礼”。“我觉
得孔子的理论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
‘礼’。在经济合作领域，‘礼’同样是
很重要的，这是因为（在经济合作中）每
个国家、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想法，应该
寻找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意愿。”

（□ 本报记者 张忠德）

中德生态园宣传媒体主管狄沛———

寻找经济合作中的共同意愿

9月22日，在临沂大学外国语学院的一
间办公室里，来自俄罗斯的外籍教师奥丽
娅正在批改作业。见记者来采访，她熟练
地拿起桌子上的小茶罐，提出要以茶待客。

在中国工作生活的17年间，奥丽娅大
部分时间都是和丈夫及两个孩子居住在临
沂，从奥丽娅的言语间还能听到几句临沂
方言。奥丽娅的丈夫是临沂人，两人是在
大学时期认识的。奥丽娅说，在俄罗斯生
活时，对中国的了解仅限于新闻和电影，但
在中国生活得越久，越感觉不断更新甚至
颠覆了之前对中国的认知，因为中国文化
博大精深，值得用一辈子去学习去感悟。

“中国的文化体现在生活娱乐的方方
面面。”奥丽娅说，最令她印象深刻的电
影是《流浪地球》，人类带着地球离开太
阳系的画面令她非常感动。

奥丽娅的个人电脑中珍藏着许多照
片，画面中，奥丽娅与同事、学生一起做
月饼、制作剪纸、穿汉服。“我会把这些
照片发给俄罗斯的亲人，向他们展示中国
文化。”奥丽娅说。

（□ 本报记者 纪伟）

临沂大学外籍教师奥丽娅———

中国文化值得一辈子去感悟

段宗刚在2007年9月加入山东泰建集
团，先后在利比亚、沙特阿拉伯、阿联酋
等地工作。

2019年10月，公司建设阿联酋国外项
目，段宗刚聘请了一位巴基斯坦籍资料
员。第一次见面时，他很有礼貌地说：
“你好，老板！”并十分热情地伸出双手

与段宗刚握手。“一个外国人在与中国人
交流时说‘你好’而不是‘Hello’，这
代表他对我国礼仪的了解、对我国文化的
尊重。”段宗刚说。

后来，这位巴基斯坦人来到段宗刚的
宿舍，说想要学习中文。段宗刚十分爽快
地答应了他。后来他自己选了一个中文名
字，叫“月亮”，因为在中国的文化里，
月亮常常代表着思乡，以此表达自己的思
乡之情。

工作期间，段宗刚将外籍人员的管理
交给了月亮，他的管理效率很高，段宗刚问
他有什么经验，月亮说他最喜欢《论语》，从
中学习到了很多道理，汲取到许多经验。

现在月亮已经在泰建集团工作了21个
月。他说工作结束后希望去山东，好好学
习孔子故里的文化礼仪。

（□ 本报记者 刘涛）

山东泰建集团阿布扎比项目经理段宗刚———

外籍员工学《论语》搞管理

王自玮是土生土长的泰安人，2013年
赴意大利米兰布尔格时装学院学习服装设
计。对王自玮而言，留学意大利，既丰富
了审美体验，多样的生活经历也带来了许
多创作灵感。“对于一个设计师而言，需
要不断同外界交流，更好地理解这个世

界，再去设计自己的作品。”王自玮说。
2018年，王自玮与意大利设计师一起

在 米 兰 创 立 了 独 立 设 计 师 品 牌
HEYCHWOOD，并开办品牌工作室。

无论是在日常工作中还是设计服装
时，王自玮一直不遗余力地将中国文化元
素推向世界舞台。在劳伦斯·许世博会云
锦大秀上，王自玮协助劳伦斯·许把中国
云锦文化推向世界。

“无论是HEYCHWOOD的T恤设计
采用中国古典祥云图案，还是将备受时
尚明星喜欢的纯手工艺小牛皮背包推出
‘中国红’新款，我都在努力将中国元
素带向世界舞台，让更多人看到。我想
让中国人为‘Made in China’以及‘中
国设计’感到骄傲。”王自玮说。

（□ 本报记者 曹儒峰）

旅居意大利8年的时装设计师王自玮———

将中国元素带向世界舞台

亚美尼亚在鲁创业者茉莉———

希望把中国好产品带往国外
9月23日，来自亚美尼亚的Hasmik

（中文名：茉莉）与家人享受短暂的中秋
假期后，很快进入工作状态。2017年，茉
莉与其丈夫Percy（中文名：博西）一起
创办了淄博托尼沃贸易有限公司。茉莉与
博西及一对子女目前在淄博市张店区定
居。

在中国生活了十余年，茉莉感触最深
的莫过于中国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深厚情
谊。“刚到中国时，我的中国老师就是我
最大的依靠。每到节假日，老师都会邀请
我去家里吃个饭，聊聊天，那种感觉非常
温暖。这种情谊我会记一辈子。”茉莉说。

“如果过年去朋友家，我都会露两
手，最拿手的菜是炒土豆丝和西红柿炒
蛋。”茉莉说，除了春节，自己跟女儿分
别最喜欢端午节和中秋节，原因无他，因
为吃粽子和月饼有了正当“借口”。

谈及未来，茉莉说：“我希望可以把
更多中国好产品带往国外。对于孩子，希
望他们能多了解中国文化，更好地融入中
国的生活。尤其对于正在学习芭蕾舞的女
儿，我希望她将来能够学习中国传统舞
蹈。”

（□ 本报记者 刘磊）

美国谷歌软件工程师范思奇———

春节时老外排队买饺子

“有一年春节，我和中国同事去当地
的水饺店，发现店里排起了长队，而且除
了我们两个全部都是外国人。”谈到中国
文化在国外的影响，范思奇分享了一次有
趣的经历。

2011年，范思奇离开青岛，只身到美
国读大学，现在已是谷歌的一名软件工程

师，生活在旧金山湾区。“这里华人很
多，带动了当地人吃中餐、逛中国超
市。”他说。

范思奇说，美国不少大学设置了中文
课程，身边会说中文的人也很多。“很多
同事在学习中文，一方面是感兴趣，一方
面是方便交流。”

“国内发展得很快，很多地方都已经超
越了国外，比如说移动支付。”在美国十年，
范思奇也感受到祖国各方面发展迅速，影
响力越来越大。“十年来，中国的互联网崛
起非常快，TikTok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
是美国年轻人中最火的社交软件。”

回忆起在大学里的日子，范思奇说，
中国学生谦虚、内敛、不张扬，国外同学
更倾向于表现自己，思维方式上受到了一
些碰撞，现在更加自信了。

（□ 本报记者 张晨 刘斐）

“天灵盖”“地蛋”“波棱盖”……
安娜的普通话里总能让人听出山东口音。
“我的普通话是在淄博学的，很多方言跟
着西蒙家人就学会了。”安娜告诉记者，
她2017年从俄罗斯来到山东理工大学留
学，遇到了现在的丈夫西蒙。西蒙是地道
的山东小伙儿，去年两人结为夫妻。

目前，西蒙与安娜在贝壳视频工作，
是网络主播。这份工作的特点与安娜的兴
趣不谋而合，“我喜欢中国文化，更愿意
在生活中发现有趣的中国故事。”

今年4月，安娜跟西蒙参观了寿光菜
博会，各种特色蔬菜让安娜看花了眼，
“好多蔬菜在俄罗斯从来没见过。”在淄
博周村古街，中国传统古建筑更是引发了
安娜的兴趣。“中国的古建筑特别漂亮。
我很喜欢古建筑，每个国家都各具特
色。”安娜说，“陶瓷博物馆里各种瓷器

非常精美，还有周村烧饼也很喜欢。”
西蒙介绍，安娜很喜欢吃中国的炒菜，

也喜欢下厨，做出来的饭菜别有一番风味。
“就像我俩的感情和生活一样，既不是单纯
的中国式家庭，也跟俄罗斯家庭不同，我们
是在一起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 本报记者 胡沥中）

贝壳视频旗下网络主播安娜———

在山东学会了很多方言

刚果（布）华人华侨商会秘书长迟成峰———

在非洲见证“汉语热”

“完全可以说，这里掀起了‘中国热’
‘汉语热’。”隔着7小时时差、10000多
公里的距离，迟成峰的这句话在记者眼前
描绘出了中非文化交流的火热景象。

2007年，36岁的迟成峰所在的非亚公
司分包了刚果（布）的一号路工程，他因此

出国，在非洲一待就

是14年。初到之时，语言是最大的障碍。
转机出现在2012年，马利安·恩古瓦比大
学与济南大学合作，开展汉语推广活动。

“一年多后，会说中文的人就多了，
我们招建筑工、技术工，方便了太多。现
在公司有20多个本地员工。”中国企业还
在当地开展技能培训。“现在中小企业基
本实现了技术员工本地化，节约了大量成
本。”迟成峰说。

迟成峰告诉记者，刚到非洲时，他们
遵从当地的习俗，每周发一次工资，往往
工资发下去工人就找不到了，工人会把钱
花完再回来。“我们渐渐引导他们，发下
工资来，拿三分之一给妻子、三分之一孝
敬父母，剩下的存起来。现在跟着我们干
了五年以上的工人，基本都在当地买房
了。”

（□ 本报记者 李欣苁 李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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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日报客户端

“2021中国(曲阜)

国际孔子文化节 第

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

坛”9月27日至28日在

山东曲阜举办。大众

日报今起推出“对谈”

大型融媒报道，着眼于

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

去，邀请中外友人分别

讲述“我的中国故事”

“我的海外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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