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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鼓岭清新怡人。28 日，前来参加
2023“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鼓岭故
事美方友人后代、与会嘉宾、专家学者等组
成“鼓岭之友”代表团，一起重走鼓岭老街，
重温鼓岭情缘。即便鼓岭故事已传颂了 30
多年，但他们在“鼓岭之友”座谈会上依旧
有说不完的“口袋”故事。

“刚刚经过鼓岭柳杉王时，我想起了好
几个家族成员与它的故事。”座谈会上，鼓
岭故事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的侄孙李·加
德纳率先打开了话匣子。“我的祖辈曾在柳
杉王下玩耍、嬉戏，这棵千年古树见证了一
段美好的童年；之后，我的姑姑来鼓岭时，
带走了一片柳杉王掉落的树皮，成为我们
家族对鼓岭往事的缅怀；2018 年，我与哥哥
盖瑞·加德纳重访鼓岭时，还一起用双臂环
抱树干，就像珍藏一份美好的回忆。”

此次福州之行，李·加德纳第四次到访
鼓岭。当从柳杉王公园进入，一直走到映月
湖，穿过鼓岭老街，走进万国公益社，看着
沿途秀丽的风景，他惊叹地说：“每次来鼓
岭都感到这里越变越美，一栋栋老房子被
保护得很好，世界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我
真为鼓岭自豪！”

穆蔼仁家族后人、鼓岭旅游文化研究
专家穆言灵一直致力于挖掘、收集鼓岭故
事，还创建了英文网站，专门寻找、联系在
鼓岭生活过的外国友人后代。“虽然我已经
讲过许多鼓岭故事，但是在我的口袋里，依
然有一大堆动人的故事。”当日，穆言灵分
享了另一位曾生活在鼓岭的美国友人蒲天
寿女儿蒲光珠的故事。

“那时，蒲光珠还是一个小女孩，跟着
父亲住在鼓岭。有一天，刮起了台风，风越
刮越猛，甚至都走不了路，可蒲光珠还在山
上玩耍。当地村民见状，立即呼喊道，‘刮风
了，快回家’，蒲光珠这才赶紧回到家里避
风。”穆言灵一边说一边看正在认真聆听的
蒲光珠，两位老人目光对视，心照不宣地笑
了。“我听过数百个当地村民与美国孩子友
好相处的故事，这就是其中的一个。你们
看，村民就像呼唤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急切、
热心，真让人感到温暖！”

为寻访祖辈在鼓岭的故事，程吕底亚
家族后人程高登在 2005 年便开始走访福
州。“我的祖父、曾姑婆都非常喜爱鼓岭，
尤其喜爱这里民众的纯朴与热情，所以，
他们在鼓岭建房安居。”程高登说，他的曾

姑婆程吕底亚还在福州创建了福建
华南女子学院，历经岁月洗礼，这所
学校依旧挺立、充满活力，可见它所
蕴含的办学精神与鼓岭文化一样，
向大家展示了中美人民坚韧不拔的
情谊。

柏凯斯是兰玛丽亚家族的后人，
今年 2 月，他就来到福州，寻找家族
的鼓岭故事。“当走过鼓岭的一片竹
林时，我找到了家族曾经在鼓岭上的
旧址，虽然老房子不在了，但是地图
上留下了它的标记，而且竹林边上，
还留着一块标记着‘兰玛丽亚家族’
名字的边界石，它见证了一份独特的
鼓岭情缘。”柏凯斯说。

柏凯斯的先辈兰玛丽亚 1887 年
便来到了中国，后来还在福州收养了
一个中国女孩兰醒珠，正是这个女孩
创办了毓英女子初级中学，也就是今
天的福州第 16 中学，“所以，如今我
的衣服上也戴着‘16中’的标签，我希
望将这份情缘继续延续下去”。

柯志仁家族后人毕乐华儿时曾
在鼓岭生活过，此行重新唤醒了她对

福州话的记忆。“那时，我是一个小姑娘，有一点
‘颠趴’。”在座谈会上，毕乐华用福州话如此调侃
自己。在鼓岭生活的日子，她结识了自己的福州闺
蜜李怡英。此次她也专程拜访了李怡英，并认识了
李怡英家族的年轻一辈。

“我希望鼓岭情缘能这样一代又一代地传承
下去，让这份爱与友谊不断绵延发展、生生不息。”
毕乐华说。

说不完的鼓岭“口袋”故事
—“鼓岭之友”座谈会见闻

□本报记者 吴洪 李烈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仲夏时节，美丽的榕城茉莉花盛开，满城
芬芳迎客来，“鼓岭之友”部分成员等中美各
界人士会聚一堂，共赴 2023“鼓岭缘”中美民
间友好论坛之约。

延续百年的鼓岭故事，是习近平主席亲
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一段佳话，也是
中美友谊的象征。2012 年，时任国家副主席
习近平访美期间深情讲述鼓岭故事，感动了
中美两国人民，也让鼓岭蜚声国际。28 日，
习近平主席向论坛致贺信指出，“国与国关系
发展的根基在于两国人民。希望大家把鼓岭
故事和鼓岭情缘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让中美
人民友谊像鼓岭上的千年柳杉一样，茁壮成
长，生生不息”。与会嘉宾聆听贺信，重温鼓岭
故事，以“传承友谊薪火 共创美好未来”为主
题，从地方对话、合作共赢、鼓岭新话等方面，
再叙情谊、共话合作，倡议两国人民进一步加
强友好往来，续写新时代鼓岭故事。

“福州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爷爷、父亲出
生在福州，我的叔公加德纳念念不忘鼓岭，对
他们来说中国就是家，祖辈在福州的往事已
经成为家族史的一部分。”密尔顿·加德纳是
鼓岭故事的主人公，1901 年，尚在襁褓中的他
随父母来到福州，度过 10年快乐时光。他的侄
孙李·加德纳从大洋彼岸赶来参会，既是寻
根，也为接续家族与中国的缘分。

鼓岭缘，中国情。
加德纳家族的鼓岭故事，跨越山海，成为

中美人民互助友爱的生动缩影。论坛期间，更
多的“加德纳们”远渡重洋而来，讲述自己的
家族故事，也为中美人民友谊之树常青、两国
互利合作共赢建言献策。

“鼓岭故事告诉我们，来自不同家庭、国
家和文化背景的人，虽然有不同之处，但可以
建立友谊，而且这种友谊能够代代相传。”穆
蔼仁家族后人、鼓岭旅游文化研究协会高级
顾问兼首席研究员穆言灵说，她和祖辈虽是
美国人，但有一颗中国心。

蕴含着“理解、尊重、和平、友谊与爱”精
神内涵的鼓岭文化，如同鼓岭上的千年柳杉
一样，庇荫着更多“鼓岭之友”。

“鼓岭之友”由我国部分专家学者和曾在
鼓岭生活过的美国家族后代组成，包括穆言
灵、李·加德纳、程高登、毕乐华、蒲光珠、索尼

娅、凯茜以及林轶南、刘中汉等人。30 多年来，
“鼓岭之友”和两国各界人士深入挖掘鼓岭历
史，积极传播鼓岭文化，为加深中美两国人民
相互了解和友好交流而不懈努力。

“中国是心之故乡，从未改变。距离、岁
月、磨难、战争，都不能把我们和我们祖先跟
热爱的中国分开。”蒲光珠是福建协和医院最
后一任外籍院长蒲天寿的女儿，孩提时在鼓
岭度过。她依然记得，她在中国的家总是对当
地开放，家人常常跟中国友人一起野餐，分享
三明治、中餐，“那是充满和平、友谊与爱的时
光，要把这份情谊永远传承下去”。

鼓岭故事一线牵，中美民间友好薪火传。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大潮中，如何讲好新

时代的鼓岭故事，谱写中美人文交流和民间
交往的新篇章，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
新活力，成为论坛上的热门话题。

“我们缅怀过去，是为了创造中美更好的
未来。福州是一座国际化都市，但很多美国人
不了解，希望通过分享鼓岭故事，让更多人知
道福州，爱上中国。”美国程吕底亚家族后人、
福建华南女子职业学院名誉院长程高登说，
愿做中美交流的使者，促成双方在教育、人文
等领域合作共赢。

期许两国人民多往来、多交流，增进了解
和友谊，程高登的想法和福州教育学院附属
中学校长魏健不谋而合。魏健表示，希望深化
闽美友城交往，讲好中国故事，努力做中国文
化的传承者和推广者。“为加强中美青少年教
育交流合作，我校开展中美青少年教育交流
月主题活动及‘你好，未来—全球青少年发展
倡议项目’，双方一起播撒中美友谊的种子。”

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
利益，也符合世界的利益。在民间交流日益热

络的基础上，如何顺势推动中美经贸领域务
实合作，亦为与会嘉宾所盼。

大家的期待很快“开花结果”。论坛上，漳
州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厦门建发股份农产品
集团、厦门建发国际旅行社分别与美国阿尔
坎木材公司、圣德拉农业合作社、钻石国际旅
行社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商贸、农业、
旅游等领域深度合作。

与此同时，更深层次、更宽领域的合作也
水到渠成。福建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美中
友好城市协会签署《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备忘
录》，福州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塔科马市签
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友好交流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中美关系的根基
在民间。以鼓岭为纽带，福建将持续深化与美国
地方和民间的交流合作，续写新的鼓岭故事。

传承友谊薪火 共创美好未来
——聚焦2023“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

□本报记者 刘深魁

美国安利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直销公司，已在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安利（中国）是美国安利
全球最大的子公司，1995年正式开业。

作为美国企业代表，安利（中国）总裁余放在论坛上
先分享了一段中美佳话：安利公司前全球副总裁侯力威
先生的曾祖父和祖父，曾经就职于清政府和民国的海关，
祖父侯礼威担任过厦门海关执行长官并最终葬在了鼓浪
屿。不仅祖上数代曾经生活在福建，侯力威还代表安利公
司多次参加厦门投洽会。作为“厦门的孩子”，他将祖辈拍
摄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厦鼓风光全景照”捐出，至今珍藏
在厦门市博物馆。余放表示，侯力威家族和鼓岭许多家族
的故事，都体现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有了民心相通的根基，尊重互信、合作共赢的大门就
会打开。

早在上世纪末中国加入 WTO 的关键时期，美国安
利公司董事会联合主席史提夫·温安洛先生和德·狄维士
先生就多次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发言，坚定地支持中国
加入 WTO。迄今 20 多年过去，他们依旧为当时的举动感
到自豪。余放说，作为一家在华投资经营近 30 年的企业，
安利和许多跨国公司一道，充分享受到了一个更加开放
的中国市场所带来的发展红利，安利中国已经连续近 20
年位居安利全球最大市场，迄今仍旧保持良好的成长态
势，而且，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安利公司全球业务增长和创
新的引领者。余放经常和美国董事会及总部的同事分享
中国市场的成功故事，包括这里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良好
的营商环境，这都让安利美国总部对中国市场保持着坚
定的信心。

疫情刚过，包括安利全球 CEO 在内的多位高管就在
第一时间来到中国，并迅速做出了继续在华增资 6 亿元
的投资计划。而福建也成为安利大力推动中草药产品现
代化和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基地，安利纽崔莱在武夷山建
设了灵芝有机种植基地，取材于此的灵芝孢子粉产品广
受市场赞誉。她相信，深化、扩大中美经贸合作，一定会让
更多企业成为中美合作共赢的典范和推动者，安利在这
方面也会矢志不渝地继续努力。

打造中美合作共赢的典范
——访安利（中国）总裁余放

□本报记者 陈梦婕

“我的父亲在莆田出生，后来移居鼓岭，而我则在古
田出生，在鼓岭成长。可以说，我们一家在鼓岭留下了许
多美好的回忆。所以，我要将这份鼓岭情缘代代相传。”此
次重返鼓岭，今年 85 岁的美国蒲天寿家族后人蒲光珠特
意带孙女凯茜一同前来，实地探访了给她留下美好回忆
的地方。

蒲光珠的父亲蒲天寿是福建协和医院最后一任外籍
院长，也是一名优秀的外科大夫。他曾在鼓岭有一间小诊
所，常常帮当地村民看病，蒲光珠也因此认识了不少当地
人，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小时候，我摔倒了或受伤
了，当地的村民也会热情地帮助我，我们就像一家人。”蒲
光珠动情地说。

带着孙女重走鼓岭老街、故居旧址，蒲光珠不时地
感叹说：“这里太美了，就像天堂一样。”她告诉记者，每
次回到鼓岭，她都会沉醉于这里的美景——高大的柳
杉树、绿油油的稻田、美丽的山谷、开阔的天地，都让她
不由自主地大口呼吸、徐徐漫步，徜徉在鼓岭的山林小
路之间。

除了美丽的鼓岭风光，蒲光珠还对儿时在鼓岭吃
过的福州美食念念不忘。“鱼丸、肉燕、春卷，都是我的
最爱，希望这次回来能再好好品尝品尝。”蒲光珠说，
12 岁时她跟随父母返回美国，此后只回来过两三次，
但鼓岭往事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里，所以，她时常给
家里的孩子们讲述鼓岭故事，凯茜也是听着她的故事
长大的。

“每次来鼓岭，我都会拍很多照片，然后带回家与亲
朋好友分享，告诉他们关于鼓岭、关于中国的一切。”蒲光
珠说，这次她的孙女凯茜就是她的摄影师，她们将把此次
鼓岭之行用影像记录下来，把所见所闻告诉更多人，让这
份鼓岭情缘代代相传。

让鼓岭情缘代代相传
——访“鼓岭之友”、美国蒲天寿家族后人蒲光珠

□本报记者 吴洪 李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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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中国的次数已经多到数不清了。这是我第一次
踏上这座‘有福之州’，真切感受到这座城市的热情好客
与生机勃勃。”在 2023“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上，
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尼斯·奎因说。

“在过去 40年里，中国在消除贫困、提高人民收入、探
索外太空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值得学习的
榜样。”奎因说。

奎因告诉记者，他想亲自来看看鼓岭故事的所在地。
“31 年前，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邀请加德纳夫人
访问福州鼓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园的心愿。这
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人文关怀和热情好客。
这段故事感人至深、温暖人心。”

当得知《鼓岭 鼓岭》这部中美共同拍摄的纪录片将
于明年在美国历史频道播出时，奎因非常高兴。“这真是
一件美妙的事情。任何能打动人心的故事都很重要，那里
有中美友好的历史和遗产，这些地方会有一种魔力，这些
故事能增进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奎因说，希望通过“鼓
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让两国各界人士深入挖掘鼓岭
历史，积极传播鼓岭文化，谱写中美人文交流和民间交往
的新篇章。

奎因说，福建有悠久的航海史和对外交往的历史，
很适合各国人民往来交流，在这里共享友谊、开放、合
作的精神。“我希望多邀请美国人来福建走走看看，也
希望更多福建人民到美国参访交流，做两国地方和民
间交流的桥梁。我们应该在这些交流的基础上成为永
远的朋友。”

“永远的朋友”
——访世界粮食奖基金会荣誉主席肯尼斯·奎因

□本报记者 全幸雅

28日，在 2023“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上，福州小茉莉合唱团演唱《寻梦鼓岭》。 本报记者 王毅 摄

③穆言灵拿着当天盖着鼓岭邮局邮戳的邮品。
郑帅 摄

②“鼓岭之友”座谈会后共植友谊树。郑帅 摄

①“鼓岭之友”座谈会 郑帅 摄

①①

③③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