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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手记

“华人节”是法定节日

作为第二代华裔，甘林早在 1995 年就到访中
国，对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很小的时候，我
就知道我的祖籍在中国”。自 2007 年起，甘林定期
回到自己的祖籍地——广东省中山市看望亲戚。甘
林说，每一次探访都会让他对中国增添一份亲近感。

像甘林一样的华裔在巴拿马有不少。据统计，
巴拿马 400 多万人口中，华人占 5%，约有 15 万人；
而具有华人血统者至少占人口总数的 10%，其中九
成以上祖籍广东，活跃在各行各业。庞大的华裔群
体在巴拿马留下了诸多中华文化印记。甘林介绍，

粤菜在巴拿马家喻户晓、人气颇高，“巴拿马的中
餐馆和本地餐馆数量几乎一样多”；春节是巴拿马
人最喜爱的中国节日，会举行传统的舞龙舞狮表
演；此外，许多巴拿马人依然保留过端午节的习
俗，会举行龙舟比赛，甚至在当地还发展出了职业
龙舟队。

中巴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已经延续了 160 多
年。160 多年前，首批华人抵达巴拿马，同巴拿马
人一同为了幸福生活而奋斗。甘林说，多年来，
华侨华人为巴拿马的发展建设贡献很大，为此，
巴拿马政府于 2004 年正式将每年的 3 月 30 日设立
为“华人节”，“它是我们的法定节日”。2016 年，
巴拿马政府还专门成立了国家中华民族委员会。
甘林自豪地说：“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有没有这样的
委员会，但巴拿马有。”

“想把中国新款手机带回国”

甘林一直对中国发展保持高度关注，他回忆，
五六十年前，中国人期望能够拥有一辆自行车或是
收音机，出行坐普通火车；今天，几乎家家户户都
有了智能电视，大家都能用上智能手机，出行会选
择高铁。“这些都是中国巨变的明证。”甘林感叹，
想把中国制造的最新款手机带回巴拿马。他拿出自
己的手机说：“大家都喜欢中国手机，我用的是华为
手机。”

甘林表示，用几十年的时间飞速发展，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已全面消除绝对贫困、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整个过
程令人敬佩”。

在甘林看来，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的。100年前，一群意志坚定的热
血男儿，凭借巨大勇气成立了一个百年大党。“这样
一颗小小的种子，如今在中国大地上竟发展出了
9500多万名党员。”甘林表示，包括巴拿马在内的世
界各国都高度关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巴拿马执
政党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亲密关系，两党之间互动

频繁，在防疫期间也并未中断，这对巴拿马来说是
一大幸事。

把巴拿马食品送上中国餐桌

近年来，巴拿马经济发展迅速，是众多投资者
眼中的“黄金热土”。目前，包括华为、阿里巴
巴、京东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正加速在巴布局。

“我们期待不断深化对华合作，巴拿马欢迎所有来
巴投资的中国企业。”甘林表示，巴拿马基于自身
地理优势，力求将自身打造为世界级物流中心，而
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为促进全球互联互通发展作出
了示范，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则为巴拿马人民带来便
捷的购物体验。

与此同时，甘林也希望能将更多巴拿马食品送
上中国人的餐桌。“巧克力、水果、禽肉、海产品、朗姆
酒……我们将竭尽全力帮助那些对巴拿马商品感兴
趣的中国进口商。”甘林说，巴拿马高度赞赏中国政
府为巴拿马商品清关提供的种种便利，巴中双方都
期待进一步加强经贸合作，“期待能在进博会上向中
国展示丰富多彩的巴拿马产品。”

中巴两国政府及人民强烈的经贸合作意愿，离
不开两国迅速升温的外交关系。自 2017 年 6月建交
以来，中巴关系起步强劲，各领域合作如雨后春笋
般破土而出、茁壮成长，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利益。巴拿马成为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
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古老东
方的丝绸之路与现代西方的跨洋运河实现无缝衔
接，“一带一路”为中巴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甘林表示，巴中关系正常化极大促进了两国政
府及人民之间的互信，也提高了两国加强合作的信
心。4 年来，两国至少签署了 60 项合作协议，在贸
易投资、电子商务、服务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经
贸展会、海事运输、文教旅游等多领域合作加速推
进，两国互利合作进入新阶段。甘林期待，未来，
巴拿马经济恢复需要强大的推动力，“我们认为，中
国将在这方面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

“粤菜在巴拿马家喻户晓”
——访巴拿马驻华大使甘林

海外网 任天择

作为一位华裔后代，巴拿马驻华大使甘林已数不清自

己来到中国多少次。在数十年对中国的深度观察中，他看

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变。近日，甘林在接受人民日

报海外网采访时表示：“中国取得的一切成就只有在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

巴拿马位于中美洲地峡，将
现代化的都市、历史悠久的古迹
与原生态的丛林海洋融为一体，
称得上太平洋与大西洋交汇处的
一颗明珠。

来到巴拿马，不看巴拿马运
河是一大遗憾。举世闻名的巴拿
马运河全长80余公里，北起加勒
比海的科隆，南至巴拿马城，贯
穿美洲大陆最窄之处，连接太平
洋和大西洋，被誉为“世界的桥
梁”、“地球的心脏”。游客游览运
河有很多选择，比如运河南北两
端的船闸——太平洋一侧的望花
船闸和大西洋一侧的清水船闸都
对外开放参观。望花船闸还建有
一座运河博物馆，其中可以参观
关于运河开挖、船闸运行、运河边
生态环境等丰富的史料与实物展
品。运河中段巨大的人工湖——
加通湖可以提供游船服务，游客
乘船不仅可以目睹万吨巨轮浩荡
而过，还可以登陆湖中遍布的小
岛，邂逅鳄鱼、猴子、树懒等野
生动物。如果想纵览巴拿马运河
的十二时辰，还可以入住运河畔
的酒店。入夜时分，在河畔酒店
眺望运河上船只灯火通明、倒影
摇曳，与满天星辰遥相呼应，美
不胜收。

作为巴拿马的首都，巴拿马
城面向太平洋，背靠安康山谷，
巴拿马运河从城市边缘缓缓流
过，是一座临海靠山、风景如画的海口城市。被誉为

“世界上最长公路”的泛美公路横穿这座城市，由此
连接起南北美大陆，好似在巴拿马城上画了一个

“十”字，巴拿马城也因此被称为“世界十字路口”。
整座巴拿马城可以分为古城、旧城和新城三部

分，分别反映三个时代不同的特色。新城居于中部，
古城与旧城分列东西两边。16世纪时，巴拿马古城被
海盗摩根船长攻占并洗劫，最后付之一炬。如今这里
除了残垣断壁，还有一座古城博物馆。巴拿马旧城兴
建于1673年，现在依旧维持着浓郁的西班牙风情，两
三层高的红瓦顶小楼上，宽大的阳台装饰着雕花栏
杆。石块铺就的街道通向海边，临海一圈厚重高大的
石墙曾经是抵御海盗侵袭的屏障，现在石墙的顶部已
被修整为散步道。

巴拿马新城以西班牙大道为主轴，宽阔的街道两
旁摩天大楼鳞次栉比。特别是西班牙大道的银行区一
带，来自美洲、欧洲、亚洲各国的众多银行在此落
户。得益于开放的金融体系和在外汇、税收等方面的
优惠政策，巴拿马发展成为重要的区域金融中心。

除首都外，巴拿马还有许多风光旖旎的自然景
点。距离巴拿马城50多公里珍珠群岛，因盛产珍珠而
得名。群岛最热门的观光项目是从孔塔多拉岛乘快艇
至海中寻踪海豚与鲸鱼。由于座头鲸会在这片海域诞
育后代，人们可以近距离接触这群性情温驯的庞然大
物。看座头鲸在水中翻滚，露出白色肚皮，用巨型尾
鳍拍打水面，掀起浪花，让游人感叹自然万物的和谐
之美。

奇里基海湾位于巴拿马的太平洋沿岸，从哥斯达
黎加的边界一直向西延伸到了阿苏埃罗半岛东部。奇
里基海湾有巴拿马最大的珊瑚礁和中美洲最广袤的红
树林，巴拿马最大的岛屿柯义巴也在此。这个仍维持
原始风貌的海湾，可谓冲浪和潜水的绝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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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马因一条运河闻
名于世，被誉为“世界桥
梁”的巴拿马运河见证了
国际贸易的发展变化。怀
着对世界航运要道和加勒
比文化的想象，“我在中国
当大使”栏目组走进巴拿
马驻华大使馆。

在巴拿马咖啡的醇香
中，巴拿马驻华大使甘林
谈 起 了 与 中 国 的 不 解 之
缘。“我是华裔二代，我
来中国的次数已经数不清
了。”原来，大使与中国
血脉相连。他的父亲年轻
时远渡重洋，从广东中山
的小村庄来到加勒比海岸
的巴拿马，并在此扎根。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的
根在中国，但是没亲身前
往，总觉得缺少一些具体
认知。”大使借赴华工作的
机会“回乡省亲”，在广东
省政府的帮助下成功找到
亲人及祖屋。谈起寻亲经
历，大使表示，他在家乡
找到了不少亲人，其中就
有已是耄耋之年的姐姐，
与姐姐的合照一直珍藏在
大使手机里。大使说：“后
来我又多次前往广东中山
祭祖。自从找到了我的族
人，我同中国的关系好像
更亲密了。”

大 使 本 人 的 “ 寻 根 ”
经历是中巴友好交往的一

个缩影。事实上，中巴两国人文交流不止于此。
谈起巴拿马的中国元素，大使如数家珍。无论是
中药、茶叶，还是面条、炒饭，中国特产与美食
在巴拿马可谓应有尽有。随着城市的发展，巴拿
马首都巴拿马城不断开辟新的中国产品售卖中
心。华人在店铺附近聚居，形成一定规模的华人
社区。与其他国家相比，巴拿马华人在这里完美
融入，被当地人亲切称为“乡亲”。大使称，复兴

“中国城”是巴拿马城复兴计划的一部分，政府希
望将“中国城”打造成一个中华文化景点，从而
吸引更多游客。

采访过程中，大使兴致高，不停地展示巴拿
马当地特产与风光海报，还邀请大家有机会去巴
拿马“走一走、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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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拉 （Mola） ”是巴拿马原住民的一种传统手
工纺织艺术形式。复杂的“镂空缝”技法将层层重叠
的布料缝制在一起，醒目的彩色几何图案绘制出原住
民聚居地常见的动植物形象或神话场景，成品服饰极
富观赏价值与收藏价值。莫拉令人称赞的原因不仅是
精细复杂的工艺，更在于刺绣图案的内在含义及其背
后手工艺人无限的创造力。享誉国际的莫拉被巴拿马
人视作超越语言的文化艺术品。

传统绣花长裙“波耶拉 （pollera） ”是巴拿马人
引以为傲的传统民间艺术品。这种服饰最初是西班牙
人到达巴拿马时留下的产物，原始布料也来自欧洲。
如今，巴拿马人已改良出不同以往的制作技巧，同时

使用了创新性材料，甚至还会按客人的喜好进行单独
设计。独一无二、纯手工缝制的波耶拉已经成为了巴
拿马民族服装的典型。

始于 2003 年的“千姿百态波耶拉”大游行，是
游客了解波耶拉工艺的一个窗口。每逢游行，当地妇
女身着白底红线刺绣的波耶拉热情歌舞，展现出蕴藏
在波耶拉这种服饰艺术里最重要的东西——女性的生
命力和创造力。当然，流传于巴拿马原住民中的波耶
拉设计工艺也并非女子专利，有些男性甚至全家人都
从事波耶拉手工艺制作，从衬衣、裙子、衬裙到扇子
和披肩，乃至发簪和头饰，男女老少一家人刚好形成
一条“波耶拉生产线”。 （巴拿马驻华大使馆供稿）

千姿百态的传统服饰

巴拿马驻华大使甘林。 海外网 谢 明摄

巴拿马海岛风景。 巴拿马驻华大使馆供图巴拿马海岛风景。 巴拿马驻华大使馆供图

巴拿马传统绣花长裙“波耶拉”。 巴拿马驻华大使馆供图巴拿马传统绣花长裙“波耶拉”。 巴拿马驻华大使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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