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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匈文化交流精彩纷呈
翟朝辉

到日本之前，脑海中有很多关于这片土地的
想象，从神话时代到幕末维新，从战后“经济奇
迹”到“失去的20年”，从川端康成的文字到宫崎
骏的动漫……踏上这片土地之后，印象最深刻并
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一个个普通劳动者的
身影。

笔者跟团旅行，主游本州岛，在不足一周时间
里接触最多的便是日本最普通的劳动者，他们中一
些人并未受过高等教育，一些人已经退休甚至年事
已高，但都让人感受到礼貌、谦和与自律。他们身
上普遍存在一种精益求精、极其认真的工作精神，
在我们看来，甚至有些“一根筋”。

旅行团6天内全程租用了一辆大巴车，期间
在大阪、奈良、京都到名古屋、东京等城市之间往

返穿行。大巴车司机师傅是一位40余岁的中年
男子，衣着整洁。每天上车前，司机师傅都会在
登车的台阶上铺上干净的地垫或毛巾，车内一
尘不染，每个座位前都放好了新的垃圾袋，甚至
我们头天不小心遗落在地面上的物品都被完好
地放回座位上。大巴车车体、车窗等被擦得锃
亮。这些清洁、整理工作，都是在结束一天旅程
后，司机师傅加班加点完成的。日本为避免疲
劳驾驶，通常行车两小时左右，驾驶员就要停车
休息。每次我们坐车疲惫迫不及待下车休息
时，司机师傅必备的功课是拿起手边的文件夹
记录下每段行程的起止时间和地点，从不间断。

有一次，我们下午从东京出发赶往大阪，已
行车五个多小时，路过一段极狭窄且蜿蜒的山
路时，天色漆黑，山路上照明很微弱，较大的车
体在狭窄的弯道上不断盘行，我们都捏了一把
汗。已经开了一天车的司机师傅毫不懈怠，打
开大灯，每个弯道都完美地通过之后，大约晚九
时许顺利把我们送到了山顶的温泉酒店。这
时，我们又累又饿，下车后迫不及待去休息，后
来听导游说，司机师傅当晚继续打扫、整理，工
作直到夜里。次日清晨，司机师傅精神依旧饱
满，在用餐完毕等候出发的时间里还端正地坐
在休息区阅读《产经新闻》等报刊。

日本社会老龄化严重，但很多老人退休后都
选择继续工作。不少白发老人都在打零工，无论
是餐厅里帮客人上菜、收餐具，还是超市里收银、
装卸货物，都尽职尽责，一丝不苟。一天，笔者一
行在京都用完午餐后等候大巴车，不少游客在餐
厅门外街道边停立。京都因保留了古都风貌，一
些街道很狭窄，但依然清晰划分出机动车道、自
行车道与人行道。游客停立时稍往外站一点，就
有可能占据其他车道，或影响到行人通行。在我
们候车时，见到一位头发略白，但神采奕奕、行动
敏捷的男子在餐厅门口维持交通秩序，不时提醒
游客要往里站，看到不慎站到机动车道上的游
客，他一个箭步冲过去将他们拉回，然后又飞快
回到马路另一头提醒游客给行人让出通道。待

大巴车来时，他引导一波波客人登车离开。在这
个间隙，因街头没有垃圾桶，他还主动从游客和
行人手里接过垃圾统一处理，整个过程乐此不
疲。游客们看他行动敏捷，猜测他年龄应该不过
40岁上下，后来听导游说，这名男子已60多岁，
附近餐厅每天都要接待大量游客，于是聘请他来
做维持交通秩序的协管员，往往一工作就是一
天，很辛苦。

不独服务行业，我们沿途看到不少手工作
坊，店面不大，据介绍已经营了好几代人，多年技
艺传承，严守对顾客的承诺，踏实本分经营。用
一生时间钻研、做好一件事在日本并不鲜见，有
些行业还有一家十几代人只做一件事。数据显
示，截至2013年，全球寿命超过200年的企业中，
日本就有3146家，为全球最多，德国837家，荷兰
222家，法国196家。正是劳动者这种持之以恒
的敬业精神，和对产品质量精益求精的追求，成
就了日本强大的制造业，其工业实力和制造能力
成为重要的王牌。日本还产生了一大批世界知
名的公司和品牌，如丰田、东芝、索尼、松下等，这
些企业也是世界500强榜单中的常客。

行走在日本的城市和乡间，所见大片明丽的
森林绿地、整洁轻质的建筑、繁忙有序的海港、有
条不紊的车流人流，甚而会为没有垃圾桶却一尘
不染的街道，为景区服务区极其整洁、智能化人
性化的卫生间等细节所折服。这一切，离不开每
一位普通劳动者的敬业精神。我们的导游来自
中国东北，在日本居住多年，他告诉我们，当日本
人被问及如何理解爱国时，他们认为莫过于认真
做好自己的工作。

短暂的旅行中，深刻感受到日本普通劳动者
身上自觉自愿的敬业精神，他们并不仅仅为了金
钱或名利，而是对工作发自内心的执着，对所做
的事情和生产的产品一丝不苟、精雕细琢，这种
敬业精神也被人誉为“工匠精神”。在日本，这种
敬业精神已日渐成为一种思想文化上的共同价
值观，植根于普通劳动者的意念中，并由此培育
出企业乃至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说到阿联酋，很多人的印
象还停留在丰富的石油资源以
及由此带来的巨额财富，似乎
与新技术、新能源没有什么关
系。但实际上，阿联酋一直保
持着对新技术的热情，并积极
布局谋求转型。

人工智能是推动第四代产
业革命的关键领域，也是各国
提升竞争力和创新能力的重
要发力点。美国、俄罗斯、日
本、英国等国都相继发布了人
工智能国家发展战略。阿联酋
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一直以
来，阿联酋都高度重视发展人
工智能。2017年，阿联酋政府
就明确将发展人工智能列为国
家重点战略，制定了阿联酋
2031人工智能战略，明确勾画
了人工智能在阿联酋的发展前
景，并任命了世界上第一个人
工智能部部长。据专家预计，
到2030年，人工智能对阿联酋
GDP的贡献将上升至14%，阿
联酋目前已成为中东地区人工
智能领域发展的领军者。

为了培养专业研究型人才
使人工智能在政府、企业中得
以更广泛地运用发展，近日，穆
罕默德·本·扎耶德人工智能大
学在阿布扎比正式宣布成立，
这也是全球首所专注于人工智
能领域研究生培养和科研应用
的大学。

这所人工智能大学坐落在阿布扎比近郊的马斯达
尔城的高校园区，以阿布扎比王储谢赫·穆罕默德·本·
扎耶德名字命名。其成立将为人工智能领域提供新的
学术和研究模式，为在校师生提供最先进的人工智能
系统及大数据访问权限，充分挖掘人工智能在经济和
社会发展中的潜力。该院将在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
和自然语言处理等人工智能核心领域设立理学硕士和
博士学位课程，同时还将与世界各国人工智能行业的
决策者和企业密切交流互动。该大学官网在10月份
开放申请，2020年9月份将迎来首批学生。

阿联酋国务大臣苏尔坦·艾哈迈德·阿尔贾巴尔
博士被任命为该校董事会主席。他表示：“穆罕默
德·本·扎耶德人工智能大学的成立是阿联酋可持续
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成立后将积极参与
人工智能领域的开拓创新，以最先进的技术和理念
为人工智能更广泛使用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热情欢迎全球人工智能精英来到阿布扎比共创人工
智能发展的美好未来。”

阿联酋人工智能大学坐落在建设中的零碳排放、
零废物的马斯达尔城。 王俊鹏摄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也是中国和匈牙利建交70周年。为纪念
这一特殊的年份，中匈两国政府自年初以
来就安排了一系列的文化交流合作活动。

文化互动热络

今年 2 月份，以“美丽中国·欢乐春
节”为主题的匈牙利“中国春文化节”拉开
了庆祝中匈建交 70 周年的序幕。紧接
着，东航开通上海直飞布达佩斯航线，中
国电影走进匈牙利、中国旅游文化周等在
布达佩斯相继成功举办，汉语桥、“水立方
杯”海外华人中文歌曲大赛，吸引了一大
批爱好中国文化的匈牙利学生参加。

同时，匈牙利政府在中国相继举办了
布达佩斯节、匈牙利当代艺术展、国庆亮
灯照片征集、匈牙利甜品月，以及匈牙利
巴托克·贝拉男声合唱团受邀访华等活
动，让中国民众进一步走近和认识了匈牙
利文化，受到广泛好评。

9 月 10 日，由匈牙利外交和对外贸
易部在首都布达佩斯艺术宫主办的庆祝
中匈建交70周年官方文艺晚会，将庆祝
活动再次推向新高潮。匈牙利外交和对
外贸易部副部长乐文特说，“建交70周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尤其是匈牙利
的‘向东开放’政策与‘一带一路’对接不
到10年的时间内，带给匈牙利的变化比
以往60年都要大。未来，我们还要继续
与中国加强合作，让匈中关系变得更加成
熟，带给两国人民更大的福祉”。

10月28日起,以庆祝中匈建交70周
年为主题的大型专题纪录片《见证友谊》开
始在匈牙利国家电视台播出。此片通过大
量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和20多位中匈友
谊的见证者、亲历者和推动者的生动叙述，
回顾匈中关系 70 年来不平凡的发展历
程。匈牙利国家电视台国际部主任伊迪科
在审看完样片后感慨地说，“这是一部反映
匈中友谊的好片子，具有历史价值和现实
意义，我们愿意在电视台播出，我们也相信
纪录片会受到匈牙利观众欢迎，这将是献
给中匈建交70周年的最好纪念”。

两国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高潮迭
起，主要原因在于中匈两国的政治互信日
益深化，务实经贸硕果累累，其他领域的
交流也方兴未艾，两国关系处于历史最好
时期。中国驻匈牙利大使段洁龙说，“两
国在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走在了中国与
中东欧国家合作的前列。来匈中国游客
人数逐年增加，2018 年两国互访人数达
到25万多人次，创历史新高。第五所孔
子学院落户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在匈学
习的中国留学生达2200多人。这些都打
下了深厚的民意基础”。

艺术交流增色

8月份，包括中国当代艺术研究院院
长罗中立在内的中国22位油画家受邀访

问匈牙利，用手中的油画笔描绘匈牙利风
光、建筑和独特的文化，并成功举办了“新
时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油画名家笔
下的匈牙利”大型油画展。

匈牙利国会主席格维尔·拉斯洛在参
观展览时说：“我很意外和高兴地看到我
的高中母校出现在中国油画家作品中，包
括油画在内的艺术交流会让两国人民感
到更加亲切，这种亲切就是对目前良好中
匈关系的最好阐释。”

由经济日报《艺术与设计》杂志社和
中国文字博物馆等主办的中国文字丝路
行——《汉字》国际巡展首次在匈牙利科
学院举行就受到民众欢迎，现场气氛热
烈，互动积极。匈牙利国家电视台摄像记
者米拉一直拍片到当天闭馆。他说：“非
常希望这样专业的展览能够多在匈牙利
举办，我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再来看展。”

这些带有中国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
专业演出和展览，不仅讲好了中国故事，
让当地民众享受到了高水平的文化盛宴，
同时还持续增进了两国民众的相互了解。

《见证友谊》纪录片制作方匈牙利哈弗
莱斯特国际文化传媒公司董事长兼制片人
黄琪英说：“我们筹拍准备了好几年，在拍摄
中不止一次被感动。这些友人有的已经90
多岁高龄，他们依然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
仍然用各自的影响力和工作为中匈友谊增
砖添瓦。他们的讲述就是匈中70年友谊的

缩影，他们
的亲身经历
和感受，也
将成为中匈
建 交 70 周
年发展的重要路标和重要的历史参考。”

进入2.0时代

武术、茶、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符
号，也是匈牙利民众最初认识中国的途
径。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文化参赞王峥
说：“随着中匈人文交流的深入和拓展，尤
其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文化
传播已经进入2.0时代，即匈牙利有一部
分民众已经走在深入了解中国的前列，并
且还有许多匈牙利人希望更多地了解现
在的中国，体验中国的新事物。”

匈牙利作家和翻译家连续 3 年获得
了中国政府面向海外设立的最高出版奖
项“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这一奖项每年
只有10几个获奖者，这从一个侧面说明
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入程度。

中医药是另一个例证。中医不仅在
匈牙利有法律支持，而且在医学院校中开
设中医专业，有越来越多的当地学生学习
中医。匈牙利东方国药集团董事长陈震
说：“今年匈牙利政府举办了第二届中医
药论坛，他们还有自己的针灸协会，借鉴

了中医治未病理念，现在‘预防’成了匈牙
利卫生部的工作重点之一，说明中医药已
经成为了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正是得益于
这种互相学习、有共同愿望的土壤和基
础，中医药才能继续得到良好发展。”

如今，中匈两国文化交流的故事每天
都在讲述，文明互鉴也在不断延续，这在
匈牙利邮政局发行的中匈建交70周年纪
念邮票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邮票共有
两张，一张由中方设计师、旅匈画家赵文
洁设计，主图案是中国牡丹青花瓶加绘匈
牙利著名的海兰德瓷器图样；匈方设计师
玛蒂·亚历山德拉则利用中国的祥云加上
匈牙利传统刺绣花纹构图。

当下，中国的高铁、网购、支付宝、共
享单车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着
全球。匈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高迪认为，
微信已经改变了中国文化传播方式，并
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她说：“喜爱中
国文化的匈牙利人大多在用微信。我上
次去中国还专门在网上用微信支付购买
了高铁车票，体验了一下高铁。每一次
去，我都能感觉到中国有变化，既亲近，
又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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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阪公园天守阁前，工作人员正一丝不苟地布置舞台和展板。 徐 达摄

短暂的旅行中，深刻感受到日本

普通劳动者身上自觉自愿的敬业精

神，他们并不仅仅为了金钱或名利，而

是对工作发自内心的执着。

图①① 由匈牙利华星艺术团组织的庆祝晚会精彩纷呈。图为

匈牙利华人小朋友表演歌舞。

①①

②②

③③

图② 匈牙利国
会主席格维尔·拉斯
洛在“新时代海上丝
绸之路——中国油画
名家笔下的匈牙利”
大型油画展上，告诉
中国画家龙力游，其
作品中的那所中学正
是他的母校。

图③ 在在《《见证见证
友谊友谊》》纪录片拍摄过纪录片拍摄过
程中程中，，著名汉学家尤著名汉学家尤
山度山度（（左左））教授接受黄教授接受黄
琪英琪英（（右右））采访采访。。

翟朝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