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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一个位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国家，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便吸引着众多华人

陆续前往生活、学习、投资。这个与中国相隔

万里的欧洲国家有何魅力？

中国与匈牙利的交往历史可以追溯到

2000 多年前。公元前 2 世纪，张骞出使西域，

开辟了丝绸之路，将中国的瓷器、茶叶、丝绸

逐渐传播到欧洲大陆。

作为欧洲的中心国家，匈牙利犹如连接

东西方的十字路口，因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

势，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环，架起了中国

和欧洲互通有无的桥梁。

中世纪时期，匈牙利与中国的贸易和文

化交往逐渐频繁。匈牙利曾多次向中国派遣

外交使节，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得

到了进一步加强。这一时期，不仅中国商品

陆续进入匈牙利，匈牙利也向中国输出了大

量马匹、毛皮、金属等特色产品。

岁月流转，情谊依旧。如今，中匈仍是友

好互信的知己、互利共赢的伙伴以及同心互

鉴的挚友。

中匈两国于 1949 年建交，两国友好关系

自那时起一直延续至今。在建交后的岁月

里，双方高层互访频繁，加强了政治上的沟通

与协作，同时也推动了民间友好往来。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

匈牙利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一度遭遇困境，不

少生活物资短缺，加上匈牙利又是当时欧洲

唯一对中国免签的国家，大量中国人带着各

种小商品涌入匈牙利，做起了跨国贸易。

据记载，当时在匈牙利经商的中国商人

以浙江人和福建人居多，他们大多从事小商

品批发和零售业务，主要集中在以“四虎市

场”为代表的商业区域。巅峰时期，匈牙利华

人社区人数接近 5 万人，且多数集中在首都

布达佩斯。

1995 年后，情况有所反复。当时，匈牙

利先是收紧了对华签证政策，继而又提高了

进口关税，导致不少中国商人离开。他们中

的一部分开始继续向西开拓欧洲市场，另一

部分则选择回国。据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

中后期，匈牙利的华人华侨数量一度降至

1 万人左右。

2013 年，匈牙利政府推出“黄金签证”计

划，中匈人员往来又重新繁荣起来。

如果以企业生存周期来打比方，此时的

匈牙利华人已经度过了“创业期”，进入事业

扩张期。而匈牙利的经济发展模式与投资营

商环境也为华人企业家和投资者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

2015 年，匈牙利成为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政府间合作文件的欧洲

国家。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匈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往来、

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日益紧密，在基础设施建设、投

资、贸易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

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匈塞铁路项目的推进不仅促进了区域连通性，还

展示了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第三方市场合作模式上的探索。这是共建“一

带一路”倡议下欧洲的第一个跨国铁路项目，建成后可以极大促进人员和物

资流动。

在金融领域，中匈双方多次续签货币互换协议，匈牙利不仅是首个设立人

民币清算行、首个发行人民币债券的中东欧国家，以人民币计价的外汇储备资

产也不断上升。

在教育领域，两国签署了高等教育交流协议，设置奖学金名额和交换计

划等。

2017 年，中匈两国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大型中资企业不断进驻

匈牙利。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底，中国对匈累计投资超过 55 亿美元，涉及近

2000 家企业，为匈创造了 2.3 万个就业岗位。不仅如此，2023 年中国对匈牙利

直接投资达 76 亿欧元，再次成为匈牙利最大外资来源国，中国银行、宁德时

代、比亚迪等中国企业纷纷进驻匈牙利投资兴业，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也

吸引了更多华人前往匈牙利工作和生活。

当然，这些成果的取得也离不开匈牙利政府近年来积极推行的经济

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匈牙利方面不仅在税收政策方面提供了一系

列优惠措施，如较低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税收减免等，还创造了相对

稳定的政治环境与完善的法律体系，为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

坚实保障。

目前，匈牙利已经成为中东欧地区最大的华人经贸圈聚集地。

无论是跨境电商、贸易还是其他行业，匈牙利都是一个重要的商品

集散地。

匈牙利不仅凭借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了大批华人，社会各界也对华

人展现出了友好与包容态度，让华人在异国他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在匈牙利各大城市里，随处可见中匈两国文化融合的痕迹，中餐馆遍

布大街小巷，匈牙利传统美食，如“古雅什（牛肉汤）”“兰戈斯（油炸面

饼）”等，也深受华人喜爱。许多华人在融入当地生活的过程中，不仅

学会了如何制作当地美食，还将更多中国元素融入其中，进一步促进

了两国饮食文化的交流。

如今，匈牙利正在凭借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

友 好 包 容 的 社 会 氛 围 以 及 其 与 中 国 源 远

流 长 的 历 史 文 化 纽 带 ，续 写 着 两 国 的

情 深 谊 长 。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

匈牙利的华人总数已经超过 6 万

人，其中移民到匈牙利的华人约

有 4.3 万人。

正所谓“海内存知己，天

涯若比邻”，中匈两国的友好

关 系 正 是 这 句 古 诗 词 的 现 实

写照。

情深谊长话中匈

刘

畅

公历 1月 1日，是世界上多数国家

通称的“新年”，巴基斯坦也不例外。

巴基斯坦的新年气氛，通常从

每年的 12 月 24 日起就开始酝酿了，

因为次日正是巴基斯坦“国父”真纳

的生日。

1876 年 12 月 25 日，真纳在卡拉

奇市一个商人家庭中出生。真纳

的一生都在为建立巴基斯坦而奔

走：一方面团结各方与殖民主义者

斗争，另一方面遍访各地化解民族

矛盾。1947 年 8 月 14 日，巴基斯

坦宣告独立，真纳担任第一任总

统。然而仅仅 1 年后，他便因积劳

成疾而逝世，被尊为“国父”。

此后，巴基斯坦将真纳生日

定为全国公共假期，自此，12 月

25 日对巴基斯坦人民来说有了

独特的意义。每年的这一天，人

们都会对店铺和房屋进行装饰，

开启跨年庆祝活动，整个节日

氛围会一直持续到新年后。

巴基斯坦的冬天并不算太

冷，即便是在地处巴北部的伊

斯兰堡，室外温度也远谈不上

“刺骨”。正因如此，冬天的晚

上，在巴基斯坦各大城市都可

以看到络绎不绝的行人，庆祝

新年期间更是如此，许多市民会拖家

带口来到商业街或是美食城，享受欢

聚时刻。在伊斯兰堡，人们会用整夜

的欢歌笑语度过这难忘的一天，即便

到了午夜时分，商业街上依旧人声鼎

沸，人们欢快地唱着跳着，似乎决心要

为新的一年讨一个喜人的彩头。

巴基斯坦新年的另一特色，则是

“甜蜜”。南亚人普遍喜爱甜食，在伊

斯兰堡的大街小巷，几乎每隔几家店

就能看到甜品专营店。这些店铺或西

式或本土，无论哪种都人气很旺，孩子

们会兴奋地吵闹着，让大人们给自己

买上一些解解馋。

庆祝新年期间，许多开在闹市区

的西式甜品店虽然招牌普遍不大，但

也会精心地用喜庆有趣的挂饰将店面

装饰一新，并同步推出各具特色的新

年优惠活动，再将货架和冰柜里摆上

满满当当的产品，布朗尼、甜甜圈、焦

糖布丁、奶油泡芙、芝士蛋糕⋯⋯一些

店铺还会提供咖啡等饮品，吸引路过

的人们来店里共同庆祝跨年一刻。在

喜庆的日子里，穿上崭新的衣服，点上

一些美味甜品，再捧上一杯热腾腾的

咖啡，已经成为很多巴基斯坦年轻人

的迎新年活动。

路边“流动”的甜点铺位也不会闲

着。每逢新年假日，商贩们便纷纷“出

街”，把自家最拿手的特色糕点摆在显

眼的位置上，加入这场“甜蜜”庆典。

其中，米布丁深受当地人喜爱。

与其他地方的布丁不同，当地人会在

布丁里加入豆蔻等非常多的香料，并

认为正是这种浓到突破想象的香料味

才是米布丁的精髓所在。有的餐馆里

还会用银箔和杏仁碎将其装饰起来，

使其卖相更加诱人；还有一种巴菲奶

糕，用牛奶熬制而成，加入糖精和炼

乳，再配上开心果和豆蔻，也已成为当

地家庭过节期间喜爱的小点心。

此外，玫瑰糖球也是当地传统甜

品中的“扛把子”。它是巴基斯坦最常

见的待客甜品。甜点师会将牛奶加热

至浓稠后，与面粉混合捏成球状，经油

炸再放入糖浆中，搭配坚果碎食用。

由于在整个制作过程中，糖是绝对的

“主咖”，所以玫瑰糖球的甜度极高，卡

路里更是“丰富”。如果外来游客在没

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咬上一大口，很

有可能被齁到。

不过，新年期间，谁还会在乎卡路

里呢？一大口甜食下去，让过去一年

甜蜜收尾吧。

甜 蜜 跨 年

□ 施普皓

在西非国家马里首都巴马科，迎

接 2025 年新年的庆祝活动远不如往

年热闹。经济形势不佳尤其是生活成

本攀升，抑制了当地的节日氛围。当

地一名高中教师玛丽·迪娅拉感叹道：

“我今年 40 岁，从未经历过如此单调

的新年。”

马里官方统计机构日前公布的数

据显示，仅 2024 年 9 月到 10 月，马里

通 货 膨 胀 率 便 从 5.5% 攀 升 至 6.6% 。

食品价格上涨使百姓难以承受。

12 月 31 日清晨，许多巴马科妇女

来到当地的拉菲亚布古市场，为新年

大餐采购食材。然而高昂的价格让她

们震惊。

家庭主妇西迪贝·玛丽亚姆·杜尔

抱怨道：“蔬菜似乎每天都会涨价。短

短两天内，蔬菜价格至少每公斤上涨

了 25 西非法郎（1 美元约合 630 西非

法郎）。”

四个孩子的母亲乌穆·索乌说：

“今天我们用 7.5 万西非法郎购买的货

物，还不及 2023 年用 5 万西非法郎购

买的货物的一半。”

蔬菜商卡菲内·萨诺戈解释说，由

于巴马科本地生产的食材短缺，大量

蔬 菜 依 赖 从 外 地 购 进 ，这 增 加 了 成

本。家禽商人西迪基·萨马克表示，由

于饲料玉米价格上涨，与往年相比，

2024 年整鸡价格昂贵，导致顾客寥寥

无几。一只本地鸡价格高达 1 万西非

法郎，而马里最低工资标准仅为每月

4.4 万西非法郎。

尽管经济窘迫，部分巴马科人依

然试图寻找片刻的欢乐。参加新年

庆祝活动的巴马科大学法律系学生

弗朗索瓦·库利巴利说，“我们尽情狂

欢 ，暂 时 忘 却 了 生 活 的 艰 辛 和 困

难”。在社区聚会中，人们也分享家

常饭菜，或者通过音乐和舞蹈暂时忘

却生活压力。

面对国家经济困境，马里总统戈

伊塔在新年讲话中提出一系列应对措

施，包括在关键领域提升国家控股比

例、支持私营部门、减少国内债务、开

发利用锂矿资源等。

根 据 非 洲 开 发 银 行 预 测 ，马 里

2025 年经济增长率将达 5.3%，锂矿生

产启动、纺织业复苏以及小麦生产和

加工潜力开发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

关键因素。但专家认为，新的一年马

里经济复苏仍然面临不确定性，诸多

风险因素可能产生重大影响。

（据新华社电）

被通胀冲淡的马里年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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