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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青年走读中国

图①：林亿在录音室。

图②：萨拉·马乔里参加世界

青年发展论坛。

图③：何氏锦燕。

图①至图③为受访者供图

图④：丹 尼 斯·内 马 克 在 创

作中。

本报记者 王 丹摄

图⑤：近 年 来 ，云 南 路 网 结

构不断扩充、提质升级。图为云

南弥勒至蒙自高铁动车、昆明至

河 口 准 轨 铁 路 复 兴 号 动 车 和 百

年 米 轨 铁 路 货 物 列 车 在 蒙 自 市

交会。

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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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愈发紧密，越来越多外国青年
来到中国。近日，本报记者采
访了 4名外国青年，听他们讲
述在中国学习、生活和工作的
故事。他们身处不同的城市，
有着不同的职业，但共同感受
着中国发展的日新月异，并身
体力行搭建中外友谊桥梁。

“我们倡导青年采取行动，发扬团结精神

和创造力，推动全球发展和青年发展。特别是

在本次论坛上探讨的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育、

就业创业、数字经济、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等

重要领域，我们鼓励提出青年主导的建议和解

决方案。”在去年 7 月于北京举行的世界青年

发展论坛上，乌干达青年萨拉·马乔里与其他

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代表共同发出《青年优先

发展国际倡议》。

萨拉对《倡议》中有关教育的内容尤其关

注。“在我看来，教育的质量对于青年的发展非

常重要。”萨拉本人就是教育公平的受益者，在

乌干达完成本科学业后，她在中国政府奖学金

的资助下来到中国攻读硕士学位，目前是中国

传 媒 大 学 全 球 传 播 与 治 理 项 目 的 博 士 研 究

生。“作为一个乌干达女生，如果没有这次机

会，我的受教育之路不可能走得这么远。”萨拉

认为，如果年轻人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将很

难进一步发展。

来华留学前，萨拉曾是乌干达一家媒体的

记者，报道过许多乌中两国合作的故事。她对

中国早已好奇心满满，这次留学机会让她终于

可以实地感知中国。萨拉对中国的最初印象

是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我曾经写过大熊猫的

故事，但没亲眼见过。当中国朋友带我去北京

动物园看到真正的大熊猫时，我非常开心。”时

至今日，萨拉回想起这一幕依旧十分激动。

来到中国后，萨拉继续向乌干达的读者介

绍在中国的所见所感。“我想用我学到的传媒

领域的知识和技术，更好地讲述非中合作的故

事。”三年多来，她一直专注于写作能够让读者

产生“关联感”以及共鸣的稿件，“不少乌干达

人在中国做生意，他们对乌中经贸合作相关的

新闻很感兴趣。此外，农业、教育、乌中关系以

及非中关系也受到大家的关注。”

萨拉曾前往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参访。在

那里，她和来自 13 个非洲国家的青年代表们

一起，参观扶贫工厂、向老乡们学习当地非物

质文化遗产剪纸艺术、体验扶贫干部一天的生

活……回忆起那次参观，当地扶贫产业欣欣向

荣的场景让她感触颇深，青山绿水也让她倍感

熟悉。“兴县的山丘、乡间的绿意、地里的玉米

……都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家乡。这次参观后，

我向我的家乡读者介绍了中国在产业扶贫、乡

村振兴方面的经验，希望乌干达也能实现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萨拉说。

除了把中国的发展经验介绍到乌干达，萨

拉也希望帮助更多中国人了解非洲。服饰文

化一直是她介绍非洲传统文化时的重点，“每

当我身着乌干达传统服饰，中国朋友们总会

围着我问各种问题，他们的热情对我是极大

的鼓舞。”

萨拉认为，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全

球发展倡议影响力不断增强，包括乌干达在内

的许多非洲国家持续受到中国发展的启发，不

断推动非洲经济社会向前发展。“我相信，青年

在非洲的发展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们

一定会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乌中关系、非中关系、减贫、教育、儿童福

利等都是我希望深入研究的领域。”未来，萨拉

期待自己学有所成，为促进乌中友好、增进非

中友谊贡献力量。

“更好地讲述非中合作的故事”
本报记者 白紫微

拉坯机转动起来了。转盘上，一个布满孔

隙、身“披”水藻的灰色茶壶映入记者眼帘。在

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湘湖镇的一间工

作室里，来自美国的 90 后“洋景漂”丹尼斯·内

马克热情地向记者介绍这一耗时两年完成的

作品——《明亮的海》。在景德镇，大家都叫他

“泥的明”。“我喜欢这个名字，它就是我眼中陶

瓷的样子，给人一种熟悉的亲切感。”他说。

泥的明今年 31 岁，在父亲的熏陶下，他自

小就对陶瓷产生了浓厚兴趣。2013 年，他第

一次到访景德镇。那时，在市郊一个名为三宝

的小村落中，陶艺家李见深组织的“驻留计划”

吸引了不少对陶瓷感兴趣的外国青年艺术家，

其中就包括泥的明。三宝村曾遍布老式宅院

和陶瓷作坊，后被改造为一个保留了村庄原始

意蕴的艺术空间。“短暂的驻村制陶体验和悠

闲的村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开始

关注景德镇，希望更多地了解这座瓷都。2015
年秋，泥的明进入景德镇陶瓷大学学习。

起初，泥的明住在陶大位于珠山区的老校

区，每次上课，他都要骑摩托车赶往位于湘湖

镇湘湖村的新校区。在他的印象中，那时从城

里通向村镇的道路并不平整，还经常漫水。

如今，这个城郊的村庄正变得越来越美

丽，从村内通往市中心的道路得到了整修。随

着大学城发展及村容村貌整治，村里家家户户

通了水泥路，马路上还安装了路灯。“镇上有条

古街，由于没有下水管道，两侧住户的污水都

直接排到街上。”泥的明回忆，2016 年左右，湘

湖村的排污管道和陶大的排污系统串联起来，

新建的污水处理厂使得整个村庄的河湖水系

焕然一新。“自那以后，村子干净整洁多了！”

工作之余，泥的明会时常和朋友到湘湖村

附近的南河散步。晚风轻拂，一座座白墙黑瓦

的建筑散落在南河两岸。“以前，这里的房屋由

于年代久远有些破败不堪，经过改造后，变得

干净整洁。”漫步南河沿岸，只见这里新建了休

闲步道和广场，沿岸沙滩上有不少年轻人在散

步，还有人带着帐篷和烧烤架来露营。在湘湖

生活的日子里，泥的明真切感受到基础设施完

善给村民生活带来的显著改善。

泥的明告诉记者，在湘湖，有几个为人熟

知的外国面孔，分别来自美国、意大利、埃及和

俄罗斯，他们之中既有雕塑家也有历史学家。

泥的明是村里待得最久的外国友人之一，“村

民基本都认识我，和他们交流时，我们的话题

总是很自然地围绕着陶瓷和本地美食展开。”

最近，他正忙着布置自己的新工作室，“我非常

喜欢这里的艺术气息，给我带来许多创作灵

感。我还要在这里继续工作、生活下去！”

“我还要在这里继续工作、生活下去！”
本报记者 王 丹

何氏锦燕的微信名叫“燕燕于飞”，取自

《诗经》。“‘燕燕于飞，差池其羽’，刚好和我中

文名里的‘燕’字呼应。”何氏锦燕用一口流利

的中文和记者交谈。若非记者提前知晓她的

身份，怎么也猜不到她来自越南。

“《红楼梦》《西游记》……我是看着中国

的电视剧长大的。”何氏锦燕从小就对中国充

满兴趣，上大学时，她选择了越南河内国家大

学所属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的汉喃学专业。

同时，她还辅修了中文作为第二专业。临近

毕业，何氏锦燕从老师那里得知有个去云南

大学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机会，这

让她激动不已，“去中国学习生活，是我一直

以来的梦想！”

2013 年，何氏锦燕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与

越南毗邻的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蒙自

市，在红河学院国际语言文化学院教授越南

语，也在这里安了家。“我在越南读大学时就听

老师讲过蒙自过桥米线的故事，那时可想不到

今后我会在过桥米线的发源地工作，这就是我

和中国的缘分吧！”她笑着说。在红河学院，何

氏锦燕的研究方向是翻译。“翻译是促进两国

交流与合作的纽带，要做到翻译的‘信、达、

雅’，熟悉两国的文化非常重要。”课上课下，何

氏锦燕经常和中国学生交流越南文化，加深学

生对越南的了解。

在云南生活 10 余年，何氏锦燕完成了从

学生到教师的身份转变，也见证了被她称为

“第二故乡”的蒙自市的发展。从城市建设到

乡村振兴，一条条铁路四通八达，一个个乡村

脱贫致富，处处洋溢着勃勃生机。“这几年，作

为红河州州府的蒙自更有大城市的感觉了。”

谈起这里的点滴变化，何氏锦燕如数家珍，越

来越多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交通也更加发达

便利，“现在，我能够熟练使用各种外卖和打车

软件，在这里居住很舒适，也很方便。”

蒙自是滇越铁路云南段途经城市之一。

几年前，玉溪到河口铁路全线通车。“云南的发

展让我的回家之路更便捷。现在回河内，我可

以从蒙自坐动车到河口，再转汽车到河内，早

上出发下午就能到家。”2021 年年底，何氏锦

燕看到了中老铁路通车的消息，她盼望着越中

两国也能早日开通客运列车，“到时回家更快

更方便”。

去年 7 月，何氏锦燕参加了由云南省人民

对外友好协会和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共同主办的“爱云南 iYunnan”短视频和征文

比赛。她表示，参加这个比赛是想记录下自己

对云南的感情和对云南变化的感想，同时她也

把对云南发展以及对两国人民加深交流的期

待写进了文章里。“我是越中两国教育合作的

受益者，希望未来两国青年继续加强交流，增

进了解，成为两国文化交流互鉴的使者。”何氏

锦燕说。 （王金彩参与采写）

“云南的发展让我的回家之路更便捷”
本报记者 叶传增

“我很喜欢北京，它融合

了大都市生活的现代感以及

质朴真实的颗粒感。”来自新

加坡的作曲家林亿在北京学

习、工作近 10 年，闲暇时间，

他喜欢骑着电动车探索这座

城市的角角落落。他最享受

的莫过于坐在胡同深处的咖

啡馆里，读一本书，或是与当

地人闲聊。

15 岁时，林亿第一次接

触到中国传统乐器——笙。

高二那年，学校华乐团缺少

演奏笙的乐手，他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加入，却意外地发

现 了 自 己 的 音 乐 天 赋 。 很

快，他就赶上了整个乐团的

进度并可以加入合奏。长时

间浸润其中，令林亿着迷的

不仅仅是笙，还有中国传统

音乐打动观众、激发澎湃情

感的强大力量。他常常在排

练结束后留下来借阅乐团指

挥的乐谱，尝试解读乐谱中

各种元素如何拼接。

大学毕业后，林亿成为

一名音乐老师。2014 年，基

于对未来职业发展前景的考

虑，他申请到位于北京的中

央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求学期间，林亿师从著名作

曲家唐建平教授，“我擅长为

中国传统乐器谱曲创作，在

中央音乐学院，我得到了更

专业的指导，通过挑战自我

不断精进技艺。”

如今，林亿是一名全职

作曲家，在中国参与了很多

热播电视剧和电视节目的音乐创作，包括庆祝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献礼剧目《理想照耀中国》，以及

音乐节目《中国好声音》、电视剧《假日暖洋洋》等。“能

为这些项目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我感到无比自豪。”

在林亿看来，这正是中国文化所包含的和谐、包容理念

的最佳例证。这也激励着林亿不断提高自身创作水

平，让自己的作品“从历史、情感和理性层面与中国人

民联结”。

与中国传统乐器结缘不仅影响了林亿的职业选

择，也见证了他的爱情故事。他的妻子是一名成长于

北京的琵琶演奏家，两人多次使用各自擅长的中国乐

器合作创作。“中国传统乐器是我从少年时期就熟悉的

一种音乐介质。未来，我还会继续在中国发展我的音

乐事业，与妻子一道致力于将中国民乐和传统乐器介

绍给更多受众。”他说。

林亿同记者分享了在中国这些年观察到身边发生

的可喜变化：“包括物流在内的服务业是变化最明显的，

快递行业的飞速发展让我在中国的生活无比便利。”此

外，他表示，随着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公民受教育程度的

提高，中国民众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程度也在不断

提升，在他看来这将有利于音乐行业的健康发展。

除了深耕音乐事业，林亿还致力于推动新加坡与

中国之间的友好交流。他曾经作为新加坡代表参加

“中国—东盟日”活动，也曾多次参与一些电视台举办

的促进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合作交流的电视节目。“新加

坡是中国的老朋友，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通过跨文

化交流推动两国友好。”林亿在采访结束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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