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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
心相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
设的重要内容，也是“一带一路”建
设的人文基础。从孔子学院和孔子课
堂带动“中文热”“中国文化热”，到
鲁班工坊帮助共建国家的年轻人掌握
职业技能；从开展联合考古项目，到
举办艺术节，发起成立丝绸之路国际
剧院、图书馆、美术馆等联盟……
10年来，中国同共建国家广泛开展
文化教育领域合作，不断加强人民友
好往来，持续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

文化交流，架起民心相通的桥梁
本报记者 孙广勇 邹 松 沈小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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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记者林子涵）第三届“一带
一路”音乐教育联盟大会日前在中央音
乐学院举行。本届联盟大会主题为“传
承优秀丝路文化 构建多彩现代文明”。
来自“一带一路”30 个共建国家和地区
的音乐艺术院校的领导者、学者、演
奏家等参与大会。大会分为“院长论
坛”“‘一带一路’音乐艺术展演”和“音
乐学术研讨会和工作坊”“赴云南采风”

“丝路青年创作研讨会和音乐会”等5个
板块的文化活动。

2017 年，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一
带一路”音乐教育联盟。该联盟被列
入 2017 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成果清单。截至目前，联盟院校
成员已达到 61个，包括 37所境外院校
和24所境内院校。

第三届“一带一路”音乐教育联盟
大会是“从‘高原’走向‘高峰’——中央
音乐学院 10·15 艺术节”的开幕式。该

艺术节于 10 月 15 日—10 月 30 日在北
京、延安、昆明、厦门多地同时举行。“一
带一路”音乐教育联盟大会之外，艺术
节还将开展第二届世界音乐人工智能
大会、厦门钢琴艺术节、全球视野下的
中国音乐当代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全
国乡村音乐教师培训计划以及“到祖国
需要的地方去——全国高校志愿服务
培训营”等系列活动。

艺术节将以第二届世界音乐人工
智能大会为闭幕式。第二届世界音乐
人工智能大会由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
人工智能学会联合主办，主题是“音
乐与脑科学”，主旨是致力于推动音乐
人工智能“产、学、研、用”的发展
与国际合作。大会将汇聚全球音乐人
工智能、音乐与脑科学、音乐治疗等
领域具有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共同探
究未来音乐世界，分享前沿技术与产
业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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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一带一路”音乐教育联盟大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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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友好农冰村小学——

“家长们争相把孩
子送来学习”

从老挝首都万象市中心向东北
驱车半小时，就来到位于占塔布里
县的中老友好农冰村小学。校园里
一片欢声笑语，身着洁白校服、戴
着红领巾的学生们正在操场上玩
耍。几名学生跑到记者身边，热情
地用中文说“你好”“欢迎”……
中老友好农冰村小学是中老友好示
范项目，由中国援建并连续派遣志
愿教师开展教学、提供教育教学物
资。目前，学校共有8个班级，约
270名学生。

“新教学楼教室宽敞明亮、干
净整洁，黑板、课桌椅、电扇等一
应俱全。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吸引
了许多学生，家长也因此更加重视
子女的教育。”中老友好农冰村小
学校长潘通告诉记者，在中国的帮
助下，中老友好农冰村小学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已经成为
占塔布里县最好的学校，还评上了
老挝省级优秀学校。附近村子的家
长们争相把孩子送来学习。”

在二楼的五年级教室，学生们
正在学习中文。“坐着火车去中
国！”他们用稚嫩的声音高声朗读
着黑板上的汉字，黑板上画的是紧
紧相连的中老两国国旗，以及风驰
电掣的中老铁路列车和铁路沿线的
美丽村庄。目前，来自中国的两名
志愿教师正在这里教授中文。“小
学每个班级都设有中文课程，每个
班一周有两个小时的中文课。”潘
通介绍，学生们很期待上中文课，
下课也围着老师问个不停，平时还
会尝试用中文进行交流。

2021 年 12 月，在中老两国建
交 60 周年之际，中老铁路通车，

中老友好农冰村小学师生代表也坐
上了“澜沧号”动车。“我坐过中老铁
路列车，和家人一起从万象去磨
丁。我们全家都是第一次坐火车，
感觉非常舒适，都特别高兴！”10岁
的学生玛尼叻告诉记者，她长大后
想去北京学习，以后想当老师教小
朋友学习中文，“现在学校更漂亮
了，村子里通了电、铺了路、盖了新
房，生活越来越好。”

吉布提鲁班工坊——

“为亚吉铁路培养
更多合格的技术人才”

在位于吉布提工商学校内的鲁
班工坊，两名铁道工程技术专业学
生正在老师的指导下，一丝不苟地
实践；另一间教室里，铁道交通运
营管理专业学生正在线学习相关内
容……据介绍，吉布提鲁班工坊目
前已招收第二批学员共 31 人，首
批 24 名学员于今年全部毕业，走
上了亚吉铁路的不同工作岗位。

2018年1月，由中企承建的非
洲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亚吉
铁路正式投入商业运营，极大促进
了包括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在内的
非洲之角国家经济发展。为助力吉
布提培养急需的铁路人才，2019
年 3 月，由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
院、天津第一商业学校、吉布提工
商学校和中国土木工程集团有限公
司共同建设的吉布提鲁班工坊正式
揭牌成立。工坊开设了包括铁道工
程技术和铁道交通运营管理在内的
4个专业，填补了吉布提铁道专业
教育的空白。

“特别感谢鲁班工坊让我梦想
成真。”23岁的奥斯曼是吉布提鲁
班工坊的首批学员，已在这里学习
3年并在亚吉铁路站点进行了定岗
实习。他说，鲁班工坊的教学方式

多样，让他学到了实用的现代铁路
技术，“我们在完成基础铁路知识
学习的同时，也以师徒教学的方式
进行岗位实地教学。进入铁路行业
是我的职业梦想，现在我已经迫不
及待地想到工作岗位上去了。”

据介绍，在完成日常教学培训
工作的同时，中方还结合实际需
求，校企联合编制了中英法教材
18本，教学标准18个，制作了198
个微课等，极大丰富了吉布提鲁班
工坊的教学资源。吉方教师也前往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进行为期 4
个月的师资培训，接受理论知识学
习并进行现场实训。“中国高铁的
速度和先进程度令我惊讶，我一定
要把所学带回国，为亚吉铁路培养
更多合格的技术人才。”吉方教师
艾曼兴奋地说。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 10 周年，亚吉铁路也迎来
开通运营 5 周年。吉布提教育部
总督学迈哈迪表示：“吉布提铁路
发展的愿景是成为东非铁路网骨
干。吉布提鲁班工坊极大推动了
当地交通运输业人才的培养，对
吉布提铁路建设及工业发展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埃联合考古——

“在学习借鉴中拉
近彼此距离”

在位于埃及卢克索孟图神庙遗
址旁的办公室里，中埃联合考古队
队员艾哈迈德正埋头工作。他左手
轻握住一块细长的青铜文物，右手
拿起小型打磨机，一丝不苟地对文
物表面的锈蚀、土垢等进行清理。

有着 3000 多年历史的孟图神
庙遗址坐落于埃及南部古城卢克
索北部，是卡尔纳克神庙建筑群
的一部分。2018 年，首个中埃联

合考古项目——中埃卢克索孟图
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在孟图神庙遗
址启动。经过 5 年的努力，双方
合作成就显著。

截至目前，联合考古队不仅已
成功发掘第二座奥西里斯小神殿的
柱厅，较完整地复原出第二座小神
殿的布局，还首次还原出第三座小
神殿的整体轮廓，并参考早期的记
录完善了对第三座小神殿平面布局
的研究。此外，为了解整个神庙建
筑的形成过程，考古队对孟图神庙
和玛阿特神庙的相连区域进行了解
剖式发掘，初步了解了这一地区古
埃及人生活方式的特征和演变。

在工作中，中埃双方学者不断
加深了解，结下深厚友谊。埃方同
事为中方队员讲授基础阿拉伯语，
中方队员也教会了埃方同事一些中
文日常用语，双方还时常交流各自
的传统文化习俗。艾哈迈德表示，
和中国考古队的合作使他加深了对
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拓展了对考
古工作和文化研究的眼界。

“中国团队拥有高超的专业素
养和先进的技术，为联合考古工
作提供了有力保障。”中埃联合考
古项目埃方领队、卡尔纳克神庙
区负责人萨基尔表示，中埃两国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
开展联合考古工作，不仅有助于
推动埃及相关历史文化在中国的
传播，也将对研究人类文明史产
生重要影响。中方执行领队、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贾笑冰表示，互相了解、互相尊
重、求同存异、加深友谊是双方
合作的基本方针，“中埃团队在学
习借鉴中拉近彼此距离，共同推
动两国人文交流不断深入发展。”

上图：吉布提鲁班工坊的学生
在中方教师指导下学习机车驾驶。

艾瑞斯摄

在北京宾大沃顿中国中心正在展出的“中国
建造：现代建筑百年对话”展览中，一块长达 15
英尺的展板引人瞩目。该中心执行主任何育萍介
绍说，展板上的照片，是1918年至1941年的23年
间，就读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学专业的 23
名中国毕业生。他们当中唯一的女性是林徽因。

展览由宾夕法尼亚大学韦茨曼设计学院 （前
身是林徽因就读的美术学院） 副教授林中杰、东
南大学教授童明、同济大学教授李翔宁花费1年时
间共同策划。展览首站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开幕。
参观展览时，韦茨曼设计学院院长弗里茨·斯坦纳
萌生了为林徽因补发学位的想法。

林徽因和梁思成 1924年秋入读宾夕法尼亚大
学，计划进入建筑系。然而，由于课程有为男性
模特写生的美术课和教授现场施工技术的建造课
等，当时的宾大建筑系不招收女生，美术学院是
林徽因当时唯一的选择。

林徽因以顽强的毅力，用了不到3年时间，不但
读完必修的美术学院课程，同时修读了所有建筑设
计课，学习了设计理论、绘画和建筑史，还担任了建
筑设计课程的助教。她的学业表现优于多数男生，在
她的成绩单上，多门课程获得“卓越”（Distinguished）
等级的评分。当年的美术学院院长在给她的推荐信
中写道：“林徽因在学业追求上极度认真，成绩优异。
她每年学习的科目数量比一般学生多。由于成绩好、
功底深，她被选为兼职的学生指导教师。”

“当时她没有被授予学位的原因很清楚，就是
她的女性身份。这是历史遗留错误，是时候纠正
它了。”弗里茨·斯坦纳说。

为已去世的毕业生追授学位，整个宾大鲜有
先例。林中杰介绍，整个过程需要一系列严格繁
复的评估和批复手续。韦茨曼设计学院根据学校
相关法规一步步摸索，由学院院长组织几位相关
教授、建筑档案馆馆长、媒体主管、发展部主管
等一道，整理出一份 38页的申请文件，包括林徽
因生平、贡献、在校成绩单等，并找出3位优秀毕
业生：与她同年级的梁思成、童寯，和比她早两
届的、日后被誉为“建筑界诗哲”的路易斯·康的
成绩单，与林徽因的作对比，证明了林徽因成绩
优秀。再加上一篇研究论文作佐证。这份沉甸甸
的申请获得学校原则上批准后，学院与林徽因后
人联络沟通，得到她们的大力支持。

今年夏天，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作为家属代表应邀前往美国宾
大，与校方座谈交流。“整个过程中，能感受到学校教师和管理部门
对追授林徽因建筑学位一事高度认可并充满热情，这令我们非常感
佩！”回到北京后，于葵即向母亲梁再冰介绍了她的宾大之行。

听闻宾大拟为林徽因颁发建筑学位证书，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表
示惊喜。“母亲百年之后能够获颁学位，这让我想起她当年选择这个专
业的勇敢与坚定。”梁再冰说，“母亲少年伊始就立志成为建筑师，她与
父亲梁思成一起爱上并选择了建筑学专业，从此一生忠于自己的选
择，为此不怕困难、不惜牺牲。母亲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她是一位出色
的建筑学家。即使是在战争中最艰难的岁月，我也听到卧病在床的母
亲一遍又一遍地对父亲梁思成说‘不要放弃我们的研究！’”

日前，韦茨曼设计学院官网宣布，将于2024年5月18日举行的
学院毕业典礼上，向在该校就读过的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林徽因颁发
迟到的建筑学学士学位。

“我们相信，以林徽因为榜样，会为学校打开一扇女性全面进入建
筑系学习的大门。”宾大档案馆长惠特克说，“林徽因在追求自己的艺术
理想时勇敢无畏，她积极与世界交流的态度值得尊重。”

斯坦纳表示：“我们今天做这些，不仅是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女
性建筑师先驱，铭记她百年前的奋斗与成就，更是鼓励今天的学
子，传承前辈追求理想和关注公共事务的可贵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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