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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去瑞典的路上，当地导游（中国留学
生）在车上滔滔不绝地向我们介绍：“在
!"#年以前，瑞典是欧洲最穷的国家。经过
举国上下的努力，今天的瑞典已成为政治民
主、经济发达，福利全面，人民安康的国
家。母亲生孩子，可以有一年的带薪 $原工
资的 %#&）假期，父亲可享有一个月的全薪
产假在家抚养儿童。”
“国家哪来那么多钱呀？”有游客问。
“来源于高税收。北欧各国的税收约占

国民生产总值的 '#&("#&，并有法律保
障，绝对用于国民公共福利，而不被官员
公款吃喝和贪污。北欧各国政府的开支和
官员的收入都是公开的，你甚至在网上可
以查到官员宴请的报销单。”

到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美得让人
简直难以置信。天蓝、地绿、水净、空气
清新。老城区是欧洲最有魅力的历史中心
之一，几近完美地融合了童话故事般的建
筑和曲折的鹅卵石小道。高耸的南城是全
市的创意动力区，充满了先锋艺术和街头
巷尾的酒吧。在城北，有着顶级时尚设计
的专卖店，那里的时尚潮流是穿着名牌在
赫赫有名的米其林餐厅喝香槟品美餐。
在参观完颁发诺贝尔奖的市政厅后，我

借等车之际与导游（在当地工作的中国人）
聊天。导游告诉我：瑞典有一系列的制度和
法律严格规范和保证政府官员的廉洁行政。
法律规定：除首相、议长、外交部长、国防部
长，由国家配公务专车外，其他官员均不配
给公车。官员在对外公务交往中接受礼品的
限额也有明确规定。

导游给我插了一个故事：上世纪八十
年代，中国政府的一个调研团访问瑞典，
瑞方负责接待的是一位女工业部长。我调
研团和部长见面时，送她一对七八英寸高
的景泰蓝花瓶。女部长看了一眼后，笑着
婉转地谢绝：礼物很漂亮，但我不能接受。
我们的法律有明文规定，部长在公务接待
中不能收受价值超过 !##克朗的礼品（这
对花瓶估价在 !"##克朗）。

!)%%年，瑞典社民党一位中央执行委
员、全国工会主席的女儿，在不符合分房条
件的情况下分到了一套房，结果被媒体作
为以权谋私曝光。社民党中央获悉后，立
即召开记者会向媒体解释。这位全国工会
主席也据实说明他事先不知道，是女儿私
下办的，但自己也负有教女不严的责任，
愿意尽快督促女儿将房子退出，有关部门
也尽可依法按规定处理。

瑞典印象

! ! ! !在法国，晚上 *时是老百姓下班刚到
家的时候，不少人回家后，会习惯性地打开
电视机，把频道停留在法国三台或五台，此
时播报的新闻，他们多半不是看的而是听
的，因为这个点正是他们准备晚餐的时候。
等到晚上 %时，那是法国家庭晚餐的时候，
法国一台和二台的新闻开播了，这才是他
们认真看的。各家电视台都有一个共同特
征：最好的时间段永远留给新闻。

法国的 +个主要电视台，几乎都有自
己的品牌电视新闻栏目，有的甚至有两档
以上。不仅是电视，法国人也爱从广播和报
纸等媒体中获得新闻。一般来说，法国人先
从电台听到消息，然后在电视看新闻或现
场，再去读报纸，了解详情。可以说，电台、
报纸和电视构成了法国人获取新闻信息的
三个连锁环节，各有分工。电台以快取胜，
电视善于新闻现场的迅速传播，而报纸杂
志则以细取胜，详尽深入地解读新闻。

谈话类节目多是法国电视的一大特
色，到了晚上九、十点钟以后，各频道都有
主持人在侃侃而谈。如法国电视一台的谈
话类节目有《晚间的声音》《毫无疑问》等。
《晚间的声音》以文化为主，内容涉及书籍、
报刊、电影等文化现象。现在的法国人，也
缺少人际的沟通，谈话类节目以亲切的语
言，与他们讨论一些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谈
话也常常涉及哲学话题，法国人爱讨论哲
学，这是自小养成的习惯，法国的高考没有
作文而是哲学讨论。如法国前总统德斯坦
曾说：“家庭是人的安乐窝”，但作家纪德却
说：“家庭，我恨你”，孰是孰非，节目曾展开
讨论；又如今年 "月，巴黎的天气冷得像冬
天一样，阴雨连绵半个月，甚至雪花飞扬，
最冷的一天温度跌到 ,-*!.。当晚，电视主

持人说，这是 !##多年来法国最冷的一个
"月，谈话节目以“我们想念阳光”为题，
让大家畅谈“阳光”意味着什么。
法国电视一台是受众最多的电视台，去

年获得收视率冠军的节目，是 ,月份播出的
一台年度慈善募捐演唱会，云集欧美众多当
红艺人，观众达 !,,#万；还有 *月的欧洲杯
足球决赛，也吸引 !###多万人在电视机前
观战。电视二台也有稳定的收视率。它的
节目包括连续剧、杂志类节目、战争纪录
片以及政治名人访谈等。/+台以花样繁多
的综艺类节目见长。它推出的相亲类节目
《爱在田野间》，专为单身的农民牵线搭桥，
受到农村男女喜爱。此外，制作法国各地
特色美食的竞赛类节目，也如“锅碗瓢盆
奏鸣曲”，一周三档，十分热闹。
在法国，纸质媒体仍处处可见。无论何

时，在咖啡馆，地铁站或街头，你总能看到有
人在很认真地看报纸。但读报人各有所好，
从商的人，较多看《经济论坛报》，关心地
区及社会新闻的人爱看《巴黎人报》，但读
者数量最大的还是《解放报》《世界报》和
《费加罗报》，这三张报纸尽管政治倾向有
所区别，但都是比较严肃的。《费加罗报》
每天的发行量为 ,#万份，特点是篇幅大，
页数多，我曾在街上买过几次，!-+欧元一
份，厚厚一叠，每期 +#页至 !##页不等。
每期的《费加罗报》都会附带一份橙色纸
的增刊，如周一附带“费加罗商业周刊”；周
二附带楼市周刊；周三附带一张巴黎地区景
观的地图，即“费加罗导游图”；周四附带 %

页的“费加罗文学周刊”，文学是这张报纸几
百年的传统，大文学家左拉等曾是主笔；
而周六，是附带《费加罗杂志》《费加罗女
士》和《电视杂志》等休闲类周刊。

! ! ! !大本钟可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钟楼，可
人们未必知道，大本钟从属的议会大厦本身
要更为恢宏灿烂———这座 !%,'年大火后花费
二十年重新修建的建筑，刻意使用了哥特式
风格，使人错以为它的建筑年龄要早上好几
个世纪。精心雕琢的层叠窗户使庞大的建筑
群有着飘逸轻盈的精致美感，外墙在日光照
耀下呈现出金黄色，与蔚蓝的天空与正红的
巴士形成了伦敦跳跃的三色。
在限定开放日，我有幸一睹常在电视中见

到的上下两院风貌。导览从巨大的威斯敏斯特
厅出发，这是大厦中最古老的建筑，建成于
!#))年，是大火中未被殃及的两个建筑之一。
偌大的空间没有一根立柱，全靠精巧的拱形木
质结构支撑，!,))年重置的木材因岁月更迭
已变成了墨色。这里曾用作法院，见证了许多
重要的审判；这里也是王室举行国葬前遗体陈
列和重大庆典活动的地方，去年，伊丽莎白女
王就是在这里举行了登基六十周年庆典午宴。

我们沿着每年女王宣布议会开会驾临的
路线参观。一进女王罗宾厅，就被一房间的
豪华雕琢所震撼，其金光灿烂的程度远胜温
莎城堡。原来，这栋建筑正式名为“威斯敏
斯特宫”，最初是皇家宫殿，!""#年才正式
改为议会专用集会场所。
独特的历史造就了议会大厦独特的风貌：

议会和皇室元素融合并举。圣斯蒂芬厅排列着
历代重臣的雕像，其间陈列着反映光荣革命等
重要历史事件的油画；用金色颜料作背景的都
铎王朝人物群像则在王子厅中俯视人群，亨利
八世的六位妻子皆在其中，一段久远的八卦还
是令游客莞尔一笑；而八角中央厅里则树立着
劳合·乔治、丘吉尔、艾德礼和撒切尔这四位现
当代英国首相的雕像。

圣斯蒂芬堂见证了英国一段重要的历史：
查理一世就是在此处试图将不愿通过新赋税的

议会成员逮捕，这正是引发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的导火索之一，查理一世最终被送上断头台。

每年女王驾临的时候，总是着白裙、披
红袍，那顶常年放在伦敦塔珠宝楼内展出的
皇冠会先期被运送到这里，女王戴上后，便
在贵宾的注视下慢步走过极尽奢华的皇家画
廊，进入上议院。议会大厦几经磨难：!%,'

年毁灭性大火后，二战空袭又炸毁了包括下
议院在内的部分建筑，因此，下议院的装潢
显然要简朴得多，绿色的座椅，原木的墙壁
和天花板，所有一切由英联邦国家捐助。
建筑本身是凝固的历史，而议会大厦见证

的无数重要时刻又使这座建筑更富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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