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17 国际国际2023年 7月 7日 星期五

福州东郊，鼓山之北，沿着盘山公路蜿蜒而

上，便来到了草木繁盛、清凉宜人的鼓岭。6 月

28 日，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福建省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的“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在

福建省福州市举办，包括“鼓岭之友”部分成员

在内的中美相关人士出席论坛，并走访鼓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论坛致贺信，强调国与国

关系发展的根基在于两国人民。希望大家把鼓

岭故事和鼓岭情缘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让中美

人民友谊像鼓岭上的千年柳杉一样，茁壮成长，

生生不息。

鼓岭，这块见证了习近平主席推动中美民

间友好交流的土地，这块承载着两国人民真挚

情感的土地，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一段佳话——
“虽然我们说着不同的

语言，但爱的话语是相通的”

19 世纪 80 年代起，大批西方侨民来到中国

福州生活。每逢夏季，很多侨民选择在鼓岭避

暑。他们在鼓岭修建别墅、医院、网球场、游泳

池、邮局等设施，并与当地居民结下深厚情谊。

美国人密尔顿·加德纳和他的家人就在其中。

1901 年，尚在襁褓之中的密尔顿·加德纳

随父母来到福州，一住就是 10 年。1911 年，加

德 纳 全 家 搬 回 美 国 ，但 鼓 岭 让 他 一 直 魂 牵 梦

萦。虽然他非常想再回鼓岭看一看，有生之年

却没能如愿，直到弥留之际，他口中仍喃喃不

绝：“Kuliang，Kuliang……”

“Kuliang”是什么？加德纳的夫人伊丽莎

白·加德纳一直百思不得其解。直到 1990 年，

她发现了丈夫留下的 11 枚邮票，邮戳俱全。经

中国留美学生刘中汉辨认，发现其中多枚都盖

有“福州·鼓岭”字样。谜底揭开，加德纳夫人终

于了解到丈夫提起的“Kuliang”就是中国福州

鼓岭。刘中汉为加德纳夫妇对中国的情谊所触

动，恰好《人民日报》当时正举行征文活动，于是

他写下一篇饱含深情的《啊，鼓岭！》，讲述这个

动人的友好故事。

1992 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在《人

民日报》上读到《啊，鼓岭！》一文，了解了这段感

人的鼓岭情缘，便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中国。

同年 8 月，加德纳夫人踏上中国土地，来到丈夫

生前难以忘怀的鼓岭。走在遍植着柳杉的山路

上，加德纳夫人激动不已。这一次，加德纳夫人

受到了热烈欢迎，与鼓岭人民结下深厚友谊。

2012 年，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时，

在美国友好团体举行的欢迎午宴上讲述了鼓岭

故事。“我相信，像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在中美

两国人民中间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应该进一步

加强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厚植中美互利合作

最坚实的民意基础。”自那以后，鼓岭上的这段

中美友好交往佳话不断被挖掘、被续写——

2012 年，加德纳先生的侄孙盖瑞·加德纳、

李·加德纳兄弟随美国塔科马友城访问团来到

福州，寻访祖辈在鼓岭的生活印记；

2017 年，“寻梦追忆鼓岭行”活动在鼓岭万

国公益社开幕，曾在鼓岭居住过的 7 个美国家

庭的 19 名后人在鼓岭团聚；

2018 年，鼓岭加德纳展览馆开馆，加德纳

故居启动修缮……

鼓岭旅游文化研究协会高级顾问兼首席研

究员穆言灵今年 72岁，她的公公穆蔼仁于上世纪

40年代来到福州英华学校教书，二战时曾作为美

国空军飞虎队中尉支援中国抗战。穆言灵的丈

夫穆彼得也出生于福州。多年来，穆言灵致力于

挖掘“鼓岭故事”。2016年，她建立了一个关于鼓

岭及其历史的英文网站，并在美国成立了“鼓岭之

友”组织。如今，“鼓岭之友”成员已经多达 50人，

成为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一支重要力量。

“我们整个家族都非常感激习近平主席。

他帮助素不相识的美国老人完成心愿，这个举

动感动了很多美国人。我的爷爷和父亲都出生

在福州，鼓岭是他们的家园，也是我们的第二故

乡。虽然我们说着不同的语言，但爱的话语是

相通的。”第四次来到鼓岭的李·加德纳对本报

记者说。他打开随身携带的一本相册，一张张

照片记录了加德纳家族与鼓岭的深厚情缘。“这

是我们家族最宝贵的财富，这次来我要把它送

给友好的中国人民。”

“我 的 文 章 在 1992 年 4 月 8 日 见 报 ，我 和

加德纳夫人 8 月 21 日就抵达了福州。如今，在

习近平主席的推动下，鼓岭上的这段中美友好

佳话正走向世界。”刘中汉说。

再上鼓岭——
“我们都无比怀念和热

爱在这里度过的时光”

6 月 28 日，来华参加“鼓岭缘”中美民间友

好论坛的美国嘉宾再上鼓岭，再续前缘。

幼时曾在这里生活的毕乐华时隔 6 年再次

踏上鼓岭的土地。一下车，她脱口说出一句福

州话：“转厝（意为回家）了！”毕乐华的外公柯志

仁对福建的生态环境非常熟悉，编撰的《华南鸟

类》以鼓岭鸟类种群为研究对象，是记录中国鸟

类最早的现代科学著作之一。“外公一生热爱中

国和中国人民。如今，他的孙辈们也爱上了中

国。”毕乐华说，“我们都无比怀念和热爱在这里

度过的时光。我又回来了！”

在 这 里 ，毕 乐 华 见 到 了 幼 时 的 玩 伴 李 怡

英。两人坐下后，手就始终紧紧握在一起。“身

体还好吗？”“哎呀，变老了、变老了。”她们用福

州话一个词一个词地慢慢交流。“我希望鼓岭情

缘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让爱与友谊生生不

息。”毕乐华说。

已是耄耋之年的蒲光珠在孙女凯茜的搀扶

下，努力追忆儿时记忆里的老街旧巷。“中国是

我心灵的故乡。”蒲光珠出生在古田，父亲蒲天

寿曾在鼓岭开设一间小诊所为当地村民看病，

也是当年福建协和医院（现福建医科大学附属

协和医院）最后一任外籍院长。蒲光珠在中国

生活 12 年，曾作为小助手帮助父亲照顾病人。

“小时候摔倒受伤，当地的村民也会帮助我处理

伤口。我们就像一家人。”蒲光珠回忆道。

再上鼓岭，在鼓岭夏季邮局，蒲光珠亲手给

寄往美国的明信片盖上印有“鼓岭 Kuliang”字

样的邮戳，并郑重地把它投进邮筒。“祖辈们当

年就是这样寄信回家。这是我重回鼓岭送给自

己的珍贵礼物。”蒲光珠说，“我的祖父、父亲都

曾在中国生活，如今我又带着孙女来到中国，我

们家族五代人与中国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

走过枝繁叶茂的千年柳杉，穿过青石铺就

的鼓岭老街，在始建于 1914 年的万国公益社，

大家围坐桌前共叙鼓岭情缘，一幅穿越时光的

友谊画卷缓缓打开。

李·加德纳讲述了一家人和这棵千年柳杉

的故事：“我的祖辈曾在树下嬉戏，这棵千年古

树见证了他们的美好童年；1992 年，加德纳夫

人带走了一片掉落的柳杉树皮，想念鼓岭时，她

总会拿出来看一看；2018 年，我与哥哥盖瑞·加

德纳重访鼓岭时，一起合抱了这棵老树，珍藏起

一份美好的回忆……”

听到李·加德纳的回忆，78 岁的鼓岭当地人

郭功宏很激动，“我父亲给我们讲过，小时候他和

加德纳经常一起打网球、踢足球。”他拿出加德纳

夫人走访鼓岭时与父亲郭茂炉的合影跟大家分

享。照片里，两人笑容灿烂，加德纳夫人还给郭茂

炉留言：“很开心见到你，谢谢你邀请我来做客。”

为寻访祖辈在鼓岭的故事，程吕底亚家族

后人程高登从 2005 年开始走访福州。“我的祖

父、曾姑婆都非常喜爱鼓岭，被这里民众的纯朴

与热情打动。”程高登表示，他的曾姑婆程吕底

亚曾在福州办学育人，“曾姑婆培养了很多当地

人才，我也曾在她工作过的学校任教。我愿继

续做美中交流的使者。”

友谊接力——
“ 鼓 岭 故 事 是 中 国 故

事，也是美国故事，更是属
于全人类的故事”

在鼓岭活动现场，一头短发的穆言灵非常

活跃。她与鼓岭的情缘始于 2015 年。那一年，

穆彼得、穆言灵夫妇来到福州，遵照穆蔼仁遗愿

将其部分骨灰撒入闽江。一天，他们在鼓岭邮

局看到一幅旧地图，希望在上面能找到穆蔼仁

曾经的居所。遗憾的是，地图上面所有的建筑

仅标有数字序号，相关工作人员解释说，这些建

筑 的 具 体 情 况 因 年 代 久 远 、资 料 匮 乏 无 从 得

知。夫妇俩于是萌发了找全这些资料、重现那

段历史的想法。

在探寻鼓岭故事的过程中，穆言灵遇到了同

样对那段历史非常感兴趣的华东理工大学副教

授林轶南。2016年，他们组建了一支跨国研究团

队。大家在鼓岭现场勘测老建筑；在耶鲁大学、

哈佛大学图书馆翻阅资料档案，寻找这些老房子

的居住者；通过互联网检索联系曾在鼓岭居住的

一些美国家庭的后人……研究团队如同拼图一

般，相继找到柏龄威、柯志仁、蒲天寿、福益华、兰

玛利亚等与鼓岭有着不解之缘的美国人士或他

们的后人，尘封在档案里的一段段历史逐步变成

一个个鲜活的故事。

“研究成果非常令人欣喜和感动。我们从

未想象过会发现如此多的感人故事。这些故事

感动了很多人。”穆言灵说。如今，“鼓岭之友”逐

步发展壮大，林轶南的“古厝活化实验室”团队

也推出文化遗产信息大数据“鼓岭家·谱”平台。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与鼓岭故事相关的

文字和口述资料、图片、实物已超过 1000 件，穆

彼得将这些珍贵资料进行数字化归档。“许多年

前，我们的父辈生活在鼓岭，与那片土地上的人

们互帮互助。现在研究和回味这段历史，我们

能更真切地体会到人类所具有的美好情感——

理解、尊重、和平、友谊和爱。”穆言灵表示。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美民众对鼓岭的人和

故事有了深入的了解，也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到续写鼓岭情缘的队伍中来。鼓岭本地人郭庆

大学毕业后原本有一份不错的工作，怀着对鼓

岭文化的热爱和眷恋，他加入了研究团队。林

轶南研究团队的学生不断更替，但大家都对研

究鼓岭文化、挖掘中美友谊怀有深深的感情。

鼓岭故事也让在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学

习的美国交换生比谢尔·唐纳德着迷，“希望我

今后可以为美中人文交流做些事情，加深民众

之间的彼此了解，续写一个个新的友谊故事。”

“鼓岭故事是中国故事，也是美国故事，更

是属于全人类的故事。我希望有一天来自世界

各地的孩子们能够相约鼓岭，一起学习和成长，

把鼓岭故事延续下去。”穆言灵对未来充满信心

和期待。

■记者手记R

盛 夏 时 节 ，绣 球 花 开 。

近日，福建鼓岭迎来了前来

出席“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

论坛的美国老朋友。他们或

是年幼时跟随父母在这里度

过了童年时光，或是家族长

辈与鼓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鼓岭，将他们与中国紧

紧联系在一起。

“回中国真的就像回家”

“我们被鼓岭人民的热情深

深打动”“要让鼓岭的故事代

代传递”……采访中，这些真

挚的话语总能让记者心中涌

起阵阵暖意。友谊与爱，是

鼓岭情缘的关键词。

在曾经的“外国本地公

众水井”，“鼓岭之友”穆言灵

和蒲光珠两位老人，带着儿

孙用水桶从这口百年老井中

打出甘甜井水。这场景让人

想起了他们的先辈和当地村

民共饮一井水的岁月。时光

流转中，人们仿佛看到了当

年在这井台上，中美两国孩

童不分彼此嬉戏玩耍，体味

到 跨 越 时 空 的 友 谊 的 无 尽

韵味。

鼓岭上的富家别墅，是穆

言灵每次到鼓岭必去的地方。别墅前有一个雕塑，

雕塑里的男婴正是以穆言灵的丈夫穆彼得为原型

创作的。穆彼得回忆说：“爸爸常讲，我们在福州有

个家，就在鼓岭上面。”

“鼓岭之友”毕乐华老人，在福建的日子里重

新说起福州话。回到当年在鼓岭的家，看到院子

里玩闹的孩子，毕乐华仿佛看到了自己幼年的影

子。她特地找到当年曾经拍下照片的门廊木桩，

“就在这里，再给我拍一张照片！”

触景生情，睹物思人。一段段动人故事，一

声声亲切问候，一缕缕美好回忆，让“鼓岭之友”

们感叹：“这才是友谊该有的样子。”国之交在于

民相亲。鼓岭故事已经成为中美民间友好的生

动注脚，虽然中美关系目前面临困难和挑战，但

越是这样的时刻，就越需要加强人文交流。

习近平主席在致“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

坛贺信中指出：“‘鼓岭之友’的经历再次证明，

中美两国人民完全可以跨越制度、文化、语言的

差异，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在鼓岭的柳杉王公

园内，有一棵已有 1300 余年树龄的柳杉，两大

树干合抱如一，历经岁月洗礼，依旧生机盎然、

挺拔俊美。千年柳杉见证了百年前的鼓岭岁

月，“鼓岭之友”每次重回鼓岭，都会在树下合影

留念。走访鼓岭期间，在万国公益社外，中美各

界人士共同种下两棵桂花树。清风拂过，枝叶

沙沙作响。郁郁葱葱的鼓岭，不断讲述着中美

两 国 人 民 的 友 好 交 往 故 事 ，让 鼓 岭 情 缘 代 代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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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鼓岭之友”部分成员访华并出席“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

鼓岭情缘代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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