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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王的招待会

2009年12月6日，初冬的伦敦
日落得早，傍晚七点多就寒意渐
浓。此刻的驻英国大使傅莹，穿着
一件长及脚踝的黑色丝绒大衣，里
面是一件中式晚礼服，脚上是一双
高跟鞋，手里拿着彩色石头镶嵌的
小手包，包中有一份邀请出席英国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白金汉宫举
行的年度外交招待会的请柬。

傅莹在前往白金汉宫的路上
遭遇堵车，为了准时赴约，她选择
步行走过林荫大道，在七点半之前
来到招待会入口处。此刻大部分宾
客都已入场，门口还有人零星抵
达。

英国王室非常重视请柬发放
的安全。邀请函是实名的，注明不
可以转让，收到请柬需要回复。在
入口处须出示本人请柬，以及随请
柬一同寄来的、刻有浮雕徽章的卡
片，上面印有一串专属号码。警卫
会核对客人证件姓名、请柬号码与
来宾名册是否一致，以确认身份。

应邀出席外交活动，在一定意
义上就是做出了时间的承诺，意味
着自己愿意把这段时间拿出来，参
与主人安排的活动。英国人比较守
时，尤其在外交场合，一旦答应了
应邀出席，或者是邀请了客人，就
视之为彼此的“时间承诺”，会按照
约定的时间履行日程，除非有不可
抗力的特殊情况，否则不会轻易改
变。

这个承诺也意味着，在外事活
动中自己应该投入全部注意力来
倾听、交流，其他事都暂时退居其
后。例如，不能把手机摆在餐桌上，
如果手机突然振动或者屏幕亮起
来，会让邻座进餐的人感到不安。
如果自己忍不住一次次地把目光
投向手机，也会让别人失去与你交
谈的兴趣。

外交招待会的高潮是女王接
见各国使节。时钟指向20：30，女王
在爱丁堡公爵和威尔士亲王等王
室成员的陪同下出现了。“女王在
守时上倾注了一生的执着，她的公
务活动都需要提前好久就约定好，
无论什么天气、什么环境，她鲜有
迟到或者临时缺席的情况。”

女王也因此对宾客有着同样
的期待。与英国王室商定的日程和
安排想要调整或者修改，难度是极
大的。“作为外国使节，接到王室的
邀请需要慎重决定，一旦接受了邀
请就要信守承诺。女王就是这样用
自己的守信守时，来规范着英国社
会的守信守时习惯的。”

《大使衣橱》指出，现代国际外
交礼仪规范基本是源自英国和欧
洲大陆。礼仪和服饰的发展，与社
会财富的增长乃至人际交往的需
要密不可分，同时，国家和民族的
礼仪中也会包含民间百姓约定俗

成的生活规范。英国源自宫廷的礼
仪和服饰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和商
品社会的发展，不断改良并向大众
普及。英国与其他欧洲国家之间的
相互影响比较大，由此形成的礼仪
文化也比较广泛地在世界上传播。

繁细的西式餐桌礼仪

西式餐桌礼仪之周全，可以用
繁细来描绘。

追溯餐桌礼仪的历史，据说是
由欧洲的骑士精神演变而来。公元
12世纪，当意大利文化影响到法国
时，餐桌礼仪与菜单用语变得更为
优雅、精致，开始出现教导礼仪的
书。时至今日，欧洲国家基本上延
续这套餐桌礼仪，外交场合的餐桌
礼仪和规则也反映的是这套规范。

每一位外交使节都经常收到
各种请柬。傅莹在英国任大使期间
也会收到许多餐叙和宴会的邀请，
有早餐、午餐，还有晚餐，虽然不可
能有约必到，但是重要邀请不能错
过。傅莹也经常回请别人，或者因
为工作需要而邀请各界人士来官
邸、使馆做客。

外国人到中国来，在餐桌上也
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学会用筷
子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了解中
国餐饮习惯的外国人，一不留神就
会陷入窘境。傅莹年轻时当翻译，
常遇到这种情况，会尽量提醒和提
供帮助。

有一次，傅莹陪同一位年长的
北欧客人访问桂林，餐桌上的冷盘
中不可缺少地摆放了当地特产：奶
白色小块辣豆腐乳。当看到这位客
人用叉子把一整块腐乳往嘴里送
时，傅莹悄声劝阻。客人的手在空
中停顿了一下，把腐乳放在了自己
的盘子里，然后尝了一点，转头笑
着略带夸张地对傅莹说：“谢谢你
救了我。”这时她旁边的随行官员
也正在叉腐乳，她提醒说：“如果我
是你，就不会把它整块地送到嘴里
去。”对方会意地放弃了。

外交餐桌上的交流有许多小
技巧。

傅莹在澳大利亚任大使时，有
一次在堪培拉的大使官邸请意大
利大使共进午餐，这是很早就约好
的，也是对他的回请。但是，当天傅
莹还安排了去悉尼的日程。傅莹盘
算午餐一个半小时，之后赶路去悉
尼应该来得及。结果他吃饭不慌不
忙，每道菜都细细品味，谈兴也很
高。

使馆招待员知道傅莹后面有
日程，试图提速，一道菜还没有吃
完，下一道菜就摆在旁边。意大利
大使看到这个架势，忍不住问：“您
是在赶傅莹走吗？”傅莹只好老实
地承认，确实需要赶去悉尼，他表
示理解，打电话让司机提前来接。

外交无小事，细节尤为重要。
1992年，傅莹在金边的联合国

临时机构参加维和行动，一度在柬
埔寨外交部执行监督任务，午饭就
在附近小西餐馆吃。当地气温特别
高，餐馆有空调，各国维和人员会
早早地来到餐馆，既是等饭也是纳
凉。这里餐食简单，很干净，桌子上
铺着白色的桌布，摆着刀叉和水
杯。傅莹等着无聊，听大家闲谈时，
自己喜欢横过来竖过去地摆弄刀
叉。一次，小队里的希腊人坐在傅
莹对面，看她一直摆弄刀叉，终于
忍不住问：“你为什么这样心绪不
宁呢？”

这件事对傅莹触动很大。她在
《大使衣橱》里写
道：“在外交场
合，即便是一个
简餐，餐桌礼仪
也是不 能 忽 略
的。人的肢体语
言会传递出各种
信息，例如，双手
交叉抱胸会给人
以距离感，眼睛
不肯直视对方会
让人觉得有所隐
瞒，手上小动作
多会显得焦虑。”
作为外交官，个
人的仪态中有国
家形象的成分，
因此，一定的自
我约束和仪表管
理是必要的，坐
姿优雅可以在外
交场合赢得更多好感和尊重。

菜名里的文化交流

外交宴会本身也能传达出许
多文化信息。

表达中国菜式和表达西式菜
品的理念有所不同。西式菜单介绍
菜品时强调食材、做法和浇汁成
分，而中国菜名不仅要求写实，也
追求写意。

例如，西式冷盘中有“四季豆
培根卷”“鲜番茄奶酪拼盘”，主菜
中有“香煎小羊排配香醋汁”“柠檬
汁烤鸡胸”“约克夏布丁”等，甜品
中有“菠菜奶酪千层饼”“芝士蛋
糕”等。看到名称，对其中的内容和
模样已经大致可以想见。而中式菜
名多采用形象比喻的方式，有时还
会融入某些历史典故、神话传说，
直译难免令人一头雾水。例如“佛
跳墙”“八仙过海”“叫化鸡”等，介
绍一道菜就需要讲一个相当曲折
的故事。

还有的菜名，中国人习以为
常，但是倘若直译成外文，难免令
人费解。例如，“红烧狮子头”译成

“烧狮子头”，“龙虎斗”译成“龙虎
大战”，“麻婆豆腐”译成“麻脸女人
做的豆腐”……因此，菜名直译是
不可取的。此外，中文善用象征之
美，如以“白玉”命名豆腐，以“翡

翠”命名青菜，以“芙蓉”命名蛋清，
美则美矣，翻译出来令人不明所
指。

傅莹在书中回忆，早年有一次
在国内陪同外国代表团参观访问，
午餐时饭店的菜单中有道“四喜丸
子”，英文直译为“四个快乐的肉
球”。客人们大为期待，心心念念等
着品尝这一道菜。待到模样普通的
肉丸子呈上桌时，显然有点失望，
不过吃了一个后还是表示：“好像
是比刚才更快乐了一些。”傅莹介
绍说，“四喜丸子”是鲁菜菜系中一
道传统名菜，用四个色、香、味俱佳

的肉丸子寓意人生
福、禄、寿、喜四大
喜事，表达吉祥之
意。

东西方饮食文
化的差异是比较难
跨越的，现在已经
有更加专业的菜单
翻译机构，力图在
中外菜单的不同表
述和内涵中寻找平
衡点。傅莹对菜名
英译难题的处理办
法是尽量达意，避
免被表面的形式所
累。

为了推广中华
饮食文化，傅莹曾
专门采购了一种圆
形的团扇，扇柄上
挂着中国结吊坠，

将其做成了“菜单架子”：正反两面
打印了中英文菜单的薄纸剪成圆
形，装进扇框里。外国客人对这小小
的物件爱不释手，多会带走留作纪
念。后来，还采用了把打印出来的菜
单装在一面小拨浪鼓上的做法，也
成为受欢迎的外事纪念品。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除了外交活动之外，经济文化
等各方面的国际交往也越来越多，
从事经济活动的企业高管、从事教
学和研究的学者等，都有经常性的
对外交流与合作，中国留学生出现
在世界各国的校园中，国人的旅行
足迹遍布五大洲。在傅莹看来，中
国礼仪之邦的面貌是由每个人的
行为举止共同构建的，个人修养的
叠加反映着国家的基本精神状态
和礼仪形象。

或许对大多数人来说，专业的
外交礼仪距离自己仍相当遥远。但
是，在中国成长为世界级大国的今
天，如何看待全球多元文化的并存
发展，如何在自己所处的位置恰如
其分地展现风采，如何更好地营造
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这些与个
体息息相关的内容，在《大使衣橱》
中均有提及。“如果能从中了解国
际交往的一些规则，读到有趣的故
事，培养守时、守信的好习惯，树立
起通过尊重他人赢得尊重的能力
和品格，应该也是有益的。”

《大使衣橱：外交礼仪之旅》

傅莹 著

中信出版集团

《礼记》有云：“入境而问
禁，入国而问俗。”傅莹从事
外交工作数十年，经验丰富、
谈吐得体，被称为“中国最美
外交官”。在亲笔撰写的《大
使衣橱：外交礼仪之旅》一书
中，傅莹以自己的外交成长
经历为主线，讲述了一位外
交官学习礼仪知识、完善礼
仪实践的故事。这本书探讨
了如何在外交场合穿对衣
服、吃对东西，也试图探讨礼
仪背后的内涵，其要点是如
何怀着尊重他人之心，得体
地展现和表达自己。

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

“中国最美外交官”的外事亲历记
□奚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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