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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若望二十三世秘中学校举办“中国文化周”
本报利马电 （记者宋亦然） 日前，秘鲁若望二十三世秘中学校

“中国文化周”活动圆满举行。在闭幕式上，中国驻秘鲁大使馆文化
参赞赵晓鸣与学校校长共同为各年级获奖学生颁发证书和奖品。

闭幕仪式上，学校学生们表演了中国鼓、舞龙、中国舞、武
术，以及中国传统乐器合奏等精彩节目，将为期一周的文化周活动
推向高潮。据悉，该校的“中国文化周”活动每年 9 月举办一次，
目前已坚持几十年。在每年文化周活动期间，学校都会别出心裁地
将课程安排及课程内容与中国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让每门课程融入
独特的中国文化元素。比如，在数学课设立中国珠算比赛，艺术课
教师组织学生绘制图画作品反映其家庭的移民历史过程等。每门课
程都制作独特作品展板，布置在校园内供师生参观评选。此外，学
校还会举办中文歌曲比赛，中国历史、绘画、文学讲座，中国美食
及传统节日展示体验等活动，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充分体会
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为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国友谊作出积极
贡献。

秋日时节，位于福建
省福州市马尾区的中国船
政文化城，深红色建筑迎
来 很 多 游 客 。 历 经 百 年 ，
古港口繁华依旧。

150 多年前，法国人士
曾经参与建设中国福建船
政和福建船政学堂。不久
前，福建船政文化展在法
国巴黎举办，展览照片再现了马尾的船政往事。作为
中法交流的一张亮眼名片，船政承载着中法友好合作
的记忆。从闽江边的泥洼地，到活化利用的文化核心
园区，中国船政文化城续写着中法船政交流合作的
故事。

记忆之地：见证中法两国友谊

行走园区，中法交流的历史印记不时映入眼帘。
轮机厂北侧的红顶白砖五层塔楼，是船政历史上的

第三座钟楼，塔身图案和铁栏杆样式具有西式风格，钟
声曾响彻办公所，提醒着百年前船政工人们每日作息。

轮机车间所在的双层房屋由法国工程师指导组建，
是现存船政工业遗址中最古老的建筑。该建筑采用桁
架结构，红砖墙体，青石压檐，每一块砖石都由海外运
回，搭配落地式玻璃窗，厂房内尽显欧洲近代工业风格。

车间上层为绘事院，负责绘制船身构造图样、机
器图样以及测算、设计。1867 年，由法国工程师负责
组建该院，并培训学生。馆内展示着一幅幅舰船设计
图例，并立体再现当时学徒们识别图纸的场景，密密
麻麻的法文印在泛黄的纸张上，标注船只的各类细节。

船政自创建即重视教育，前学堂 （又称法文学堂）
以法语教授船舶制造，培育工程师等技术人员，法语
在当时成为船政人才必须掌握的外语。

步入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右侧有一台
近 160 年前诞生的法式机械——插床，历经岁月沧桑，
它已经被染上黝黑的底色。插床也叫直刨床，是用于
切削金属配件的机床，为“制器之器”。作为 1867 年
船政首批自法国进口的机械之一，插床于 2019 年重返
博物馆。当时的船政正监督日意格的半身雕塑像收藏
于馆内二楼，为 2014 年法方赠予福州市人民政府的礼
物，以纪念中法友谊。

“这里是法中船政交流的记忆之地。”年逾八旬的

法国学者魏延年长期研究法中交流史尤其是船政史。
他说：“在这里诞生了很多法中交流的佳话：精致的新
式学堂，用法语授课的学校，法国小说 《茶花女》 中
译本在这里完成。船政首任正监督日意格也是法国人，
协助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船政，从法国引入近代机
械和工程人员，老插床便是其中之一。”

人才交流：促进近代涉海教育合作

“船政极大促进了中法友好交流。”福建船政文化
研究院研究员陈悦认为，船政使得近代中国较早看见
平等合作的机会，能够把握规则并学习，和世界友好
交流，“当时中法之间的合作是持续性的，这种合作促
进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法国与近代中国的合作较为深入，船政技术和设
备解决了涉海事业的燃眉之急，人才和教育事业为船
政长远发展提供支撑。1866 年，日意格受雇来华组织
船政建设，开办学校 （包括前学堂、绘事院和艺圃），
培养学生掌握船政基础知识和生产实践要领。对于成
绩优异者，日意格进行分类分级后制成名单，报送给
清廷推荐聘用。同时，他还向船政大臣沈葆桢建议派
遣优秀学生到欧洲深造，认为“这不但对他们个人，
而且对他们的国家都很有益处”。

中法合作伊始，法国政府同意接收一批学生前往
法国学习。首批船政留学生于 1877 年从马尾出发，在
法国接受了全面的造船知识培训。最早的几批公派留
学生结束在法深造后，又义无反顾地重返故土。他们
中有严复、詹天佑、高鲁、魏瀚、罗丰禄、陈季同、
邓世昌、萨镇冰等，这一大批近代科技、军事、外交、
教育及社会科学人才，为当时各领域事业发展作出了
突出贡献。

如今，船政研究者和船政留学生后裔通过收集史
料、捐赠藏品等方式，拼凑中法船政人士交往史。“我

的家乡福州马尾，这里榕树
满城，这里盛产船材、以海
为业……”去年底，全国首
部海洋强国主题的多维体验
剧 《最忆船政》，在昔日的
机修车间内上演。魏延年再
度来华并观看演出。这一
次，他带来了两个喜讯：完
成了日意格日记全文的梳

理，还和中方学者携手完成了对日意格回忆性著作
《福州兵工厂》 的翻译。

“我们准备成立‘日意格之友’民间协会，广泛联
络当年法籍人士后裔和留法学生后裔，传承中法船政
交流史。”船政首批留法毕业生魏瀚的曾孙魏晖，眼下
在福州忙碌协会筹备事宜。

活化利用：传承发展船政文化遗产

“这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曾任福建省船
舶工业集团总经理的谢作民，手指厂区遗址，感触
颇深。

船是船政的灵魂，对原址的保护守住了船政文化
的内核。上世纪 90 年代，彼时江滨大道修建在即，计
划取道脱胎于福州船政的马尾船厂厂区，这不仅影响
生产布局，而且可能对百年遗存造成破坏。经过调整，
大道采用高架桥的方式，从船厂上空通过，最终把对
厂区的影响降到最低。

2016 年，马尾造船厂整体搬迁到福州粗芦岛，船
政原址得以整体活态保护，成为中国船政文化城。如
今，船政文化城东侧施工正酣，一条宽阔的下穿通道
已投入使用，昔日被高架桥分割为东西两部分的园区，
如今重新连为一体。

据陈悦介绍，未来船政文化城将把“船政学”放
在优先位置，以“文”带动“旅”，从车间演绎、互动
体验、文化结合、大学教育等多方面对船政进行活化
利用，通过学术期刊、博物馆、联合展览等方式，在
时空上更广泛地联系其他文化元素。

“中国船政文化城以规划先行，继续以船政遗迹保
护、文化展示为重点，将建设近代工业大博物馆群，
继续讲好中法船政交流合作故事。”福建船政文化管理
委员会主任刘江远说。

（康如诗参与采写）  

    “飞虎队的故事是美中两国人民守
望相助、共护和平的象征”

飞虎队这一名称是怎么来的？“驼峰航线”是如
何开辟的？……此次展览设立“保卫滇缅公路”“挑
战飞行禁区”“两国人民长久友谊”等 5 个板块，通
过图文展品清晰呈现飞虎队和“驼峰航线”由来，
以及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往事。

1941 年，一大批美国青年飞行员在陈纳德将军
的率领下，组成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来华抗击日
本法西斯侵略，中国人民亲切地称这支部队为“飞
虎队”。1942 年，日军占领缅甸，切断了中国最后
一条对外联系的国际通道。飞虎队员冒险开辟了新
的航线——“驼峰航线”，航线穿越喜马拉雅山脉，
飞行难度极大，又有“死亡航线”之称，失事的飞
机甚至形成了一道“铝谷”。

展览当天，参观者不仅有当地政要、专家学者、
侨界人士，还有中学生、大学生，很多美国观众被
飞虎队故事和中美人民因飞虎队结下的友谊深深吸
引。在展览的开头部分，一组黑白照片展现了多名
年轻飞虎队员英姿勃发的精神面貌。许多参观学生
赞叹，“这些飞行员好酷。”

中美人士合作寻找运输机的照片吸引了很多人
驻足。当时，中美飞行员驾驶满载物资的 53 号运输
机，在飞越云南高黎贡山片马垭口时与地面失去联
络。此后经过多次搜寻，该飞机的残骸在上世纪 90
年代被找到。飞机的每一个残片通过人扛马驮运出
深山，并最终得以复原，当地还成立了“驼峰航线”
博物馆。“感谢人们为寻找和挖掘这段珍贵的历史付
出的艰辛努力。”美国高中生杰克·摩尔说，这次展
览不仅让他对飞虎队的历史有了更全面的了解，更
激发了对中美友谊的珍视。

抗战胜利后，中美老兵多次相聚。2015 年是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在昆明，驾驶飞机飞越过“驼峰航线”的中美飞行
员聚在一起。当年的年轻人已经成了耄耋老人，虽
然可能互相不知道姓名，但他们相见时握紧双手，
用流利的英语交流，这个场景的照片和影像感动了
许多观众。

此次展览开幕式上，陈纳德将军外孙女、美国

陈纳德航空军事博物馆馆长内尔·陈纳德·卡洛韦
仔细观看一张张历史照片。她说，飞虎队的故事是
美中两国人民守望相助、共护和平的象征。如果没
有中国百姓的帮助，飞虎队不可能取得那么多显赫
战绩。与中国人民携手作战是击退日军、取得最终
胜利的关键。

“年轻人渴望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

在展览现场，陈列着一张张五颜六色、图文并
茂的手绘卡片。这些卡片传递着中国青少年对飞虎
英雄的敬意，以及传承飞虎队精神的决心。

一张卡片用中英文写着这样一段话：“80 多年
前，美国飞虎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同中国人民并
肩作战，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结下深情厚谊。经
过代代相传，80 多年后，这段情谊历久弥新，依然
铭记在中国和美国人民心中。”

另一张卡片上画了一只威武而可爱的飞虎。在
飞虎的上方写着这样一段话：“飞虎驼峰情，昆明第
二故乡。在这段跨越时空的友谊之路上，我们铭记
你们的英勇与牺牲。飞虎队的传奇，如同昆明上空
的雄鹰，永远翱翔在我们记忆中。感谢你们为和平
所做的一切。”

据组织此次展览的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常务副
会长甘云介绍，随此次展览一起来到美国的 140 张
手绘卡片，由云南昆明、腾冲、祥云、怒江等地中
小学生创作。从飞虎、和平鸽等图案，到苍山洱海、
高黎贡山等风景名胜，孩子们通过图画和文字送出
温暖而真诚的问候。这些卡片被送给了飞虎队老兵
及其后人，以及所有关注和热爱这段历史的人们。

“谢谢！”在展览现场，当地中学生麦克斯·李
收到一份礼物后用中文致谢。这是一张绘有云南风
光、飞虎、和平鸽和中美两国国旗的卡片。他说，
飞虎队的故事令人惊叹，这是美中合作与友谊的象
征，人们应该永远铭记这段历史。

15 岁的伊万·科鲁兹是当地一所中学的学生，
他观看云南学生送给飞虎队老兵的画后十分感慨。
他说，虽然看不懂中文，但是绘画很用心很棒。他
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云南参观飞虎队纪念馆，深入
了解这段历史。

“令我惊讶的是，现场来了许多年轻人，除了学

生，还有家长带着孩子来。”为参观者讲解的甘云原本
以为观展的会是一些上年纪的人，但他发现如今很多
年轻人十分关心这段历史。“年轻人渴望了解当时发
生了什么。比如，在后来的岁月中，中美人民如何对
待飞虎队缔结的友谊，如何传承和发展这段情谊。”

    “从他们为实现持久和平与友谊而
奋斗的精神中得到启发”

时光荏苒，飞虎队的故事被中美两国人民长久
铭记，并激励两国人民续写友好合作的新篇章。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副总领事黄洪江说，飞虎队
精神代表着维护正义、捍卫和平的担当，铭刻着守望相
助、患难与共的珍贵情谊。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
国人民之间一代代传承下去，成为增进两国人民持久
友谊的纽带，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内尔·陈纳德·卡洛韦在发言中谈到，这段友
谊是在并肩抗战中形成的，很多飞虎队老兵将中国
云南作为他们心中的“第二故乡”，如今这种交往还
延续到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希望两国以建交
45 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和各领域合
作，密切留学生、企业家等社会各界交往，续写更
多人民友好合作故事。”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波莫纳分校土木工程系副主
任程文表示，在纪念飞虎队遗产的同时，人们应思
考国际合作、友谊和相互尊重的重要性。“希望我们
不仅被飞虎队的勇气感染，更要从他们为实现持久
和平与友谊而奋斗的精神中得到启发。”

“许多参观者反馈，他们感受到一张张照片传达
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信任、关爱和友谊，感受到中
美人民为了共同正义进行的友好合作。”甘云说。

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成立以来，一直持续进行飞
虎队相关文献档案、历史资料的整理和遗迹搜寻工
作，并联系飞虎队老兵及后代，连续十几年举办“飞虎
归来格外亲”主题活动。此次展览的照片就是来源于
研究会的收藏和《春城晚报》提供的新闻照片。

甘云表示，研究会接下来将继续向更多人讲好
飞虎队故事，同时联合包括云南省报业协会、春城
晚报在内的媒体力量，以“飞虎精神”为主题，在
各高校开展丰富多彩的中美青少年交流活动，推动
中美民间交流继续走深走实。

近日，由中企承建的匈塞铁路苏博蒂察站改造
工作完成。苏博蒂察站是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最
大的口岸站。

匈塞铁路连接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和匈牙
利首都布达佩斯，全长约350公里，其中塞尔维亚境
内长183公里。塞境内贝诺段 （贝尔格莱德至诺维萨
德） 已于 2022年 3月 19日开通。诺苏段 （诺维萨德
至苏博蒂察） 于2022年7月1日开工，日前已启动动
态检测。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段全线建成后，贝
尔格莱德至苏博蒂察的通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个多小
时缩短至80分钟左右。

图为匈塞铁路诺苏段一列动态检测车驶过动物
通道。 匈塞铁路项目部供图 （新华社发）  

  中国船政文化城——

讲 述 中 法 船 政 合 作 故 事
本报记者  刘晓宇

“希望有一天能去中国参观飞虎队纪念馆”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张 驰

不久前，由云南省主
办的“飞虎归来格外亲”
图文展暨“飞虎·驼峰文
化”主题交流座谈会，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立理
工大学波莫纳分校举行。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
段段珍贵的影像资料，讲
述着中美飞行员并肩抗战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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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掠影

中泰冰球友谊赛在泰国曼谷举行
本报曼谷电 （记者章念生） 中泰冰球友谊赛近日在曼谷的泰国

国际冰球馆举行，泰国国王哇集拉隆功全程观看了比赛。最终，中
国国家女子冰球队和泰国国家女子冰球队以 6比 6战平。

开赛后，双方队员积极进取。第一局第三分钟，亲自代表泰国
队参赛的泰国王后素提达攻入首个进球。随后双方队员不断攻防转
换，比分交替上升。看台上，中泰观众挥舞两国国旗，不仅为本国
球队加油，也为对方球队的精彩进球鼓掌喝彩。

中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表示，中泰冰球友谊赛的举办旨在赓续
传统友谊，促进互学互鉴，是“中泰一家亲”的生动写照。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部长索拉翁表示，泰中传统友好历久弥新、
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深入，泰中联合举办冰球友谊赛彰显两国特殊
友好情谊。明年将迎来泰中建交 50 周年，泰方愿在两国元首指引下，
以体育和人文交流为媒介，为两国友好关系新发展不断作出新贡献。

世界气象组织报告：

2023年是30多年来全球河流水量最少的一年
世界气象组织近日发布最新 《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 指出，

2023 年是 33 年来全球河流水量最少的一年，这标志着全球水资源供
给发生了重大变化。报告说，2023 年全球超过 50% 的集水区出现异
常情况，其中大部分流域水量都偏低。此外，全球河流流量和水库
流入量已连续 5年低于正常水平，这减少了社区、农业和生态系统的
可用水量，进一步加剧了全球供水压力。

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塞莱丝特·绍洛说，由于气温不断升高，
水文循环速度变快，且变得更加不稳定和不可预测，非涝即旱是人
类正面临的日益严重的问题。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其冰）  

中泰冰球队员在比赛中。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