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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孕育了卡拉尔、查文、奇穆、印加等

古老文明，这里的人民亲切地称呼中国人为

‘老乡’，这里的国会通过决议将每年 2 月 1 日

确定为‘秘中友谊日’，这里的中餐馆叫做

‘吃饭’。每次来到秘鲁，我都深深感受到

秘鲁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当地时

间 11 月 14 日，在赴利马对秘鲁进行国事访

问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秘鲁

人报》发表题为《让中秘友好之船扬帆远航》

的署名文章中这样说。秘鲁是中国在太平

洋对岸的“邻居”，多年来，中秘人文交流精

彩纷呈，双方文化、教育、媒体、智库、妇女、

青年等领域合作全面开花，两国人民的情

感纽带不断拉紧，为两国关系发展厚植民

意基础。

“ 培 育 友 好 交 往 的
新生力量”

“如果有机会见到习主席，我想让他看看

我的二胡拉得怎么样。中国有很多很好听的

乐曲，借助二胡的演奏，我希望能把自己最好

的表演能力展现出来，给习主席的秘鲁之行

留下一个小小的美好回忆。”秘鲁首都利马的

若望二十三世秘中学校（以下简称“秘中学

校”）民乐团成员、13岁的费尔南达说。

秘中学校创办于 1962 年，是秘鲁和南

美洲有代表性的华文学校之一，多年来为

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秘友谊作出了积极

贡献。 2016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赴秘鲁出

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四次领导人非正式

会议并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

夫人彭丽媛在利马参观该校，向校方转交

了乐器、文具、体育用品等中方捐赠的物品

清单，其中的乐器就包括一批二胡。

收到中方捐赠的物品后，校长珍妮弗·

帕扬萌发了组建民乐团、开设二胡课程的想

法，她认为“这将为孩子们打开新世界的大

门”。消息传出，学生们报名踊跃，既有四五

岁的孩童，也有十几岁的青少年，甚至一些

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也时常返校学习二胡。

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选派了多名中国

志愿者到秘鲁授课，指导学生们从零开始

逐步学习，如今秘中学校民乐团的孩子们

已经可以演奏中国名曲《茉莉花》和秘鲁名

曲《山鹰之歌》。

今年 7 月，在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邀请下，

秘中学校师生共计 21 人赴华参加“2024 中

外青年文化交流营”。他们在中国接受专业

演员的二胡演奏指导，还赴中国国家博物馆

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快闪演出。这趟中国之

行给费尔南达留下深刻印象：“我喜欢北京，人

们热情友好，艺术文化氛围浓厚。”

走在秘中学校校园内，孔子雕塑、大红

灯笼等中国文化元素点缀其间。课堂上，幼

童学习中文童谣，高年级学生练习中文日常

对话。近年来，中文教育、中秘文化交流活

动在秘中学校越来越频繁。每年 9 月举行的

“中国文化周”活动声名在外，吸引不少家长

带着孩子参加。2023 年，秘中学校学生尼古

拉斯·圣地亚哥·龙（中文名龙承灿）作为秘

鲁赛区中学生组冠军，赴华参加“汉语桥”全

球总决赛，“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就像梦想

照进现实。”因为祖父是中国人，龙承灿一直

渴望能到中国“寻根”。未来，他计划用比赛

获得的奖学金到中国留学。

早 在 400 多 年 前 ，中 秘 人 民 就 跨 越 大

洋，通过海上丝绸之路拉开了双方交往的

序幕。如今，华人已成为秘鲁多元化社会

的重要组成部分。“秘中学校是两国文化交

流的标志性项目之一，我们深以为荣，并将

致力于做秘中友谊的桥梁。”帕扬表示，希

望更多秘鲁年轻一代通过文化交流项目到

中国参观学习，“秘中学校的职责使命就是

更好地联结两国人民和两国文化，培育友

好交往的新生力量。”

“打造推动不同文明
相互欣赏的样板”

2016 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在秘鲁国会

发 表 重 要 演 讲 时 表 示 ：“ 秘 鲁 是 世 界 文 明

古国、印加文明发源地。印加文明博大精

深 、灿 烂 夺 目 ，是 人 类 文 明 史 上 一 颗 璀 璨

的明珠。马丘比丘宏伟建筑、纳斯卡地画

令 人 神 往 ，制 陶 、冶 金 、纺 织 工 艺 先 进 ，文

学、音乐、舞蹈脍炙人口，医药、天文、历法

技 艺 精 湛 ，至 今 依 然 闪 烁 着 人 类 智 慧 的

光芒。”

中 国 和 秘 鲁 同 为 文 明 古 国 ，都 有 着 悠

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

中秘、中拉文明交流互鉴，指出“要加强文

明互鉴，夯实中秘关系民意基础”“让中拉

文明成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相互促进的

典范”。

2014 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拉美期间，提

出举办 2016 年中拉文化交流年倡议，得到

拉美各国政府和人民积极响应。2016 年对

秘鲁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出席

中拉文化交流年闭幕式并赴秘鲁国家考古

人类学历史博物馆参观“天涯若比邻—华夏

瑰宝展”，提出“让文明互鉴成为增进中拉

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

力、推动世界和平的纽带”。

近年来，中秘文化交往更加密切，通过

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将双方文明互鉴

推向新高度。

在秘鲁东南部海拔 3400 米的安第斯山

山谷中，坐落着印加文明的摇篮库斯科古

城。日前，一场别开生面的文明对话在这

里的印加博物馆拉开帷幕。来自四川广汉

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 16
件（套）代表性文物复制品、3D 打印艺术品

以及印加博物馆馆藏的 7 件（套）精美文物，

共同汇聚于“太阳之光：古蜀与印加文明互

鉴展”。

进 入 展 厅 ，三 星 堆 青 铜 纵 目 面 具 与 印

加大型厄普壶遥相呼应，黄金制品、青铜雕

像、玉石器与木制品等古蜀文化代表性器

物，与印加文明的珍贵文物并置展出。观

众可以近距离感受古蜀与印加文明和而不

同、人类文明美美与共的魅力。

印加博物馆馆长莫埃尼尔·茹利尼奥·

萨帕塔表示：“此次展览为库斯科居民打开

了一扇了解中国丰富文化遗产的窗户，这

将有助于进一步加强秘中之间深厚的友谊

与合作关系，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

从 2023 年起，印加博物馆的 80 件藏品

陆续走进西安、成都等地，与中国观众展开

对话。今年 1 月，在中国举办的“印加——

秘鲁安第斯文明特展”上，来自秘鲁西坎文

化的黄金面具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

面具同台展出，各显风采。“古蜀文明与印

加文明的生动对话，打造推动不同文明相

互欣赏的样板，促进秘中人民之间更加紧

密的联系。”萨帕塔说，“我们将致力于让这

种联系不断延续，让文明之光在交流中熠

熠生辉。”

“让更多人了解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

中秘两国人民感情相连、心灵相通，一

段 段 感 人 故 事 镌 刻 在 两 国 友 好 交 往 的 史

册上。

8 年 前 ，习 近 平 主 席 在 秘 鲁 国 会 发 表

重要演讲时曾提及两位秘鲁朋友，其中之

一 便 是 已 故 秘 鲁 作 家 、记 者 安 东 尼 奥·阿

尔塞。“我的父亲是一个简单而谦逊的人。

习 近 平 主 席 肯 定 了 他 多 年 来 为 加 强 秘 中

人民友谊所做的工作，我们全家感到很荣

幸 。 感 谢 中 国 政 府 和 中 国 朋 友 一 直 记 得

他 。”阿 尔 塞 的 长 女 洛 德 斯·费 尔 南 德 斯

表示。

阿尔塞曾在中国生活 48 年，是推动秘

中 建 交 的 一 名 重 要 使 者 。 上 世 纪 60 年 代

起，他多次远赴中国采访报道，著有多部作

品，用近半世纪的亲身经历见证和记录中国

的发展变化。“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我的

父亲一生都致力于向拉美民众展示真实的

中国。”洛德斯说。

洛德斯和妹妹梅梅在中国长大。梅梅

是第一个出生在中国的秘鲁人，但她在几

个月大时不幸罹患败血症。周恩来总理知

道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医学专家对她进

行救治，中国人民解放军迅速组织战士赶

往医院献血。一年后，梅梅康复了。“这段往

事给我们家留下深刻烙印，我们了解中国与

中国人民，并充满感激之情。”洛德斯说，她

的父亲始终为增进秘鲁人民对中国的了解

而不懈努力，他对中国的美好感情也深深

影响了整个家庭。

洛德斯和梅梅从父亲手中接过两国友

好事业的接力棒。洛德斯 2004 年起在中国

媒体担任西班牙语新闻主播。 2018 年，洛

德 斯 被 授 予 中 国 政 府 友 谊 奖 。“ 我 的 理 想

就 是 以 外 国 人 的 视 角 和 语 言 来 讲 述 中 国

的发展故事，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立体、全

面 的 中 国 。”洛 德 斯 说 ，如 今 ，中 国 国 际 影

响 力 与 日 俱 增 ，在 推 动 世 界 和 平 与 发 展 、

促 进 各 国 互 联 互 通 方 面 发 挥 着 重 要 引 领

作用。

“中 国 积 极 同 其 他 国 家 架 起 友 谊 的 桥

梁，携手各国共创美好未来。与中国朋友

赓 续 友 谊 ，也 将 令 秘 鲁 年 轻 一 代 受 益 匪

浅。”洛德斯说，她的儿子何塞在中国长大

并完成学业，也十分喜爱中国文化。“何塞

非常幸运，有机会为拉紧拉美和中国之间

的友谊纽带贡献一份力量。”

今年 5 月，秘鲁国会通过决议，将每年

的 2 月 1 日定为“秘中友谊日”。洛德斯对

两国友好关系的未来充满期待：“相信我们

家与中国人民的美好情谊将如同秘中传统

友谊一样，始终鲜活、代代相传。”

（本报记者宋亦然、颜欢、王远参与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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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鲁 和 中 国 同 为 文 明 古 国 和

文明发源地，都有着悠久历史和灿

烂文化。在跨越太平洋的交流互鉴

中，印加文明和中华文 明 相 遇 、相

知 、相惜 ，秘中两国人民结下世代

传承的深厚情谊。

2016 年秘鲁国家考古人类学历

史博物馆曾举办“天涯若比邻—华夏

瑰宝展”，展览主题点明了秘中两国

跨 越 山 海 的 传 统 友 谊 。 当 时 正 值

习近平主席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出席中拉文化交

流年闭幕式并参观“天涯若比邻—

华夏瑰宝展”。我有幸作为时任博

物 馆 馆 长 接 待 ，近 距 离 感 受 到

习 近 平 主 席 的 领 袖 风 范 和 广 阔 视

野 。 习 近 平 主 席 对 两 国 关 系 未 来

发展愿景的阐述令人振奋，对人类

前 途 命 运 的 深 邃 思 考 和 远 见 卓 识

令人钦佩。时隔 8 年，习近平主席

再次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必将进

一步引领两国友好关系向前发展。

习 近 平 主 席 高 度 重 视 文 化 传

承发展，倡导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为

人类文明进步指引方向。我清晰记

得，在参观展览时，习近平主席对文

物的介绍翔实 、细致又独到，他对

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深入了解

让我深受触动。从习近平主席的

话语中，我深刻体会到秘中双方有

着共同的梦想和追求，两国不仅通

过贸易往来密切，更通过文明交流

紧密相连。

全球文明倡议是解决人类文明面临的共同挑战、拓

展人类文明进步之路的中国方案。这一倡议强调要共同

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

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

文交流合作。秘中、拉中应共同努力，让文明交流互鉴成

为增进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

和平的纽带。

作为一名考古学者，我对中国文化十分着迷。中华

文明灿若星辰，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延续发

展至今的文明。我曾两次访问中国，到北京、西安参观了

故宫、长城和兵马俑等文化名胜。这些实地走访经历令

我印象深刻，也对我的学术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近年

来，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古代天文学，尤其是从天文学角

度研究气候变化对人类文明起源的影响。我对山西省襄

汾县的陶寺遗址尤其感兴趣，它是新石器晚期龙山时代

的大型聚落遗址，这里考古发掘出一处天文观测遗迹，证

明当时已有依靠圭表观测太阳的方法。中国同行对陶寺

遗址的研究成果，为我研究位于秘鲁中北部海岸的长基

罗天文古建遗址群带来诸多启发。这也是秘中文明交流

互鉴的实例。

近年来，秘中文化交流蓬勃发展，双方文博机构合作

密切。“印加——秘鲁安第斯文明特展”走进成都金沙遗

址博物馆，“何以文明·遇见良渚”2024 全球巡展秘鲁特展

走进位于利马的里卡多·帕尔玛大学，“太阳之光：古蜀与

印加文明互鉴展”在位于库斯科的印加博物馆举行。此

外，秘鲁文化部与博物馆多次派技术人员赴华参加文化

遗产保护、文物修复等能力培训，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

各地文物工作者结下友谊。

秘中友谊源远流长，两国人民相互欣赏，价值理念相

通，双方合作大有可为。我相信，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秘鲁

进行国事访问将引领秘中关系、拉中关系迈上新台阶。

（作者为秘鲁考古学家、秘鲁国家考古人类学历史博

物馆前馆长，本报记者王迪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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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中企承建的位于秘鲁

拉利伯塔德大区的哥伦比亚共和国

学校内，学生在上计算机课。

本报记者   王   远摄   
图②：秘鲁库斯科印加博物馆

正在举行的“太阳之光：古蜀与印加

文明互鉴展”。

本报记者   张朋辉摄   
图③：秘中学校的学生进行二

胡演奏。

本报记者   颜   欢摄   
图④：秘中学校的学生进行大

鼓表演。

本报记者   杨   一摄   
图⑤：中企承建的秘鲁拉利伯

塔德学校重建项目是当地重要民生

工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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