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刚果（金）东部边境城市布卡武城郊，

循着一条装点有各色彩旗的小路向前，不久

便能看到“中国半岛”4 个大字。高高扬起

的联合国旗帜和刚果（金）、中国两国国旗所

在之处，就是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

的驻地。驻地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服务”的标语格外醒目。

春节将至，中国半岛营区处处洋溢着浓

郁的节日氛围。中国结、福字、春联、灯笼

……走在军营中，喜庆祥和的中国年味扑面

而来。即便正值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营

地里，许多战士仍像往常一样在外执行任

务，坚守工作岗位。

“今天主要有两项任务，首先是这个方

向十几公里路段的修筑……”在距营区半小

时车程的卡乌姆地区，第二十六批赴刚果

（金）维和工兵分队指挥长朗杰次仁身着迷

彩服，头顶蓝色盔帽，指着手中的地图向身

旁的军官布置工作。一队士兵已开始用力

地用铁锹进行挖掘工作，不远处还有几个当

地孩童正在好奇地张望。

第二十六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

去年 9 月抵达任务区，目前共有 174 人，全部

来自西藏军区。除了驻扎在布卡武的半岛

营区，还有两支分遣队在乌维拉、巴拉卡等

地执行任务。4 个多月以来，分队已先后完

成 9 项工程任务。

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分队队员

每周还会到营地附近的村庄，为当地村民

教授中文，这是多批中国赴刚果（金）维和

工兵分队一直以来的传统。如今，许多当

地青年和儿童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有些

人还入职了当地中资企业。看到中国官兵

过来，村里的孩子们热情地围上来，朗杰次

仁笑着与他们打招呼，熟悉地叫出他们每

个人的中文名字，“他们是我们分队很好的

朋友、邻居。”

对 有 着 31 年 军 龄 的 藏 族 军 官 朗 杰 次

仁来说，春节无法与家人团聚，在工作岗位

上过年已是常事。每逢佳节倍思亲，他很

想念远方的家人，但很快又笑笑，“坚守岗

位，这是我们军人应该做的。”

在海外过年，朗杰次仁还是头一回。今

年春节，分队邀请了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

派团司令和友军负责人共同庆祝，还设计了

游园、品美食、写春联等展示中国文化的丰

富活动，希望能将中国传统节日的喜悦传递

给外国友人。

进深山、钻密林，修道路、建桥涵……

“身处非洲大地，我们能够感受到当地群众、

友军官兵对中国的信任和认可，也更加体会

到和平的来之不易。不畏惧、不退缩，勇挑

重担、不辱使命，全体官兵都用实际行动展

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新的一年里，

我们一定不负祖国重托，再接再厉，圆满完

成维和任务。”朗杰次仁说。

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指挥长朗杰次仁——

“体会到和平的来之不易”
本报记者 闫韫明

除 夕 清 晨 ，湛 子 良（网 名 大 米 良）站

在 西 班 牙 巴 塞 罗 那 地 标 性 建 筑 巴 特 罗 之

家 的 阳 台 上 远 眺 。 眼 前 ，深 黛 色 的 天 空

尽 头 泛 起 淡 淡 的 金 黄 —— 太 阳 即 将 升

起 。 巴 特 罗 之 家 灯 光 师 阿 尔 伯 特 跨 入 阳

台 ，躬 身 扳 动 一 个 按 钮 ，和 湛 子 良 确 认

道 ：“R255、G0、B0，对 吧 ？”确 认 完 毕 ，一

道 红 色 光 束 随 即“ 啪 ”的 一 声 打 在 巴 特 罗

之家外墙上，和远处的朝霞相映生辉。

自 2019 年 起 ，每 逢 中 国 春 节 ，巴 特 罗

之 家 都 会 在 外 墙 点 亮 中 国 红 ，今 年 也 不

例 外 。 对 中 国 人 来 说 ，“ 中 国 红 ”是 一 个

极 具 仪 式 感 的 颜 色 ，可 它 究 竟 是 哪 种 红

色 ？ 当 初 巴 特 罗 之 家 的 技 术 人 员 问 起

时 ，身 为 巴 特 罗 之 家 大 中 华 地 区 项 目 落

地 执 行 人 的 湛 子 良 也 拿 不 准 。 经 过 一 番

研 究 和 反 复 求 证 之 后 方 才 确 认 ，“R255、

G0、B0”是 LED 灯 光 对 应 的“ 中 国 红 ”参

数 ，“C0、M100、Y100、K10”是 电 子 海 报

要 用 的 色 彩 ，印 刷 品 则 采 用 潘 通 色 号 中

的 186C…… 在 这 个 过 程 中 ，湛 子 良 意 识

到 ，讲 述 中 国 故 事 时 ，“东 方 美 感 ”不 应 是

“ 只 可 意 会 不 可 言 传 ”。 如 何 准 确 、详 尽

地 向 西 方 人 展 现 中 国 美 ，“ 是 个 重 要 的 大

课题”。

湛子良曾是一名文字记者，在传媒行

业 已 经 工 作 了 10 余 年 。 来 到 西 班 牙 以

后 ，他 希 望 利 用 所 学 专 长 ，结 合 当 下 流 行

的新媒体方式，为中西文化交流做点有趣

的 事 。“ 文 化 交 流 有 时 要 从 很 基 础 的 工 作

做 起 ，比 如 西 班 牙 是 一 个 博 物 馆 大 国 ，若

能通过制作短视频，介绍该国博物馆和其

背后的故事，帮助中国受众更好地理解西

班牙历史和文化，这就很有意义。”凭借着

唯 美 的 画 面 和 细 腻 的 讲 解 ，这 几 年 ，湛 子

良的视频作品很受欢迎，他的个人账号在

社交网站上收获了 150 万粉丝，促进两国

文化交流的使命感也更为强烈。

“2022 年，我在先锋艺术家安东尼·塔

皮埃斯的塔皮埃斯博物馆采访时，馆长努

利 亚 曾 表 示 ，中 国 在 经 济 腾 飞 的 同 时 ，文

化魅力也随之向外不断释放，但单纯展示

‘中国符号’难以达到真正的传播目的，必

须要深入展现中国文化的‘肌理’，才能让

外国受众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回

忆起这次谈话，湛子良感慨，“这让我感受

到 外 国 受 众 对 中 国 文 化 的 兴 趣 、好 奇 ，以

及在文化交流这个主题下，我们可以做的

事情还有很多。”

迎 接 新 年 中 西 长 跑 、春 节 庙 会 、华 人

春晚……这个春节，湛子良的行程安排得

很满，他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多场新春相关

活动。“祖国的不断发展让我们自豪，也让

我 不 断 思 考 ，如 何 做 得 更 好？”湛 子 良 说 ，

今年，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学习中国艺

术史，“只有自己更好地了解、理解中国文

化 ，才 能 传 播 真 正 的 中 国 人 文 之 美 ，让 更

多人认识中国的美。”

居住在西班牙的自媒体人湛子良——

让“东方美感”可意会也可言传
本报记者 颜 欢

鲜香麻辣的藤椒鱼、肚大皮薄的三鲜

饺……除夕夜，一场色香味俱全的春节联

欢会在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厨房举

行。 9 个专业厨房工作间同时开火，来自

孔敬大学孔子学院、玛哈沙拉坎大学孔子

学院以及泰国东北部高校的中泰师生近百

人齐聚一堂。大家纷纷大显身手，做起拿

手 的 家 乡 菜 ，现 场 香 气 四 溢 ，一 片 欢 声

笑语。

这是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耿军

在泰国度过的第三个春节。今年，他和孔敬

大学教师翁威瓦一起制作了可口的白菜猪

肉馅饺子和清甜的银耳桂花汤。为什么选

择白菜馅？耿军笑着对在场的泰国师生解

释：“用中文讲，白菜谐音‘百财’。愿大家新

年如意！”

泰国华人素察非常喜爱中文和中国文

化，是孔敬大学孔子学院各种文化活动的

“常客”。今年的春节联欢会他也早早到场，

“这里的年夜饭让我非常满意。每次和中国

老师们在一起，不仅能品尝中国各地的美

食，还能感受丰富多彩的中国‘年文化’。”素

察说。

“中国美食是中国文化的一张闪亮名

片，也是中泰文化交流合作的连接器。自

2017 年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厨房落成以

来，中国美食文化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

关注和喜爱，美味的中餐收获了越来越多的

‘粉丝’。”耿军介绍，“到孔子学院吃年夜饭”

已经成为很多当地华侨华人、留学生和泰国

民众不约而同的选择。

每年过年，孔敬大学孔子学院的泰方员

工瓦拉帕都会和中国老师们一起买年货、挂

灯笼、贴春联、准备年夜饭。“和中国同事一

起，像家人一样做丰盛的中泰美食，让我感

到特别幸福。中泰一家亲，已经深深扎根于

两国民众的心中。”她说。

甘提塔是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泰高铁

汉语培训”项目学员，他也专程赶来参加活

动，向教过自己中文的中国老师拜年。许久

未见的师生拥抱在一起，不时拿起手机拍照

留影。他说起自己的新年愿望，“希望中泰

高铁能够早日建成通车。到那时，中国的麻

辣火锅和泰国的冬阴功汤之间只是一个朝

发夕至的距离，泰国的稻米、木薯、甘蔗等农

产品也能更多地销往中国市场，摆上更多中

国消费者的餐桌。”

团圆贺岁、迎新纳福，中泰师生沉浸在

浓浓的中国年味之中，以食会友，两国民众

的心也越走越近。

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耿军——

让美食成为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
本报记者 孙广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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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欢乐春节”系列活动，

联系场地和嘉宾，布置会场，安排

演出流程……每年春节都是匈牙

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最忙的

日子，用文化中心员工的话来说，

时常忙到“连家都顾不上想”。

“春节是一个美好的节日，它

是关于家庭、亲情、团圆和祝福的

节日。我们希望向匈牙利民众传

递春节的温暖。”布达佩斯中国文

化中心主任金浩说，过去几年，受

新冠疫情的影响，春节的很多活

动都是线上举行，今年文化中心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与

匈牙利多个文化机构合作，打造

了一系列有趣味、有年味的春节

庆祝活动，推广中国的春节文化，

传播中国春节背后的文化内涵。

除夕前夕，布达佩斯中国文

化中心举办了匈牙利兔年邮票发

行仪式，吸引了大批当地中国文

化爱好者。“自从匈牙利开始发行

中国生肖邮票以来，我就开始收

集 相 关 邮 票 ，至 今 已 经 有 10 年

了。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了解中

国的生肖文化和其背后的美好寓

意。我非常期待未来能去中国，

亲身感受不一样的文化魅力。”匈

牙利邮票爱好者埃里克斯说。

今年是金浩在布达佩斯度过

的第四个春节。“不能与家乡的父

母亲友团聚，多少有些遗憾，但是

能 与 同 事 一 起 组 织 文 化 交 流 活

动、增进两国沟通了解，让我感到

自 己 的 工 作 很 有 意 义 ，也 很 自

豪。中国春节，正是一个在世界

范 围 内 展 现 中 华 文 化 的 良 好 契

机。我们在匈牙利举办一系列春

节节庆活动，既能让当地华侨华

人、驻外机构人员、留学生等海外

中华儿女感到家的温暖，也能让

更多当地民众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美好。”

过去一年，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 17 场活

动，参与人数超过 300 万人次。在清明、端午、中秋等重

要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心还推出了许多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和互动；精心打造

的“中匈艺术对话”“天宇在中国”等精品栏目，也深受匈

牙利民众喜爱。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匈牙利在华留学生群体的力量，

借助新媒体手段，通过他们的视角展示中国文化的魅

力。”谈起新一年的工作计划，金浩和同事们有很多设想，

“希望在未来打造更多的文化精品栏目，向匈牙利民众尤

其是青年人，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示当

代中国的风貌，呈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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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匈牙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金浩

（左）与同事一起布置“欢乐春节”活动会场。

本报记者 于 洋摄

图②：在中国第二十六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

分队营区，中国结、红灯笼装点出浓浓的春节氛围。

党天宇摄

图③：1 月 29 日，西班牙马德里市政府和华人社

区联合举办马拉松比赛，共同庆祝兔年春节。

姜梓傲摄

图④：除夕当天，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举办春

节联欢活动。 郭 达摄

图⑤：1 月 22 日，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中心

的 93 公园，演员在“欢乐春节”庙会上表演舞龙。

新华社记者 周盛平摄

坚守岗位执行维和任务，
组织写春联、贴福字、剪窗花
等迎春文化活动，与当地民众
一起包饺子品美食……新春
佳节之际，很多身在海外的中
华儿女恪尽职守，促进文化交
流，维护世界和平。请跟随本
报记者的脚步走近他们，倾听
他们的春节故事，感受中华文
明与世界文化的相融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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