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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青年阿尔弗雷多的中国之行，收

获满满。交到很多新朋友，解锁了不少高

难度的舞狮动作，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

的万千气象。他的故事，是秘中两国人民

友好交流的缩影，也见证了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中秘友好，源远流长。早在 400 多年

前，中秘就开辟了海上航路，两国人民跨

越太平洋展开交往，结下了深厚友谊。秘

鲁是华人最早到达和聚居人数最多的拉

美国家之一，秘鲁社会对华人和中华文化

评价颇高。如今，秘鲁已成为吸引中国投

资最多的拉美国家之一，多家中国企业在

秘鲁投资兴业，为当地创造了大量就业岗

位。不论是短暂的相逢还是长久的相处，

两国人民坦诚相待、互利共赢，留下一段

段佳话。

醒狮跨越山海，承载着不同语言、不同

肤色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近年来，

舞狮、舞龙、划龙舟、武术等国际交流蓬勃

开展，以其独特魅力积累了大量外国粉丝。

参与其中，人们增强体质、磨炼意志，更领

悟到拼搏、团结的美好品质。在交流互动

中，人们的心贴得更近了，感情更浓了。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期待更多

外国朋友来中国走走看看，相信他们一定

会像阿尔弗雷多一样感叹“不虚此行”。

跨越山海  民心相通
巩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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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进行的一场国际足球比赛中，

主裁判判定防守球员在禁区内手球并罚点

球。然而在观众眼中，足球的轨迹并没有

改变，且经高速摄像机回看，也看不到防守

球员的犯规行为。那么，主裁判的依据是

什么？

这一判罚离不开“互联智能足球”技术

的运用。技术分析画面显示，足球内置的

高科技传感器发生了波形振动，确认防守

球员手部触球。

“互联智能足球”技术通常用于辅助视

频助理裁判（VAR）进行决策，当发生争议

时，足球内置的智能设备能够“告知”外界

实际情况，提升了判罚的透明度和准确性。

据了解，不少国际足球赛事所用的高

科技球内胆来自江苏淮安的顶碁运动用品

有限公司。作为一家专门生产足球、排球、

篮球、橄榄球等球类内胆的加工贸易企业，

该公司自 2022 年开始在行业内率先使用内

置芯片。

“我们在球体中央搭建了一个稳定的

悬挂系统，内置一枚传感器，植入芯片。传

感器要十分稳固，确保在高速运动中也能

准确捕捉数据。”顶碁运动用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周宏达说。

在足球里安装芯片，听起来简单，但实

现难度不小。芯片需要垂悬于球体正中

央，不能偏移球体物理重心；安装传感器

后，足球的总重量不能超过国际足联官方

标准；足球发生猛烈碰撞后，芯片还要正常

工作……周宏达介绍，企业花了 3 年时间反

复钻研，最终攻克技术难关。

如今，“互联智能足球”技术应用于越

来越多的国际足球赛事中。“欧洲杯等赛事

相继举办，带动了球类产品出口。今年前

九月，公司已经出口了 600 多万个赛事用球

及训练用球。”周宏达说。

越来越智能的足球，助力赛场竞逐更

加精彩。“‘互联智能足球’相当于收集数

据的终端，配合运动员穿戴的运动设备，

可以采集到丰富的运动数据。”中国科学

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蒲志强介绍，该所

研发了足球比赛智能分析系统，可应用于

传 球 概 率 预 测 、无 球 跑 动 分 析 等 多 个

场景。

目前，浙江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等赛

事已开始采用足球比赛智能分析系统，以

可量化、更科学的方式助力提升球员表现，

辅助教练布置比赛技战术。

江苏淮安一家运动用品公司新产品受追捧

当足球内胆植入芯片
本报记者   白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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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在 2024 世界斯诺克国际锦

标赛决赛中，37 岁的中国球员丁俊晖以 10∶7
战胜英格兰球员韦克林，夺得个人第十五个

排名赛冠军。这是丁俊晖在 2019 年英锦赛

夺冠后赢下的首个排名赛冠军。这一刻，他

等待了 4 年 11 个月。

“我挺过来了，球迷也挺过来了。”赛后他

长舒了一口气。

从 漫 长 的 低 谷 期 中 走 出 ，需 要 怎 样 的

信念？

“我对冠军的渴望始终如一。”丁俊晖表

示，在状态不佳的日子里，他从未放弃过努

力，但也颇为无奈，“这几年我一直没有稳定

的发挥，总是在赛事前几轮遭遇淘汰；即使闯

进决赛，好势头也难以延续。”

“对每一个职业球员来说，输球都是艰难

时刻。”丁俊晖坦言，不断失误、输球，不断打

击着他的信心。

英锦赛是斯诺克“三大赛”之一，丁俊晖

曾在这一顶尖赛事中 3 次夺冠。2022 年和 2023 年，他两次晋级英锦

赛决赛，却先后负于北爱尔兰球员马克·艾伦和英格兰名将奥沙利

文，屈居亚军。今年 1 月，斯诺克大师赛首轮，丁俊晖在对阵奥沙利

文的比赛中打出一杆 147 分满分杆，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七个满分

杆。他上一次打出满分杆还是在 2016 年 2 月的威尔士公开赛中。今

年 3 月，他在斯诺克世界公开赛闯入决赛，但负于英格兰名将特鲁姆

普，获得亚军。

其实，在 2019 年夺得英锦赛冠军前，丁俊晖也有过长达两年半

的冠军荒。他已经习惯在质疑声中保持初心，在球房里默默训练，悉

心打磨技术和心态。

斯诺克是一种极为精密的运动，任何细节不到位，都会导致偏

差。为找回状态，丁俊晖将年轻时的比赛视频翻录下来，反复观看，

“我希望找回以前的手感。”

本次国锦赛，丁俊晖状态出色，前四轮均轻松过关。1/4 决赛战

胜世界排名第二的英格兰球员凯伦·威尔逊，极大地提振了他的信

心。半决赛战胜中国球员徐思，丁俊晖表现得韧性十足。决赛中，他

一度以 1∶4 落后，但他及时调整，最终打出 8 杆单杆 50 分以上，以 10∶7
战胜对手，捧起冠军奖杯。颁奖仪式上，丁俊晖与家人温馨合影，这

也是他的两个孩子第一次在现场目睹丁俊晖夺冠。

“我以前常常因为失误而自责，陷入情绪的泥沼。”丁俊晖性格内

敛，对自己要求极高。如今，他慢慢学会与自己和解，“我学着忘记失

误的这一杆，将专注力放在下一杆上。”

“喜欢解谜题”是丁俊晖爱上斯诺克的原因，“如果能处理好复杂

球形，甚至一杆清台，会很有成就感。”他在这项运动中感受人生百

味，每当走到球桌边，都感到开心和满足。

2005 年，18 岁的丁俊晖在中国公开赛持外卡参赛并夺冠，激励

了很多少年走上斯诺克职业道路。19 年过去了，37 岁的丁俊晖依然

对年轻球员有一份责任和关爱。

2020 年，他在英国谢菲尔德成立了丁俊晖斯诺克学院，“我希望

给他们提供良好的训练环境，不仅有高标准的设施，还要有高质量的

对抗。”他希望把经验传授给更多年轻球员，帮助他们少走弯路。

11 月 10 日，国锦赛夺冠再一次点燃了丁俊晖心中的火焰。世锦

赛冠军的梦想，像灯塔一样引领他继续前行。“我的职业生涯有很多

起落，但我始终享受每一次击球的快乐。”丁俊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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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俊晖在比赛中。

刘建民摄（影像中国）  

花样滑冰大奖赛中国杯将于 11 月下旬在重庆举行，中国花样滑

冰队主力队员目前正在北京训练备赛。中国花样滑冰队领队姚佳介

绍，本赛季是 2026 年米兰冬奥会前的最后一个完整赛季，中国队的

主要目标是拿到世锦赛各单项最低技术分，确保明年世锦赛席位，争

取米兰冬奥会的参赛资格。

女单项目上，中国队目前只有安香怡一人达标，她在训练中着重

打磨节目，力争在比赛中有出色发挥。随着老队员在北京冬奥会后

陆续退役，中国队曾经的优势项目双人滑出现断档。即将开始的中

国杯，中国队两对双人滑组合为王瑀晨/朱磊、杨易溪/邓舜阳，两对

冰舞组合是任俊霏/邢珈宁、肖紫兮/何凌昊。据介绍，两对冰舞组合

此前参加了 3 站 B 级赛，成绩离世锦赛最低技术分还差一点。目前，

两对组合正加紧训练，提升难度，争取在中国杯上有更好表现。

在本赛季青年大奖赛中，中国队已参加 5 站比赛，皆有奖牌入

账。双人滑组合张嘉轩/黄一航在两站青年大奖赛中拿到冠军，目前

已入围总决赛。张轩绮/丰闻强参加了一站青年大奖赛并夺冠。女

单方面，今年 9 月，王一涵在泰国站夺冠，拿到中国队第一枚青年大

奖赛女单金牌。目前她已进入总决赛，为中国女队实现突破。

中国花样滑冰队全力备战中国杯
本报记者   季   芳

本报牡丹江 11月 12日电   （记者郭晓龙）全国冬泳锦标赛近日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行，设置青年组、中年组、老年组等组别，共有

来自 18 个省份的 31 支代表队、近 700 名运动员参加。

比赛水域水温大约 12 摄氏度，体感较冷，但细致的赛事服务、热

情的观众，让参赛选手感到阵阵暖意。上海市民崔雯芸参加了女子

中年组自由泳角逐，“风景秀美、保障团队很专业，大大提高了比赛体

验。”来自吉林省舒兰市的钱富起今年 70 岁，他与多名冬泳爱好者参

加了表演赛，“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明年 2 月在哈尔滨举办，我提

前感受下浓厚的赛事氛围。”

牡丹江市素有“雪城”之称，冬泳运动历史悠久。此次比赛不仅

是竞技的舞台，也展示了当地的冰雪文化。接下来，牡丹江市还将举

办第三届国际冬泳挑战赛，吸引更多游客参与冬季运动，体验冰雪旅

游的乐趣。

全国冬泳锦标赛在牡丹江市举行

“咚咚锵！”随着鼓乐，一头红色醒狮迈

着 轻 盈 的 步 伐 跳 上 板 凳 ，好 奇 地 四 处 张

望。发现生菜，它开心得忽闪眼睛、摇头晃

脑……“板凳狮”套路表演结束，秘鲁青年

阿尔弗雷多从狮身下探出脑袋，大汗淋漓，

却满脸笑容。

在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和广东侨联的协

助下，10 月下旬，阿尔弗雷多等 4 名秘鲁中

华通惠总局醒狮团的青年，不远万里来到

中国，研习舞狮技艺，感受中国万千气象。

“我很小就开始练武
术、学舞狮”

“表演者得把自己的头藏在狮头里，如

何不‘露馅’又能看清路？秘诀就是让视线

与狮子下巴持平……”10 月 25 日，在广州

体育学院，该校龙狮代表队教练、武术学院

副教授陈晓丹细致讲解舞狮技巧。一旁，

该校教师苏翘斌同步翻译，秘鲁学员听得

津津有味。

右手抓杆撑起狮头，左手大拇指和食

指握杆、其余三指控制狮嘴开合，阿尔弗雷

多很快找到了感觉，“把视线往下调整一

点 ，效 果 好 多 了 ，解 决 了 我 以 前 困 惑 的

问题。”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醒狮团是秘鲁规模

最大的醒狮团，目前有 200 多名成员，包括

秘鲁民众和当地华裔，年龄跨度从 9 岁到

55 岁。每逢秘鲁公共庆典、国际文化节等

活动，总能看到醒狮团的活跃身影。秘鲁

是华人最早到达和聚居人数最多的拉美国

家之一，当地民众和华侨华人十分喜爱以

舞龙舞狮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秘

中友好深入人心。

此次中国之行，阿尔弗雷多期待了很

久。他的曾祖父是中国人，远渡重洋到了

秘鲁，也把“乡愁”带到秘鲁。“中华文化深

深地影响着我，我很小就开始练武术、学舞

狮。”终于回到曾祖父常常念叨的故土，他

有种莫名的熟悉感，研学也分外努力。

“他们体力佳、功底好，但动作的力度、

角度稍欠火候。”陈晓丹点评。广州市侨联

为此次研习牵线搭桥，一招一式，一举一

动，陈晓丹耐心地帮助秘鲁学员细抠动作。

“我和搭档在尝试‘站肩’时，常常站不

起来。这是什么原因呢？”阿尔弗雷多有一

肚子问题要问。

“站肩”，需要“狮头”扮演者跳到“狮

尾”扮演者肩膀上，再站起来做动作。陈晓

丹仔细观察，发现了学员问题所在。“作为

‘狮尾’，你要头往后、手向前扶住她的双

脚，稳稳卡住她的双腿。”陈晓丹一边讲解

一边纠正阿尔弗雷多的动作。

“站肩”“三抛狮”“三拜狮”……陈晓

丹带着秘鲁青年们解锁了多个高难度动

作。“没想到我也能做到，回国后我要把新

动 作 教 给 其 他 队 员 ！”阿 尔 弗 雷 多 十 分

兴奋。

“感知中国的当下和
未来”

佛山顺德，杏坛龙潭龙母庙龙狮协会

总教练麦旺涛英语流利，他幽默的讲解常

常逗得秘鲁学员哈哈大笑。

杏 坛 龙 潭 龙 母 庙 龙 狮 协 会 成 立 于

2012 年，已有 80 多名会员，多次在大型舞

狮比赛中获奖。因为创意新颖，他们的表

演在网络上走红，积累了很多粉丝。

“我们慕名而来！”阿尔弗雷多告诉记

者，此前他在社交网站上看过这个协会的

表演，令他大开眼界。这次来中国，自然不

会错过学习交流的机会，“我们之前学的是

传统套路，渴望再酷炫一些！”

麦旺涛介绍，随着越来越多年轻人加

入，舞龙舞狮也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增加了

舞蹈、杂技等新元素。麦旺涛说：“传统文

化也要与时俱进，表现力增强了，才能更吸

引人，醒狮文化才能传得更广、更久。”

阿尔弗雷多感慨，出生于 1997 年的麦

旺涛比秘鲁学员们的年龄都要小，在舞狮

上思路更大胆，风格更符合年轻人审美。

这让阿尔弗雷多重新思考传承与创新的关

系，“或许回到秘鲁后，我也可以在舞狮中

加入一些秘鲁舞蹈元素。”

研习之余，阿尔弗雷多喜欢四处走走

看看。打卡佛山祖庙，建筑巧夺天工，古香

古色，仿佛置身于民间艺术博物馆；游览顺

德水乡，碧波荡漾，石板古道纵横，感受中

国人的诗情画意。10 多天的佛山之旅，阿

尔弗雷多收获颇丰，“我的眼睛忙不过来

了，我的头脑收到很多信息。”他笑着说，

“不虚此行！”

“这 4 名年轻人都是第一次来中国，这

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带队来华的秘鲁中华

通惠总局理事邓振棠认为，“他们不仅要了

解 中 华 文 化 ，更 要 感 知 中 国 的 当 下 和

未来。”

“中国既有现代化的发展，也有博大精

深的传统文化。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这很神奇。”阿尔弗雷多说。

在逛街时，阿尔弗雷多看中了漂亮的

手工定制狮头，4 名秘鲁青年一人购买了

一个。他们期待回国后，为秘鲁观众献上

耳目一新的醒狮表演。

“跨越半个地球去追寻
一份热爱”

在洪亮的锣鼓声中，三头活灵活现的

“小狮子”从后台跳出。在秘鲁首都利马举

办的中秘文化交流活动现场，中秘舞狮者

绕场一周，不时与嘉宾互动，点燃了现场

氛围。

华 人 移 民 秘 鲁 已 有 170 多 年 历 史 。

1886 年，清政府驻秘鲁公使郑藻如奉旨成

立秘鲁中华通惠总局。所谓“通惠”即“通

商惠工”，意在团结在秘侨胞，维护华人权

益。中国侨民世世代代勤奋友好，得到秘

鲁社会高度认可，秘鲁民众亲切地称中国

人为“老乡”。1988 年，通惠总局成立醒狮

团，希望以中华传统文化团结旅居秘鲁的

华 侨 华 人 ，也 为 当 地 多 元 文 化 增 添 了 新

色彩。

如今，舞龙舞狮已融入秘鲁社会。每

年中国春节，醒狮团都会在唐人街游行表

演，喜庆的锣鼓振奋人心，龙狮献瑞带来欢

乐祥和。秘鲁民众走上街头，手持他们称

为“中国竹子”的转运竹，簇拥在龙狮周围，

争相看一看、摸一摸，希望沾上喜气与幸运

——这已成为秘鲁一大民俗。在秘鲁人的

婚礼上，舞狮已成为一种时尚。

醒狮舞动，民心相通。蔡宇洪出生于

秘鲁，父亲是广东台山人，母亲是秘鲁人。

1991 年，15 岁的蔡宇洪加入醒狮团，2004
年成为醒狮团教练，曾于 2007 年受侨社选

派赴中国进行舞龙舞狮培训。“我们跨越半

个地球去追寻一份热爱，留下很多美好回

忆。”蔡宇洪说，“毛茸茸、金灿灿的醒狮，丰

富 了 我 们 的 生 活 ，我 身 边 很 多 人 都 很 感

兴趣。”

“醒狮历史悠久，蕴含着勇气、力量和

好运。”邓振棠说，“舞狮既寄托着海外游子

的 乡 愁 ，也 促 进 了 拉 中 人 民 的 友 谊 和 团

结。”他介绍，如今，在秘鲁华人聚居的大城

市都成立了醒狮团，越来越多秘鲁人喜欢

上了“眼睛扑闪”的中华醒狮。

文体交流折射中拉友谊

爱舞狮的秘鲁青年
本报记者   王云娜   颜   欢   谢佳宁

图①：麦旺涛（前）指导秘鲁青年舞狮，

左一为阿尔弗雷多。

图②：秘鲁中华通惠总局醒狮团在当

地进行舞狮表演，吸引了很多观众。

以上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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