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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是根据我的德语名字音译
而来的，而选择‘王’姓一方面是跟我德
国的姓发音相近，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妻
子姓王。当初选择学习东亚经济就是想到
中国来。”9月24日，来自德国的赛博
（Seb）告诉记者，他从小便对中国非常
感兴趣，妻子是一位地道的济南人。

目前，赛博在济南高新区管委会投资
促进部担任国际外联专员，主要面向欧洲
企业为高新区招商引资。“当时我失去了
在德国的工作，但也正是因为这样，我有
了来中国发展的机会。就像‘塞翁’那
样。”赛博用流利的普通话讲述了“塞翁
失马，焉知非福”的故事。

“山东人很好客，也很实在。我也很荣
幸自己能成为为济南与欧洲联系的一座桥
梁。”提起山东人的实在，赛博颇有体会，

“一次我买汉堡，没有看到优惠便付了两份
的钱，但是老板主动告诉我并退了钱。”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赛博说，
“每个人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我们应该
发现别人好的一面。”

（□ 本报记者 胡沥中）

济南高新区管委会国际外联专员赛博———

德国女婿的“塞翁失马”

“俄罗斯人不仅喜欢中国的美食，更
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比如茶道、服饰、
武术、中医等等。”9月25日，谈及俄罗
斯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受，在俄罗斯
留学、工作20余年的王雅玲觉得，在俄
罗斯甚至整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
民眼中，中国传统文化是神秘且极具吸

引力的。
王雅玲是东营人，如今供职于中国华

铭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常年在莫斯科工
作。身为企业的外联部经理，王雅玲被问
及最多的就是有关中国的传统文化及风俗
习惯，每次她都会用心去跟对方分享，希
望通过这种方式，为提升中国的传统文化
影响力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让王雅玲引以为傲的是，他们公司投
资兴建的莫斯科中国贸易中心即将于今年
年底投入运营。“不仅如此，我们还把一
个5000平方米的中式园林‘搬’到了莫斯
科。”王雅玲告诉记者，这个园林区域将
举办书画展览、体育活动、音乐会、中华
美食等各种文化展演，成为展示中国传统
文化的重要窗口。

（□ 本报记者 李广寅）

中国华铭外联部经理王雅玲———

中式园林将亮相莫斯科

在德国的汉语学习圈子里，有本名为
《自学汉语汉字》的教材备受欢迎。不只
因为教材的作者顾黛乐是一名科班出身的
汉学博士、名副其实的“中国通”，还因
为她有一名能帮她作精准校对的“中国女
儿”——— 左源。

35岁的左源出生于山东济宁，2015年
到德国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就职于德国
旭勒橱柜公司，并在德国安了家。

相遇发生在一个名为昆根的小镇。
2008年，本科毕业后的左源第一次来到德
国学习语言，听说镇里来了一名中国姑
娘，1960年生人的顾黛乐激动得像个孩
子，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她。

从经史子集到孔孟颜曾，从京剧脸谱
到小笼包……相处多了、交流多了，顾黛
乐和左源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
而这位有着三个女儿的老人，也开始把左
源唤作自己的“四女儿”。当得知“德国
妈妈”正在编写一本汉语教材时，左源主
动请缨，出任助手和校对。在她的帮助
下，顾黛乐的书中充满着浓浓的中国味道。

（□ 本报记者 孟一）

德国旭勒橱柜公司中国市场商务经理左源———

文化牵线促成“中德母女缘”

“我与中国的缘分从很小的时候便开
始了。”日本学者、原山东大学儒学高等
研究院副教授西山尚志用“缘分”一词讲
述自己与中国的关系。

“因为我的父亲是书法家，所以从小
便学习书法。”西山尚志边展示自己上大
学时临摹的曹全碑和乙瑛碑边说，“那时
起我便对中国的篆书和隶书产生了很大的
兴趣。”

“1998年我本科二年级的时候，中国
出版了《郭店楚墓竹简》这一战国时期楚
国竹简的图版注释。”西山尚志说，“我看到
这本书就‘一见钟情’。”西山尚志认为自己
的普通话并不流利，却依然选择用“一见钟
情”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古文字的热爱。

“为了解读郭店楚墓竹简，我好不容
易在二手书店找到当时已经绝版的《战国
文字通论》。”西山尚志坦言，正因为读

了这本书，他才决定研究战国出土文献。
为了更好地开展研究，他还在1999年用了
一年的时间，来到北京大学学习中文。

2005年9月，西山尚志来到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深入学习古典文献学，后
升任副教授。

（□ 本报记者 胡沥中）

日本学者西山尚志———

对中国古文字“一见钟情”

旅日华人江凌———

中文学校里日本孩子越来越多

烟台土耳其咖啡厅老板丹尼斯———

短视频聊咖啡收获“粉丝”
“300度的沙煮咖啡”“咖啡加红

酒，看我喝就好，你们别做了”……从去
年4月开始，丹尼斯的抖音已经发了283条
视频，他用流利的汉语介绍咖啡文化。

丹尼斯是一位土耳其小伙，为了爱情
来到烟台。如今，作为一名烟台女婿的
他，和妻子一起经营一家土耳其咖啡厅。
闲暇之余，拍摄短视频，让更多人了解土
耳其咖啡。在烟台生活了6年多，丹尼斯
慢慢变成了“中国胃”，他爱吃荠菜包子
和中国面条，拿手菜是西红柿炒鸡蛋；他
喜欢中国历史文化，也在冬天下大雪时穿
上了秋裤。

丹尼斯和烟台姑娘姜文秀相识在土耳
其朋友的一场聚会上。虽然是场跨国恋
爱，两人的语言、文化和生活习惯都有较
大差异，但用丹尼斯的话说，“爱可以改
变一切”。

拍短视频，丹尼斯负责出镜，姜文秀
负责拍摄剪辑，所有素材都来源于生活，
把夫妻俩相处的日常分享给大家。有时走
在街头，丹尼斯会遇到“粉丝”过来打招
呼，“他们跟我打招呼，我就很开心，因
为我非常喜欢交朋友。”

（□ 本报记者 从春龙）

新西兰Irelax集团创始人苏麒元———

在社交平台立体传播中华文化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9月
21日中秋节，读初一的陈庭瑞早早守在日
本横滨家中的电脑前。在这个属于全球华
人的节日里，自己就读的中文学校安排了
线上教学活动，活动的第一项，就是在悠
扬的古风乐曲中，和母亲江凌一起朗诵与
月亮有关的古诗词。

2007年，丈夫因工作需要去了日本，
江凌也随其定居下来。一年后，小庭瑞在
横滨降生。当小庭瑞到了上学的年纪，江
凌开始定期送他去中文学校。细心的江凌
发现，不知从何时起，和庭瑞一起上课的
日本同学越来越多。

受疫情影响，中文学校今年的中秋课
被迫转到线上进行，但孩子们还是在老师
的指导下，学习了月饼的制作方法。“我
刚关掉摄像头，就收到了日本好友发来的
信息，非要来我家做月饼。没办法，谁让
月饼这么好吃呢！”陈庭瑞很开心。

横滨有亚洲闻名的中华街，随处可见
的中华料理店，广受热捧的中文学校……
而像江凌这样的中国家庭，也在异国他乡
感受到了更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交融后的
温度。

（□ 本报记者 孟一）

38岁的苏麒元是新西兰Irelax集团的
创始人兼董事长，2001年从山东到新西兰
求学，27岁开始创业，2014年进军按摩器
械行业，创立自己的品牌。如今，他们的
零售店遍布新西兰各大城市。

“刚到这里的时候，中华传统文化的
元素还是比较少

的，每到传统节日，总会有些许失落。”
苏麒元说。2000年，奥克兰市政厅联合本
地亚洲协会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元宵灯会，
到现在已连续举办了21年，从最开始的只
有一天，到现在有四天，近几年的元宵灯
会规模空前，每年人流量都能达到近20万
人次。

“这些年，新西兰的华人越来越多，
我们每年坚持不懈举办中国新春花市、中
国元宵灯会，吸引了大量新西兰人参
加。”苏麒元开心地说，很多“老外”都
会带着家人来这里体验中华文化、品尝中
华美食。如今，吃中餐、过中国节、学习
中文的朋友在他们身边比比皆是。

“我们也会抓住机会，借助社交平
台、新媒体力量，使中华文化的传播更立
体、更鲜活。”苏麒元说。

（□ 本报记者 李明）

俄罗斯籍学者汉伊理———

老外张口就来“子曰”
“每天早上我会在户外练习一些武术

套路，这时候总会有人面带微笑在一旁观
看。”坐在一张明式官帽椅上，已在中国
生活了6年多的俄罗斯籍学者汉伊理说，
“大多数中国人乐于看到别人践行他们的
传统文化。”

在汉伊理接受采访的房间内，不仅有
官帽椅，整个房间的家具与陈列物品几乎
都与中国文化息息相关，书桌上还摆有一
尊孔子雕像。

“孔子闻名世界，我们经常听到有人
这样提出明智的建议：‘子曰……’我的
母亲也不例外。”汉伊理告诉记者，他的
基础研究领域是认识论与认知科学，“中
国文化保留了几千年来对世界思考和探索
的遗产，研究它们对于找到客观现实原则
很有意义。”

汉伊理认为，儒家哲学乐于改变、不

拘泥于教条。“儒家思想里的‘仁’在俄
罗斯文化里同样存在。”谈及中俄文化交
流，汉伊理表示，“多元化促成了彼此不
断的变化，同时也必须珍惜相似之处，因
为这是人类合作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基
础。”

（□ 本报记者 胡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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