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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秘鲁首都利马市中心附近的唐人街，
有一座老建筑矗立于此。这座建筑的业主
是一个百年侨团——中华通惠总局，今年
迎来了 138 岁生日。走过百年风雨，这个侨
团始终活跃在为侨服务和促进中秘友好交
流交往的第一线。

“通中外乐成团体，惠工商义重合群。”
这是中华通惠总局大楼正门的一副楹联，
也是这个侨团组织的初心与使命。这座大
楼的主体建筑用于办公，一些临街铺面被

租给当地银行和商户，租金用以支付侨团
日常开支、帮助有困难的侨民。

从侧门进入大楼，可以看到一个中文
阅览室。阅览室收藏摆放了不同时期的中
文书籍、华文报刊以及从中国各地寄来的
侨刊乡讯。许多旅居秘鲁的华侨华人经常
到这里，获取故土鸿讯，乐见桑梓巨变，
慰藉思乡之情。

通惠总局大楼的中心位置是一个大舞
台，上面留有“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5 周年”活动庆祝横幅，两边的对联写着

“五湖共庆颂中华，四海升平歌盛世”。今年
10 月 1 日，通惠总局在这里组织了一场盛大
的庆祝活动，喜迎新中国成立 75周年。

在通惠总局中，收藏着一份“钦加监
运使衔选用知府驻扎秘鲁利马嘉里约正领

事官刘福谦”撰文并书写的 《创设中华通
惠总局记》。这份文献显示，清光绪十年

（1884 年） 6 月，时任清政府光禄卿郑藻如
奉命出使秘鲁。他了解到，经过 40 多年的
移民，秘鲁已经汇聚了六七万华侨华人。
郑藻如组织骨干力量创设了中华通惠总局。

中华通惠总局大楼大厅里，还有一块
黑底金字的牌匾，上边写着“覆帱无私”
四个大字。“覆帱无私”意为无私奉献和慷
慨助人，与“通惠工商”“义重合群”共同

成为中华通惠总局的三大信条。
138 年来，正是在这些理念的支撑下，

一代代中华通惠总局侨胞始终心念祖 （籍）
国，热心侨务，并在祖 （籍） 国身处危难
之际，一次次挺身而出。近代史上，通惠
总局曾慷慨支援辛亥革命。如今，利马唐
人街的牌楼上还写着“天下为公”的横匾。
抗战时期，通惠总局又成立“秘鲁华侨抗
日筹饷总会”，为祖 （籍） 国抗战筹款 100
多万美元。周恩来曾题词予以赞扬：“万里
外六千侨胞，统筹债捐达二百万秘币，是
侨胞之模范，是抗战之光荣。”

未来，这个百年侨团将再展新颜，为
推动中秘文明交流与经济合作、促进华人
社区和谐发展作出更多贡献。

       （据中新社电  记者宋方灿）

拉美国家侨胞积极助力中拉人文交流——

为拉美“中国文化热”贡献侨力量
本报记者  李嘉宝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近年来，中拉人文交
流合作走深走实。从多个拉美国家涌动“汉语热”到
中拉影视文学作品互译，从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到中华
传统文化在拉美地区广为传播，人文交流架起跨越太
平洋的中拉友谊之桥。

在这其中，华侨华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办中文学
校，推广中国书籍，教授中华武术……他们用实际行
动，为拉美地区的“中国文化热”贡献侨力量。

图①：在利马国际书展上，两位当地读者购买中国主
题图书。

图②：孟可心 （右二） 在秘鲁国会大厦被授予“安第
斯大奖章”和证书。

图③：在里约中国国际学校，学生们正在写汉字。
图④：在阿根廷武术俱乐部协会，陈敏正在带领学员

们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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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小浦镇持续推进
“千万工程”美丽乡村建设，高效整合乡村闲置资源，
发展花海经济，激发乡村全面振兴新活力，走出了一
条特色产业兴旺、生态人文和谐的乡村全面振兴道路。

上图：近日，游客在小浦镇方一村赏花拍照。
右图：游客在小浦镇方一村乘坐观光小火车。
                       陈海伟摄 （人民视觉）

     “越来越多巴西学生开始
  学习中文”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
子，沙暖睡鸳鸯……”前不久，在巴西里约
中国国际学校“中文日”活动中，一群不同
肤色、不同国籍的孩子全神贯注地书写唐诗，
认真完成一场书法比赛。横平竖直，运笔平
稳，足以看出他们平时坚持练习的“功底”。

里约中国国际学校是拉美地区第一所中
文全日制学校。学校是在中国驻里约总领馆
的支持下，由在巴华侨华人及中资企业资助
成立的。目前，学校共有 82 名在校生，其中
华裔学生占一半以上，其余学生来自巴西及
其他国家和地区。校董会董事长郑侠茂向本
报记者介绍，学校采用中英葡三语授课，已纳
入巴西当地公共教育系统。中文教育是学校的
一大教学特色，语文、数学课均采用中国国内
义务教育教材，并与国内课程体系同步。

葡萄牙小姑娘马丽（Maria）已经在里约中
国国际学校学习了 3 年多。从对中国几乎一无
所知，到能流利地使用中文交流并深入了解中
国传统文化，马丽成了一个“中国迷”。她经常
向学校的中方老师咨询如何去中国留学。马丽
的父母也在女儿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学校举办
的“家长汉语课”并表现突出。

“学校定期举办书法课、茶艺课、汉字比
赛等校园活动。针对学生家长群体开设的汉
语及中国文化课程也很受欢迎。”郑侠茂说，
每逢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中国传统节日，
学校也都会举办庆祝活动，向学生们介绍中
国文化习俗和历史典故。

近年来，随着中拉关系深入发展，“中文
热”在拉美多国升温。2022 年 3 月，里约市
议会通过法案，将每年 9 月 28 日即孔子诞辰
日设立为“中文日”，并作为里约市官方节日
进入里约日历。

“越来越多巴西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开始学
习中文、关注中国发展。学校外籍学生人数
增加了，学生国籍来源也更加多元化。”郑侠
茂说。

今年是中巴建交 50 周年，丰富多彩的中
华文化活动在学校接连举办。12 月，筹备已
久的“中国文化体验周”活动即将开幕，来
自中国国内的 10 多位专业教师将为学生们教
授民族舞、武术、诗词朗诵、中国画等课程。
此次活动不仅面向本校学生，还向当地少年
儿童开放免费名额。

“华侨华人是中巴文化交流的桥梁。”郑

侠茂表示，将尽己所能推动汉语和中国文化
在巴西的传播，鼓励不同国家学生相互交流、
建立友谊，为促进多元文化交流融合贡献
力量。

      “人们希望通过书籍更深入
  地了解中国”

今年 8 月，秘鲁 《公言报》 总编辑孟可
心在秘鲁国会大厦参加了一场难忘的新书推
介会。会上，他的作品 《当中国遇见秘鲁》
西班牙语版受到安第斯议会议长古斯塔沃·
帕切科，秘鲁国会议员、秘中友好小组主席
古斯塔沃·科尔德罗，秘鲁国会议员、外交
委员会主席亚历杭德罗·阿吉纳加等人的认
可。为了表彰孟可心为促进秘中文化交流所
作的贡献，安第斯议会特别授予他“安第斯
大奖章”和证书。

古斯塔沃·帕切科称赞说，这本书从中
国人的角度看秘鲁，拉近了秘中之间的距离。
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十一次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前夕推介这本书，正是加强秘中
两国文化沟通的体现。

“ 《当中国遇见秘鲁》 一书包含秘鲁华
人历史、秘鲁‘中国热’、中资企业在秘鲁以
及秘鲁的风土人情等内容。西班牙语版在秘
鲁出版后，首批 1200 册很快销售一空。”孟
可心说，“我深刻感受到两国人民希望了解彼
此、增进文化交流的热情。”

以书会友，成为孟可心如今生活的常态。
这些年，他活跃在周边地区大大小小的书展
上，与中国国内出版单位合作，积极向拉美
读者推介中国图书。

作为拉美五大国际书展之一的利马书展，
是孟可心十多年来每年必打卡的重要活动。
在今年七、八月举办的第二十八届利马国际
书展上，一位当地读者在开展当日就在孟可
心的展台上购买了 35 本以中国为主题的图
书，令他印象深刻。

“近年来，利马书展上的中国图书品类、
参展单位越来越多。中国展位每年都是最火
的展位之一，人们希望通过书籍更深入地了
解中国。”孟可心说，中国的脱贫及发展经验
引发广泛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西班牙
文版是近年来书展上的“明星图书”，从他手
中就售出了上千本。

孟可心还观察到，中国传统文化类书籍
不断推陈出新。“以 《西游记》 为例，十多年
前，我们在书展上推介、售卖的是连环画版，
如今有声版 《西游记》 收获了更多新粉丝。”

旅居秘鲁 20 多年，孟可心一直为促进两
国文化交流奔忙。比如，通过旗下 《公言报》
介绍钱凯港等中秘共建“一带一路”项目，
推动“中拉文明互鉴展”在拉美地区巡回展
出，成立秘鲁中国文化体验中心并多次举办
文化交流活动……

“文化交流是一项细水长流的长期工作。
每位侨胞都可以成为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中
秘友好的推动者。”他说。

     “推动中国武术走进更多
  阿根廷民众的生活”

上午 10 时，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
斯的一家武术俱乐部内，教练陈敏开始了一
天的教学。从压腿、下腰等基本功，到各个
招式的拆解，再到完整的一套动作，陈敏耐
心地讲解示范。学员们跟随教练的一招一式，
认真练习。

陈敏祖籍浙江台州，5 岁开始习武，9 岁
成为浙江省武术队年龄最小的队员。职业生
涯期间，她多次获得全国武术冠军，并获东
亚运动会双冠王。退役后，陈敏来到阿根廷

发展。她的丈夫洪文武也是专业武术运动员
出身，曾是阿根廷国家武术队队员，获得过
泛美武术锦标赛冠军。2008 年，夫妻俩共同
创办了一家武术俱乐部，推广中国武术文化。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俱乐部已建起 4 个
教学点，第五个教学点正在筹备中。“我们已
经与阿根廷著名足球俱乐部——河床足球俱
乐部合作签约，在那里设置一个教学点，由
我们提供师资，为河床足球俱乐部的会员授
课。”陈敏说。

从第一堂课的一名学生到如今的四五百
名学生，洪文武和陈敏这些年收了一批又一
批的“洋弟子”，年龄跨度从 4 岁到 80 多岁。
学员们跟随他们深入了解并学习了“神秘”
的“中国功夫”，也被中国武术文化的精神深
深影响和鼓舞。

阿根廷少年马尔科，5 岁起就跟随陈敏学
习，如今已经有了 8 年的武术功底。从过去的
叛逆小孩到如今少儿武术课上负责任的大师
兄，马尔科的变化让他妈妈感慨，武术让孩子
集中注意力，更有纪律性。还有一位身患癌症
的阿根廷学员，在 8 年时间里坚持练习太极
拳。她说，对中国武术的热爱以及共同习武的
老师和同学，给了她与疾病抗争的勇气。

“中华武术，一种和谐的生活方式——这
是我们建校时就提出的一句标语。”陈敏说，
武术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在教学时，
她除了细致地指导学员们的动作，还会潜移
默化地向他们传递“中式哲学智慧”，比如阴
阳平衡、宁静致远、知行合一、道法自然等。

前不久，阿根廷武术俱乐部协会主办的
2024 年“武英杯”国际武术大赛在位于布宜
诺斯艾利斯的河床足球俱乐部体育馆举办。
来自 12 个国家的近 300 名武术爱好者参加了
20 余个传统武术项目的角逐。作为大赛主办
方，阿根廷武术俱乐部协会被当地市议会授
予“最佳体育和社会活动项目”奖，这是该
协会第二次获得这个奖项。

在社交平台免费开设网络课，与卢汉市
政府共同主办“中国在卢汉”文化节，多次
举办国际武术大赛，组织阿根廷武术爱好者
到中国交流……传播中华武术文化，陈敏一
直在路上。

“办学之初，我希望自己培养的学员都能
成为专业运动员。现在，这种心态已经发生
了转变，我还要努力推动中国武术走进更多
阿根廷民众的生活，让其中蕴含的丰富文化
更加深入人心。”陈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