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峡新闻部 责任编辑：张维东 美编：郑伟 电话：（0591）87095436
2024年6月27日 星期四 3要闻

这是一张拍摄于 100 年前鼓岭的
老照片，照片中彼时福州基督教会会长
毕逸之与鼓山涌泉寺住持古月长老牵
手而立，展现了一幅中西方文化和谐共
处的美好画卷。

26 日 ，以“ 中 国 文 化 的 多 样 与 包
容”为主题的第二场鼓岭茶话会在福州
举行，当背景屏上播放出这张老照片
时，立即吸引了与会嘉宾们的目光。

“中西方文化虽然有所不同，但它
们的本质是相同的，都希望帮助人们获
得幸福。”头盘太极髻、身穿道袍，来自
美国的武当三丰派第十六代传人杰克·
平尼克一出场，便散发出浓郁的中西融
合气质。

14 年前，满怀着对中国武术文化
的喜爱，杰克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武当
山。在接触了中国道教文化后，他深受
触动。

“在没有来中国之前，我曾认为人
类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可以随意攫取资
源。但是，道家告诉我们‘道法自然’，人类
应该与周边环境和谐共处，这是中国文
化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在杰克看来，许
多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值得在世界推
广，为此他积极制作网络短视频，在线
上推广中国武术、道教哲学和中式音乐
等，成为一名中国文化的推广者和传播
者。

风物长宜放眼量。自古以来，中国
文化便呈现出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开
放性。茶话会上，与杰克一同登台，畅谈
中西方文化异同的与会嘉宾还有福建
神学院院长岳清华、南安雪峰寺方丈释
法度、北京犹太社区召集人李碧菁。在
他们看来，各种文化在中国的土地上得
到了尊重与接纳，并与中国文化相互交
融，这让中国的文明格外璀璨。

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随后与
儒家、道家交融互鉴、相互吸收，形成了

“儒释道”三教合一的中国特色。“世界
上有许多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
特点，之所以出现冲突，是因为缺少交
流、缺少包容、缺少理解、缺少对话。”南
安雪峰寺方丈释法度认为，不同文化之
间要加强交流互鉴、加强对话、加强理
解，共同为人类文明服务。

对此，福建神学院院长岳清华深表
赞同。“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他以“福州八一七路”为例指
出，在这条路线上有佛教、伊斯兰教、道
教、基督教，还有来自民间的陈靖姑信
俗等，呈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
景象。

文明的演进、繁荣、进步，离不开包
容开放，也离不开交流互鉴。

“感谢中国人民的善待与包容。”

1997 年, 犹太裔美国人李碧菁在北京
市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外资医院——和
睦家。作为北京犹太社区召集人，她亲
自考证、亲眼见证了中国人民对犹太人
民的友善。

“1271 年夏天,一位名叫雅各的意
大利犹太商人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远航
来到泉州，写下了《光明之城》一书，书
中描写了包括犹太人在内的各国各族
人民在泉州安居乐业、和睦相处的场
景。”李碧菁说，“虽然犹太族群在中国
只是一个小群体，但一直以来都与中国
人民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共同成长，这
也是中国文明令人钦佩的地方。”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汉语热”
也逐渐在世界各地兴起。“在大二的时
候，我就意识到历史悠久、兼容并蓄的
中国文化会成为世界的焦点，所以，那
时我就开始学习中文。”来自美国费城

的 UCCA 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
霏宇认为，中国的文化艺术有自己的特
色，世界应当像中国包容其他文化一
样，包容中国文化，如果没有中国当代
艺术，世界当代艺术是不可能完整的。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这是中国文
化的智慧，也被越来越多国际人士认
可。“我去过许多国家，见过许多人。我
发现，其实人们的相似性往往超过了不
同性，比如大家对于美好事物的喜爱是
相同的，这就为不同文化的融合奠定了
基础。”北京环球度假区娱乐高级副总
裁兰哲森认为，中美文化之间不应只是
竞争的关系，还有许多可以合作互助的
地方。

以北京环球影城为例，兰哲森表
示 ，他 们 通 过 结 合 中 美 文 化 ，推 出 了

“环球中国年”主题活动，与电影角色
共迎新春，每一场演出都吸引数千观
众参加，获得了巨大成功。“这就是中
美文化交融的成果，它可以实现互利
共赢。”

与会嘉宾的分享，也让现场许多美
国青年感同身受。“中国的传统文化思
想让我惊艳，我希望能来中国更深入地
学习交流。”来自美国密歇根州的维多
利亚·加罗表示，回去后她会推荐更多
美国学生来中国，实地感受中国文化的
魅力，也希望中国学生多去美国访学交
流，更好地去了解、认识彼此的文化，走
进彼此的内心。

来自美国旧金山的泽威·库里尔·
弗里德曼表示：“中美文化有很多不同
之处，也有许多相同之处。但我们不需
要讨论到底哪些相同、哪些不同，因为
世界需要每一种不同的文化，让我们听
见不同的声音，看见不同的风景，然后
一起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
——“鼓岭茶话：中国文化的多样与包容”侧记

□本报记者 吴洪 李烈

“鼓岭茶话：中国文化的多样与包容”交流现场 本报通讯员 原浩 摄

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4年“鼓岭缘”中美
青年交流周致贺信，让美籍华人、参会青年及海外
闽籍侨胞倍感亲切、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要讲
好鼓岭故事，把鼓岭情缘传承下去，充分发挥桥梁
纽带作用，深化人文交流和青年交往，共同为中美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美籍华人、邮史专家张又新收藏了数百件与鼓
岭相关的邮票、邮封等资料，为挖掘更多鼓岭故事
一直在努力。“通过这一枚枚邮票、一个个邮戳，可
以看到这些信件往来的线路，进一步丰富了鼓岭故
事的内容。”张又新表示，他会继续做好鼓岭相关的
邮票收集工作，讲好鼓岭故事，让中美两国人民的
友谊地久天长。

爱德华·吴来自美国芝加哥。这位祖籍黑龙江的
华人听到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中提到“传承鼓岭情
缘”，他表示，参加完这次活动后，会在自己的社交媒
体账号上发布更多视频，与更多人分享他听到的鼓
岭故事。“我想告诉全世界，鼓岭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这里有很棒的故事。”他说，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机
会来中国，多了解、多感受，多与中国青年深入交流。

得知习近平主席向此次交流周发来贺信，来自
美国爱荷华大学的学生伯克莉·芭奈特感到惊喜。

“这是对青年的高度认可。”她说，作为美国青年，要
与中国青年多交朋友，不要被制度、语言、地域所阻
碍。她表示，中美关系的未来，一定是两国年轻人多
交流、多理解之后所带来的和平与共同繁荣。

“我大学的专业是城市规划，我明年计划来中
国读研究生。”来自美国犹他州的哈丽特·帕金森表
示，她对中国的一切都很感兴趣，“我希望能有机会
长时间地待在中国，和中国青年深入交流、增进友
谊，把中美友谊传承下去”。

旅美闽籍钢琴家阮扬扬看到习近平主席的贺
信后非常激动。“中美青年一定要多交流。”阮扬扬
说，尤其是在音乐领域，中美青年多交流、多互动，
会迸发出更多的灵感，创作出更好的作品。“作为年
轻的钢琴演奏家，我希望以音乐为媒介，促进中美
两国在更多领域上的交流。”

“习主席一直希望中美各界友人把鼓岭故事和
鼓岭情缘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我们应以此为契机，
进一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相知相亲和相互尊重，以青
年和文化的力量带动中美民间交往的热潮。”斐济
侨商、福建省海外旅游分会会长陈玉树说，目前，福
建省海外旅游分会在美国设有分支网点，未来将积
极发挥海外侨界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向世界讲好
福建故事，传播中国好声音，持续服务中美文化、旅
游、教育及商贸等领域交流合作。

“此次 2024‘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的举办，
不仅让中美两国人民有机会重温鼓岭故事，更提供
了 一 个 两 国 青 年 之 间 增 进 理 解 和 友 谊 的 重 要 平
台。”美国福建工商总会主席郑伟表示，鼓岭情缘是
中美人民友好交往的一段佳话，作为商会代表，未
来将传承鼓岭精神，为深化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牵线
搭桥，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美国福建同乡会主席陈恒表示，习近平主席向
中美青年交流周发来的贺信充满了对中美友谊的
美好祝愿，作为一名在美国创业生活多年的华人，
令他备受鼓舞。“我们华人华侨将继续发挥桥梁和
纽带的作用，积极推动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与
合 作 ，让 中 美 人 民 的 友 谊 之 树 茁 壮 成 长 、生 生 不
息。”陈恒说。

美国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共同主席兼秘书长、美
国福建书画家协会会长朱立业表示，此次中美青年
交流周活动为中美青年的交流沟通提供了一个很好
的平台，两国青年面对面交流沟通，更好地了解彼此
的文化和价值观，赓续中美友谊。特别是习主席的贺

信，更增强了华侨华人对加强中美交流合作的信心。“希望未来两国能举办更多类
似的活动，不断促进中美两国民间交流与合作，我会和在美华侨华人一起努力，共
同为增进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贡献力量。”朱立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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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昭） 茶与咖啡是
世界上流传最广、最受欢迎的两种饮
品。26 日，作为本次“鼓岭缘”中美青年
交流周活动之一，一场名为“茶与咖啡
对话”的活动在福州海峡青年交流营地
举行。活动旨在探讨茶与咖啡的“同”与

“不同”，通过文化碰撞，促进中美两国
青年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理解。

茶与咖啡在中西方各自的文化范
畴内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形成了带
有各自特点的文化系统，它们在发展

和传播中表现出的同与异，也蕴含着
中西方不同的精神内涵和历史文化背
景。活动现场分别对茶文化和咖啡文
化的起源发展、内容特点、形成原因等
进行分享介绍，并通过茶艺表演与品
鉴、咖啡冲煮与品鉴等活动，让近百名
中外嘉宾体验中国茶文化与咖啡文化
的丰富内涵，共同领略二者碰撞与交
融的别样魅力。

图为中美青年共同体验茶与咖啡
的“同”与“不同”。

“茶与咖啡对话”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施辰静） 26 日，中
美纪录片展映活动在福州海峡青年交流
营地举办，共有 11 部纪录片进行展映，
其中包括中国外文局解读中国工作室带
来“新时代·新影像”中外联合创作计划
的作品，以及奥斯卡获奖导演柯文思执
导的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活动还邀
请部分影片主创人员进行交流。

“新时代·新影像”中外联合创作计
划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国家广电总局指导，中国外
文局联合美国探索频道等机构主办。作
为纪实影像领域的国家引领工程项目，
创作计划旨在面向全球征集中国主题
影像选题，搭建中外交流、联创联播的
国际平台，培育融通中外的影像人才队

伍，精准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向世界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22 年
至 2023 年，首届创作计划成功举办，共
扶持中外导演合拍创作 62 部纪实影像
作品，播出后取得良好成效。

纪录片《柴米油盐之上》由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指导，解读中国工作室、腾
讯视频、福建广播影视集团、深圳市委
宣传部共同出品，邀请两届奥斯卡奖获
得者、英国导演柯文思执导。这部纪录
片的主角是村支部书记、女卡车司机、
杂技演员、民营企业家……导演选择将
镜头对准平凡人物，忠实记录一个个追
寻美好生活的普通中国人的故事。作品
荣获“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白玉兰
奖等多个重要奖项。

中美纪录片展映活动举办

“这是我第一次来福建，这里的自
然风光、清新空气还有和谐友爱的社
区，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美国有很多
福建籍华人华侨，我在工作和生活中跟
他们经常接触，能来到他们的家乡我非
常高兴。”跟着中美青年的脚步在福州
烟台山参观，美中工商联合会秘书长韩
超一下子被“圈粉”了。

参加“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活
动，韩超的行程满满，参访、对话、植树、
演出，尽管脚步匆匆，但心情十分美好。
在她看来，鼓岭故事在中美之间搭起了
一座彩虹桥，两国青年走上彩虹桥，面

对面、手牵手、心连心，“没有误解，只有
笑脸，大家的距离一下子拉近了”。

“习主席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在青
年。我很愿意当中美交流的使者，向海
外传递正能量，让美国青年看到中华文
化更多彩的一面。”韩超告诉记者，美中
工商联合会是美国东部历史最悠久的
华裔商会之一，由企业家和专业人士组
成，长期致力于促进中美两国的经贸人
文交流，并把中国的发展机遇分享给美
国朋友。

既然为年轻人搭台，那就要唱好
戏、大戏，韩超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如

何“唱”？她认为，要在交流方式的年轻
化、多样化和网络化上下功夫，以更有
趣、新潮的活动助力中美青年相知相
亲、携手同行。“本次活动中的沉浸式交
流非常好，大家体验彼此的文化，分享
各自的故事，默契和友谊一下子水到渠
成。”韩超连连称赞。

“美食无国界，中餐是中外交流的
一张烫金名片。我们下个月就要举办一
年一度的中国文化美食节，现场不仅有
福建小吃、北京烤鸭、川菜，还有茶艺、
舞龙舞狮、京剧等表演，让美国民众在
欢乐氛围中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韩

超希望通过《福建日报》发出“招贤令”，
希望有更多的福建侨团、侨胞踊跃参
加，让以“福”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化闪
耀美国街区。

“以青春之手搭起友谊彩虹桥，很多
中美青年在这次活动中达成了共识。未
来，除了传统的面对面交流外，线上交流
平台的普及也为中美青年提供了更多互
动的机会，使得交流更加便捷。”韩超说，
就像蕴含着“和平、友谊和爱”的鼓岭精
神一样，只要交流的大门持续敞开，两国
人民就会相互理解、彼此尊重，中美友谊
之树就会茁壮成长、生生不息。

让中美友谊之树茁壮成长
——访美中工商联合会秘书长韩超

□本报记者 刘深魁

一手拿彩纸，一手握剪刀，只见手
腕翻飞间一只只美丽的纸蝴蝶便“飞”
了出来，看得美国姑娘哈丽特·帕金森
目瞪口呆。

26日午后，青年市集暨非遗展演活
动在福州海峡青年交流营地拉开帷幕。
舞台上，咏春拳、闽剧、厦门拍胸舞、晋
江掌中木偶轮番登场，好不热闹；舞台

下，20多个非遗展位依次摆开，福州油
纸伞、寿山石、漆艺以及漳州木偶、德化
白瓷、浦城剪纸、泉州蟳埔女习俗等非
遗文化传承人一一登场展示绝活，吸引
了许多外国青年驻足观看，跃跃欲试。

“这真是太神奇了！怎么做到的？”
在剪纸技艺展位前，哈丽特久久不愿
离去。见状，一旁的中国青年志愿者热

情地为她翻译，并且邀请剪纸师傅教
授哈丽特剪纸。在中国朋友的热情帮
助下，哈丽特一步一步地模仿着、尝试
着，终于剪出了一只可爱的蝴蝶。她兴
奋地展示着，并立即拍照发给家人。

美国青年理查德·尼克松则对福州
漆艺兴趣盎然。只见他在福州高校学子
的帮助下，将一张雪白的书签放入调配

好的漆液中，不一会儿一张色彩艳丽的
书签就出炉了。“这是我此行最好的收
获，一份饱含中华元素的自制礼物。”理
查德说。

蟳埔女的簪花技艺，也备受外国青
年喜爱。在中国工作生活的美国自媒体
人瑞秋·威兹在簪花师傅的帮助下，盘起
了时下中国姑娘们最喜爱的发髻，并给
自己的头饰取名“flower crown”（花冠）。

“在这个青年市集上，我看到了许
多有特色的中国文化，它们真是太有趣
了。”手拿摄像机，来自意大利的青年杰
克·雅各布边拍摄边说，“我要将这里的
一切记录下，并在网络上传播，让更多
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当外国青年遇见中国非遗
□本报记者 吴洪 李烈

右图：26 日 ，在 福 州 海 峡 青 年 交 流 营
地，武当三丰派十六代武术传人杰克·平尼
克在指导中美青年体验太极拳。

左图：26 日，在青年市集暨非遗展演活动现
场，浦城剪纸非遗技艺传承人周冬梅（左）指导美国
嘉宾亲手体验制作出了一幅剪纸作品。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
均由本报记者 施辰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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