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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曼瑜（希腊）

“看多了，心的距离就近了”

打开一个名为“希华时讯”的网站，在“中国新闻”栏目之下，特
别标注的“一带一路”专栏格外醒目。

点击进去，《“一带一路”建设让希腊最大港口焕发活力》、《中希签
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一带一路”注能，欧洲“南
大门”复兴》 ……有关“一带一路”建设的新闻报道，详尽及时，几乎
每天都有更新。

梁曼瑜是这个专栏的开设者。2017 年 7月，在希腊当地从事新闻工
作6年多后，她决定加入“希华时讯”，担任这家华文网站的总编辑。

上任伊始，梁曼瑜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着手筹建“一带一路”专
栏。“希腊民众大多非常喜欢中国。他们和当地华侨华人一样，都很关注

‘一带一路’建设。不过，他们往往只知道有这样一项倡议，对具体情况
了解很少。”梁曼瑜要做的，就是搭建一条畅通的信息渠道。

很快，专栏正式上线，并被列为“希华时讯”的重点栏目。其中，
政策介绍，建设进展，尤其是中希之间重大项目的合作情况等信息一应
俱全。每天，梁曼瑜和同事都会浏览“中国一带一路网”及其微信公众
号，还有人民网、新华网等网站上的“一带一路”专题。“只要有重要的
信息，尤其是与希腊有关的，我们都会转载”。

相比中文报道，梁曼瑜在英文报道上花费的心思更多一些。“希腊是
一个移民输出国家，在美国等其他国家有很多希腊侨民，因此我们非常
重视英文报道。”梁曼瑜希望让希腊民众知道，“一带一路”建设以及中
国企业的到来将大大促进希腊经济的发展。

让她欣喜的是，变化已在不经意间渐渐显现。之前，和她一起工作
的希腊同事，大多对中国所知泛泛。如今，他们对中国的亲近感不同以
往。“现在，许多与‘一带一路’建设相关的新闻，都是我的希腊同事们
第一时间看到，转发给我。工作中，他们明显会更加留意中希之间的交
往故事。”

8月 27日，希腊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成为
签订此类备忘录的首个欧洲发达国家。对此，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
王毅称，这好比为中希关系安装上新的大功率发动机。

沿着“一带一路”的航线，中希友好关系这艘巨轮扬帆远航。在华
侨华人的推动下，两国人民相知相交，为这艘巨轮提供强劲动力。“看多
了，了解多了，心里的距离就拉近了。”梁曼瑜说，她会继续为此贡献力
量。

邱金莲（毛里求斯）

“因为中文，他们喜欢中国”

上午，在两所中学轮流教授中文；下午，为教育机构编写中文教
材；晚上，为华文报纸翻译当地新闻。这是最近一段时间，毛里求斯中
文教师邱金莲的一天行程安排，非常忙碌，却让她感到充实而有意义。

邱金莲在毛里求斯生活已有 17 年。从最初在周末中文补习班教课，
到之后在公立小学和中学代课，再到后来被当地中学正式聘用，如今又
在毛里求斯理工大学兼任教职，17年来，她从未离开教授中文的讲台。

“语言是认识一个国家最为直接的途径。当地民众学习中文的热情一
直很高，我很愿意为他们打开这扇认识中国的大门。”

在课堂上，邱金莲既教中文的听说读写，更告诉学生中文当中蕴藏
的博大中国。课堂之外，只要有机会，邱金莲也很愿意通过各种形式，
向当地民众以及在毛里求斯生活的其他国家朋友介绍中文、介绍中国。

今年 2 月，在孟加拉驻毛里求斯大使馆举行的“国际母语日”活动
中，邱金莲用中文朗诵了一首名为《和平之唤》的诗歌，向在场的80余
名世界各国的宾客展示中文的优美韵律与深厚内涵。“我希望让更多的朋
友知道，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愿与各国分享发展机会的国家。”

令邱金莲高兴的是，因为中文，许多毛里求斯学生喜欢中国，甚至
有机会亲自去中国走走看看。她的手机里存着这样一张照片：她与一名
当地学生举着一张画有天安门的大幅机票模型，笑容灿烂。“那是我的学
生在高三毕业时考得了全国中文第一名，获得中国驻毛里求斯大使馆赠
送的往返北京的机票。”

因中文与中国结缘的故事，在邱金莲的学生中发生了不少。
5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将中毛两国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7月

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过境毛里求斯并进行友好访问。专机抵达毛首
都路易港后，拉姆古兰国际机场现场奏响中国歌曲《我的中国心》。访问
期间，中毛就尽快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达成共识，为双边和中非
合作提供了新平台。

如今，许多毛里求斯民众都能说“你好”“谢谢”这样的中文词汇。
“听说习近平主席访问毛里求斯，一些当地同事还主动跟我说：‘你们的
主席要来了，我们很欢迎！’”看着当地朋友友好的笑容，邱金莲觉得自
己的多年努力很值得。

南庚戌（南非）

“打开认识中国的窗户”

一座巨大的帐篷，最里端支着一个大银幕。银幕上是中国电影，银
幕前的上百张椅子上，观众们坐得满满当当，还有不少观众站在过道
上，看得津津有味。

这是“中国电影非洲行”放映工程的现场。过去一年多，这样的场
景出现在博茨瓦纳、坦桑尼亚、赞比亚、卢旺达、南非等非洲多个国家
的上百座城市与村庄。

项目发起者叫南庚戌，是一名在非洲生活、工作近20年的华人。
2017年6月，这一放映工程正式启动，并在1个多月后亮相坦桑尼亚

最为盛大的萨巴萨巴节。政府职员、大学教授、工人、农民、学生、商
人、家庭主妇……偌大的帐篷里人头攒动。大银幕、放映机、中国电
影，这一切融合在一起，成为当地民众听到便连竖大拇指的“中国名
片”。

南庚戌还记得，当时放映的是一部有关中国木雕的纪录片。看完片

子，一名当地的家长主动找到他，表示非常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汲取中
国这个东方古国的智慧，将来拥有更为宽广的国际视野。

这样的细节，在南庚戌的记忆中还有许多。过去一年，一边走一边
放，在光与影之间，他结识了数不清的非洲朋友。

今年 7 月，在南非的电影放映后，一名开普敦大学的学生告诉南庚
戌，自己上一次在大银幕上看电影已是一年前的事情了。每次交完学
费，生活就格外紧张，因此平时只能在学校的大电视上饱饱眼福。

这番话让南庚戌感慨良多。“之前我看过一个数据，90%的非洲民众
没有去过影院。事实上，非洲很大一部分国家根本就没有电影院，很多
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电影。”

走的非洲国家多了，南庚戌越发觉得自己正在做的事很有意义。“作
为群众性最广泛的艺术之一，电影是向非洲国家推广中国文化最为合适
的载体之一。‘中国电影非洲行’项目和中国电影文化的传播，将使中非
关系得到非洲人民更为由衷的理解和支持。”

不久前，美国石英财经网站刊文称，中国在非洲当地电影行业中的
角色正在扩大，除了创办共同的电影节、为非洲国家电影制作人赴中国
学习提供奖学金之外，电影还为打造新的中非故事提供了平台。

“千年之前，中国的瓷器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来到非洲，让当地民众有
机会一睹东方古国的风采。”南庚戌说。如今，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深
入遥远的非洲，电影正为当地民众打开另一扇认识当今中国的窗户。

马 列（挪威）

“用美食催化中挪友谊”

8月 24日，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一批远道而来的特殊“客人”悄然
而至。它们是从挪威空运过来的近5吨三文鱼，如果顺利，最快一周之内
便可出现在中国食客的餐桌上。

这是自7月3日中国取消对挪威三文鱼的部分进口禁令后，首批进入
中国市场的三文鱼。而在其中推动这批“客人”尽快来到杭州的，是已
在挪威生活近30年的“杭帮菜”大师马列。

多年来，马列一直致力于让两国民众借助美食增进了解与来往。5年
前，“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让这位年过七旬的老华侨迸发新干劲。

去年 5 月，在马列的牵线搭桥之下，一场名为“杭州美食文化挪威
行”的活动在奥斯陆举行，挪威王国政府及奥斯陆市政府的多名官员出
席。

腐皮鱼卷中融入挪威三文鱼作为主材之一；用挪威盛产的鳕鱼代替
猪肉，制作“狮子头”；将当地人爱吃的牛肉，以“东坡肉”的烹饪方法
制作成“东坡牛肉”……马列和来自杭州的几名大厨别出心裁，将挪威
当地食材与中餐烹饪方式巧妙结合，新鲜又美味的口感令在场宾客赞不
绝口。

那次活动之后，挪威当地掀起一阵“中餐热”，许多此前从未尝过中
餐的挪威民众纷纷慕名前往中餐馆一饱口福。

不仅如此，“杭帮菜”的故乡杭州也由此与挪威结缘更深。继去年4
月挪威首相索尔贝格访问中国时到访杭州之后，去年8月浙江省委书记车
俊率领代表团赴挪威考察访问。杭州的烹饪学校也和挪威的烹饪学校签
署合作协议，增进双方师生之间的交流。

“两边就这样走动起来了。”这样的热络关系让马列深感欣慰。他相
信，美食一定在悄然催化友谊。

今年1月，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指出，“中国愿
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冰上丝绸
之路”的提出很快引起包括挪威在内的北欧国家的关注与兴趣。

“民以食为天，饮食没有国界，是各国民众的一个共同话题。通过美
食交流，展示中华文化的无穷魅力，也让两国围绕‘一带一路’找到更
多的合作机会，何乐而不为？”马列说，以美食为桥梁，让中挪民众更加
亲近，他乐此不疲。

何佩兰（菲律宾）

“我们因为舞蹈成为朋友”

8月 29日，菲律宾马尼拉大酒店，舞台上，多名头戴斗笠的少女身
着色彩艳丽的服装，翩翩起舞；舞台下，当地观众看得如痴如醉，毫不
吝于送上最热烈的掌声。

正在那里举行的是“美丽中国·清新福建”旅游推介会。不过，这些
一身“惠安女”装扮的舞蹈演员并非来自福建。

“她们有些是在海外出生长大的‘华二代’，有些是菲律宾当地女
孩。”这群舞蹈演员的老师叫何佩兰，已在菲律宾教授中国民族舞多年，
她的学生最大的二十出头，最小的才四五岁。

移居菲律宾多年，舞蹈专业出身的何佩兰，始终没有放弃中国民族
舞这个爱好。过去20多年间，她在异乡的土壤里撒下这粒中华文化的种
子，呵护它发芽开花。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那一年，何佩兰在马尼拉成立了自
己的舞蹈艺术中心，并在菲律宾政府注册，每年至少公开演出近20场。

“虽然中菲文化不同、民情不同，但是艺术是相通的。菲律宾民众大
多能歌善舞，每次我们挥动绸扇或是转起手绢，他们都觉得很美，还会
借我们的手绢，学着一起转。”只要有机会，何佩兰都会和同台演出的菲
律宾当地舞蹈演员交流切磋。“我们因为舞蹈成为了好友。”

今年3月，何佩兰的舞蹈艺术中心迎来了成立五周年的庆典活动，一
台充满浓郁“中国风”的演出吸引了800余名观众。“许多菲律宾的家长
专门带着孩子前来观看，还有不少人在演出之后马上找我报名，希望他
们的孩子也能学习中国舞蹈。”

近年来，菲律宾政府多次表达了对“一带一路”倡议的高度关注和
希望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积极态度。8月 22日，率菲律宾政府代表
团访华的菲财政部长多明格斯就表示，“一带一路”是本世纪最了不起的
伟大倡议，菲方将继续积极参与。

“文化的交流是最直接的，也是最易深入人心的。我相信，两国民众
之间更多的了解、好感与文化共鸣，能够帮助中菲在‘一带一路’的框
架内收获更多合作硕果。”何佩兰说。

现在，在教学员跳舞的同时，何佩兰还会讲述舞蹈当中蕴藏的中国
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伴着那曼妙的舞姿、轻盈的步履，在越来越多菲
律宾民众的心中，中国不再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词汇。

我在“一带一路”广交朋友
本报记者 严 瑜

“一带一路”沿线，活跃着众多华侨华人。他们构成一个多元
而丰富的群体，每个人都有着独特的个性，有着不同的喜好，有着
风格各异的交友方式；他们又是拥有最大共同点的一个群体，每个
人的精神依归，都是日渐强大、始终友好、热诚开放的中国。

沿着“一带一路”，这些扎根异国他乡的炎黄子孙，早已成为
中外友谊最坚实的纽带。本报记者采访了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是

“一带一路”沿线华侨华人的缩影，他们用媒体、中文、电影、美
食和舞蹈等各种各样的媒介，搭起了一座座连接中外的心桥。

▲图为梁曼瑜在办公室。
（照片由梁曼瑜提供）

◀图为邱金莲（中）和
她的毛里求斯学生们。
（照片由邱金莲提供）

◀图为邱金莲（中）和
她的毛里求斯学生们。
（照片由邱金莲提供）

◀图为非洲观众在“中
国电影非洲行”活动现场合
影。 （照片由南庚戌提供）

◀图为非洲观众在“中
国电影非洲行”活动现场合
影。 （照片由南庚戌提供）

▶图为马列（中）与
挪威客人交流美食。
（照片由马列提供）

◀图为何佩兰（中）与
她的舞蹈学生合影。
（照片由何佩兰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