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方文化西方语1>>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东方文化西方语1>>

13位ISBN编号：9787806636312

10位ISBN编号：7806636315

出版时间：2009-3

出版时间：中国书店出版社

作者：翟华

页数：27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东方文化西方语1>>

内容概要

语言上的障碍使两个西方人都会产生文化隔阂，更不要说一个东方人和一个西方人之间的隔阂。
如果你只会一种语言，只看一家电视台，就会受到桎梏。
有人说：“语言是一种武器。
”翟华说：“语言更像是一扇扇窗户，掌握不同的语言就会在自己眼前推开不同的窗户。
如果再对流一下，一定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
”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早已成为历史。
进入21世纪，中国这地方不过是地球上的一个大村子，中国人心目中“天下”的内涵也在延伸。
从《东方文化西方语》开始，让我们随着翟华的视角，领略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一起走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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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翟华，从学工到学文，从清华学子到泛联合国系统的国际公务员，在海外二十五年间积累了大量跨语
言文化间的交流经验。
翟华常常将小观察放到大环境中，不断印证了语言和交流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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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写在前面　　在新浪网上，我的博客《东方文化西方语》算是小有人气，点击率与秋雨老师差不
多；但是名气就比秋雨老师差多了，所以隔三差五就会有好奇的读者来问：“Hi，瞿华，你到底是谁
，什么的干活？
”　　这次出书，觉得有必要先自我介绍一番。
　　1　　列位：　　在下姓“翟”——“zhái”，不姓“瞿”。
所有姓翟的人，从上幼儿园起就一直遇到别人把“翟”字念错、写错的情形。
“翟”冠“瞿”戴、“崔”戴、“霍”戴、“耀”戴都有。
这个“翟”字，笔画共有14笔，要是排名以姓氏笔画为序是很吃亏的。
记得早年在清华读书，团委、学生会选举我是候选人之一，排在名单最后一名。
当时我真羡慕“文革”中姓“丁”的那位中央委员，每次宣读中央委员名单除了毛泽东外就属他了。
　　后来出国留学，才发现我的姓的境遇没有任何改善，因为“翟”字发音“zhái”，按照字母顺序
排列，我依然是任何名单上的最后一名，因为国外很少有以“Z”打头的姓。
有一年我作为联合国专家去缅甸出差，发电传告知接待方，Zhai先生某月某日抵达。
我到了仰光机场，接机的缅甸人看着我一脸疑惑：“我们还以为来的专家是阿拉伯人呢！
”我说：“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他们说：“你的电传上写的Zhai先生，我们都以为是写错了，应该是Zahi。
”我的姓在法国同样不很幸运。
法国人根本不会发[zh]这个音，因此我的姓便被念成“哉”与“采”之间的一种音。
我试图纠正他们，教他们发卷舌的“翟”，几乎成功。
直到有一天，一位法国同学来质问我：“你说你的姓要念成什么‘之－埃－翟，怎么我听见你的中国
同学管你叫‘哉呢？
”我这才意识到我那广东同学(现在已经是副部级的高干)坏了我的名分。
法国人常说：“我们总不能比国王更爱国吧！
”既然中国人也念不准，也就别强求外国人啦。
我也就听之任之，由他们去了。
　　20世纪80年代，很多出国的中国人都要事先查好自己姓名的电报编码带在身边，因为汉字中多音
字多，外国人又不识汉字，所以一些国家办理中国人签证的时候要使用电报号码区分中国人的姓名。
记得那时有一次去英国使馆办签证，英国使馆给了我一本电报编码和汉字对照表，让我把对应“翟”
字的四个数字“5049”写在拼音“zhái”字下面，避免重音字。
结果过了几天，英国人通知我再去使馆，说我的电报号码写错了。
这就奇怪了，我明明小心翼翼查好的电报表，怎么会错呢？
我想可能是“翟”字对应了两个音，一个是“dí”，而一个是“zhái”，把英国人搞糊涂了。
不管是不是这样，反正我这样解释给英国人听，英国人也就信了。
后来再去英国，我发现英国人已经不再要求中国人提供姓名电报编码，少了许多麻烦，善莫大焉。
　　翟”字发音为“zhái”时，作姓；而发音为“dí”时，本意应该是指长尾的禽类，《山海经·
西山经》中有这样一句：“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这里的“翟”的意思发音就是为“dí”
，是不能作姓的。
如果姓翟的人在国内买机票，不论你用什么方法输入“翟”字，打出来的机票、登机牌默认的拼音就
是“Di”。
这样票面上的姓“Di”和护照上的姓“Zhai”拼音不相符，我每次登机查验机票和护照时都需要对地
勤人员解释：“这是个多音字，系统不认识。
”这也只是权宜之计，严格来说航空公司是可以禁止我登机的，我还是希望有一天民航纠正这个系统
漏洞。
每次订票我都提出“正名”要求，售票美眉总是说“没办法”，对于民航的票务系统软件而言，“翟
”字就是“d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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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改的话，那得找“有关单位”。
　　2　　“有关单位”找不着门，还是回答读者有关问题：我到底是谁呢？
　　往早了说，那是还能算得上是“小时候”的时候，我特想特想当——人民。
原因很简单，因为按我那时的理解能力，“人民”是唯一可以和领袖平起平坐的人。
记得那时在广播里听到过城楼下面喊：“毛主席万岁！
”城楼上面就会回应：“人民万岁！
”因为我自知绝无当毛主席的可能性，所以最大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一人民。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
而且，按照“最高指示”里说的，只要是人民，万一和其他的小朋友闹点儿矛盾，还可以在内部处理
呢。
为了证实我就是人民，我还使劲地追问爸爸我们家是什么“农”，直到爸爸说我们家属于“下中农”
才略微放下心来。
记得在中央电视台看到《艺术人生》采访蒙古族歌星腾格尔，讲起他小时候经常和小朋友们玩比谁大
谁小的游戏。
有一次和小伙伴们玩时自吹说自己是毛主席，是最大的一个，结果闹出政治事故，差点儿就“自绝”
于人民。
　　长大了，对“人民”的概念有了些新的理解。
说自己是人民固然不错，但那多少隐含了一点点政治概念，如果要用更准确更科学的术语说，我应该
是国家统计局常说的“人口”。
记得刚记事的时候有一段“最高指示”是以“我国有七亿人口”开始的，所以收音机里常听到“我国
有七亿人口”。
后来不知不觉地变成“我国有八亿人口”、“我国有九亿人口”，再后来到电视里说“我国有十亿人
口”的时候，我通过考试成了“人员”——改革开放后首批出国留学人员，来到法国攻读博士学位。
　　虽说入乡可以随俗，但是到了法兰西，人民却当不成了，严格地说只能是“公民”——这好像是
当地对人民的别称——实际上，国外公民也当不成，因为我根本就不是法国公民。
当不成也好，按(中国的)理说，当个“外宾”应该更舒服。
君不见“应邀”(小时候一直以为是“硬要”)来中国访问的外国人，不论其所在的国家大小，也不论
其语言、肤色，一律平等，宾主一番亲切友好地谈话之后，好吃好喝，逛故宫，游长城，只要外宾最
后伸出大拇指连说声“OK”便皆大欢喜了。
可惜在法国，外国人就是外国人，一般都是自己“硬要”来的，没有什么内宾、外宾概念，是公事就
公办，该私事就私了，不讲请客送礼，也没有游山玩水。
嗐，当不成外宾也罢，当个留学生总可以了吧，最起码住留学生楼，哪怕管理严格一点呢，比当地学
生条件强一点就行。
没承想，这里学生就是学生，也不分留学生、本国生，到了学校自己东跑西颠注册、办居留手续、看
广告找房子，外国学生除了法语比法国学生差以外，绝无任何特殊之处，你就是一直把大拇指伸着，
嘴上说多少“OK”也还是一样。
如此这般苦读N年修成正果，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日语，在国外工作几十年也从来没有过什么
“外教”、“外援”、“外企”、“外商”的待遇。
　　当然，在国外的中国人要说什么都和外国人一样，也不是事实。
生在国外、从小在国外读书的儿子有一次放学回家缠着我问：“咱们家信什么‘教’？
”我马上想起了自己小时候问过爸爸咱家是什么“农”的往事，时代不同了，儿子问老子的问题也不
一样了。
我很有底气地告诉儿子我们家都是“无神论者”。
三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如今我的爸爸已经仙逝，自己是不是也该考虑叶落归根了？
上次回北京探望老母，出了首都机场上了出租车，司机听说我到五环以外的石景山八角北里，脸上便
露出纯真和灿烂的笑，盯着我说：“嘿，您还真是一好活儿！
”　　敢情，说了半天“我是谁”，我现在才算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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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谁，爱谁谁，其实并不取决于自己，走在街上你就是交警眼里的行人，进了商店你就是店老板的
顾客，在飞机上你就是航空公司的乘客，买份报纸拿本书你又变成了读者，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成了作
（坐）家⋯⋯　　要是上了出租车——其实咱也就是的哥眼里的一“活儿”啊！
　　记得那一天，正是“十三亿人口日”。
　　3　　屈指一数，客居海外已经近四分之一世纪了。
这二十五年间，走南闯北看见怪事我快记，东张西望有了灵感我就写，写起来漫无边际，所以前些年
我在《环球时报》上开的专栏就干脆起名“漫无边集”。
我深信，如果能够把每个稍纵即逝的思想碎片和幽默元素及时地记录下来，那么，每一个人都可以成
为畅销书作家。
这本小书就以作者个人当国际公务员二十几年在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为基本素材，以
夹叙夹议的方式介绍一个国际公务员眼里的世界。
愿这本小书可以给那些有意去联合国上班、去跨国公司打工或者打算出国留学、旅游、学习外语的读
者们作个文化参考，当然也希望对那些不想出门但也愿知天下闻的朋友有所助益。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书的同时增加英语词汇量，部分时事、商务、生活的汉语词汇增加了英文注释，
书中的法语及其他语种的词汇均在单词下面加下划线与英语加以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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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方文化西方语1》由中国书店出版。
一个人写的“杂志书”，一套东、西方民间文化解读丛书，一套东、西方思维差异的文化参考丛书，
一套多语言、多视角、跨国界的“乐活文化丛书”。
　　乌龟说：人说话的语言不同，但是咳嗽声音都一样。
　　——非洲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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