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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余冰玥 张哲宁

在 鼓 岭 百 年 邮 局 旁 ， 有 一 口 水 井 ， 上 面 刻 着 “ 外 国 本 地

公 众 水 井 ”。 美 国 穆 蔼 仁 家 族 后 人 、 鼓 岭 文 化 研 究 专 家 穆 言

灵 最 喜 欢 这 口 井 。 她 说 ， 当 时 鼓 岭 本 地 村 民 与 居 住 在 此 的 外

国 人 一 起 共 饮 这 潭 井 水 。 井 成 了 双 方 相 互 尊 重 、 友 好 相 处 的

缩影。

在 6 月 28 日 举 办 的 “ 鼓 岭 缘 ” 中 美 民 间 友 好 论 坛 上 ，“ 鼓

岭之友”成员们重温起家族在鼓岭生活的岁月，讲述那些关于

亲情、友谊与爱的故事，续写搭建民间友谊桥梁，拓展交流合

作的新篇章。

给穆蔼仁送只鼓岭大黑鸡

在鼓岭山居生活博物馆门口，有一座女挑工雕塑，雕塑挑筐

内有 一 襁 褓 里 的 男 婴 。穆 言 灵 说 ，她 的 丈 夫 穆 彼 得 就 是 男 婴 的

原型。

穆 言 灵 从 小 对 中 国 感 兴 趣 ， 读 大 学 时 ， 她 遇 到 了 穆 彼 得 ，

“他很高很帅，还和别人不一样”。穆言灵发现，穆彼得在中国出

生长大，有“中国味道”，会和她讲许多中国的故事，聊中国美

食，“我觉得我找到了一个‘中国人’，并和他结了婚。”

穆言灵第一次听到“鼓岭”这个地名，是从穆彼得的父亲

穆蔼仁那里。那是战火纷飞的 20 世纪 40 年代，20 岁的穆蔼仁

来到中国，在位于现福建省南平市洋口镇的福州英华中学教授

英文和体育。一年后，他因学业返回美国。此后，他成为“飞

虎队”中尉，再次来到中国支援抗战。战后，穆蔼仁和妻子留

在福建协和大学任教，儿子穆彼得也在福州出生。穆蔼仁告诉

穆言灵，1948 年，两个月大的穆彼得就是躺在篮子里被挑上鼓

岭的。

一次，有位鼓岭村民患了重病，急需输血，只有穆蔼仁的血

型相符，他毫不犹豫献血救了村民。这户人家十分感激，特意给

他送了一只鼓岭大黑鸡。在穆家的一张历史照片中，穆蔼仁手里

拎的正是那只鸡。

互帮互助在鼓岭是寻常事。外国人在鼓岭办学、办医院，教

中国学生学习职业技能，为当地村民治病。村民们则提供食物，

帮他们从山上采石头来造房子。外国友人离开后，村民们也帮他

们照看房子。

父辈对中国的友好感情也在家族中传承。后来，穆彼得和穆

言灵夫妇有了两个女儿，取名“爱中”和“爱华”。1988 年，他

们获得了来中国的机会，先后在南京、北京、重庆和上海等地工

作生活，一住就是 30 年。

2015 年，在穆蔼仁去世 10 年后，穆彼得夫妇遵从其遗嘱，

把部分骨灰撒进了闽江。他们还想去看穆彼得出生的医院、小时

候住的地方、爱去玩耍的邮局，在福州当地朋友的帮助下，他们

第一次到了鼓岭。邮局墙上仍贴着一幅 1925 年的鼓岭地图，但

上面屋主的姓名却难以追溯。这趟鼓岭行，让穆言灵决心开启对

鼓岭故事的探寻与传承。

一个“双胞胎”中国闺蜜

自 2015 年首次来福州“寻根”后，穆言灵坚持研究和传播

鼓岭文化，挖掘收集鼓岭相关文字资料、图片和实物超 1000 件。

“ 我 们 最 新 的 进 步 是 引 入 了 AI 技 术 辅 助 识 别 图 片 中 的 人

物。”穆言灵说，“这太令人惊喜了。我认人的能力很强，也常常

对许多老照片无法分辨。AI 帮了我们很多。”

穆言灵创建了面向外国友人的鼓岭英文网站，组织了多次

“寻梦鼓岭”活动。在她和众人的努力下，鼓岭故事的主人公从

最开始的加德纳家族扩展至穆蔼仁家族、柯志仁家族、福益华家

族、蒲天寿家族、柏龄威家族、兰玛利亚家族等多个家族。更多

中美人民友好往来的珍贵情谊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

82 岁的毕乐华来自美国柯志仁家族，父亲柯志仁是一名生

物学家，由他编撰的 《华南鸟类》 在学界影响力颇高。毕乐华

儿时曾在鼓岭生活过，有一个“双胞胎”闺蜜李怡英。毕乐华

的父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在福州英华中学教书。1941 年，毕

乐华在福州出生，父母的好友李老师的女儿也在同年出生。那

一年恰逢英华中学建校 60 周年校庆，李老师的女儿取名为英，

毕乐华取名为华。在鼓岭座谈会上，鼓岭文化研究者林轶南展

示了两人的合影。在 1942 年，婴儿时期的她们留下了第一张合

影；2014 年第一次重逢时，两人已两鬓斑白；这次再回福州，

姐妹俩再次重聚。见面时，两位老人始终手挽手，仍旧说着福

州话。

类似的珍贵跨国友情，也留在了当地郭茂炉家族后人的记

忆中。“父亲经常向我们说起小时候和加德纳一起打网球、踢足球

的美好回忆。”郭茂炉的儿子、78 岁的郭功宏回忆说，“我们就是

远方的亲戚。”

正 如 习 主 席 在 贺 信 中 所 说 的 ，“ 鼓 岭 之 友 ” 的 经 历 再 次 证

明，中美两国人民完全可以跨越制度、文化、语言的差异，建立

起深厚的友谊。

三个关于树的记忆

在“鼓岭缘”论坛上，加德纳的侄孙李·加德纳讲述了 3 个

“树的故事”：上世纪初，儿时的加德纳常和小伙伴一起爬上鼓岭

千年“柳杉王”玩耍；1992 年，加德纳夫人结束鼓岭访问时，

特意带走了一块树皮；2018 年，李和哥哥来鼓岭时合抱了那棵

老树，触摸家族的“鼓岭之根”。

“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能找到这么多感人、暖心的鼓岭故事。”

穆言灵说，虽然这些故事的人物和情节不同，但它们让人深思。

“ 每个鼓岭故事都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来自不同国家的

人，来自不同家庭、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建立友谊，而且这

种友谊可以代代相传。”

穆言灵的女儿爱华 7 岁起在中国长大，这是她第二次回鼓

岭。从小爱华就听妈妈讲祖辈在鼓岭的故事，脑海中想象父亲坐

在篮子里被挑着上山的画面。“小时候，我觉得不可思议。现在

想来那是个触动人心的画面，他们和当地村民融为一体。”爱华

至今还记得母亲找到鼓岭旧址照片并把它和现实中的房子对上的

那一刻，“非常令人感动，我们找到了家庭的根。”

“ 中 国 （经 历） 是 我 身 上 的 一 大 部 分 ， 它 和 我 的 心 是 一 体

的 。”1998 年，爱华回到美国上大学。2002 年返回中国，直到

2017 年再次赴美工作。爱华很喜欢跟美国的朋友们分享他们了

解不到的中国。“这是另一种生活，一种深入了解文化的方式。

让他们认识到在美国的新闻中读到的中国报道只是一个视角。”

“每当我看向鼓岭，我对自己说，我们需要更多美国孩子在这

长大，也需要中国孩子在美国长大，将来我们需要这样的孩子指引

方向。”穆言灵觉得，不同国家的年轻一代需要更多时间在一起相

处，这样才能更好促进友好交流。穆言灵提议，在之前总结的鼓岭

精神——和平、友谊和爱——基础上再加两点：理解和尊重。“如果

没有‘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两种不同的文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

平、友谊和爱’。”穆言灵认为，可以从每一个小行动做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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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岭 情 缘 跨 越 世 纪

6 月 28 日，福建福州，鼓岭景区万国公益社，参加“鼓岭之友”座谈会的中外嘉宾一起种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王一迪 见习记者 赵安琪

与艾奥瓦州当地人不同，美国艾奥瓦州友好委员会董事卢

卡·贝隆出生、成长在意大利，17 岁才来到美国。因此，他有

一头标志性的深色卷发，说的英语也总带着意大利口音。

卢 卡 的 经 历 同 样 特 殊 。1985 年 ， 这 位 刚 刚 来 到 美 国 不 久、

生性热情的意大利小伙参与组织、接待了一群来自大洋彼岸的中

国人，这就是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率领的石家庄市玉

米考察团。

“那是一个非常美妙的时刻。”两周的交流期间，卢卡既是陪

同，也是司机。他们谈论了包括工作、农业、足球、大学在内的

很多话题 。“那时，我们都是年轻人，我们谈论着对生活的畅

想、文化的差异、社会的发展。”卢卡说道。

卢卡认为，从那时起，年轻的自己也得到了成长，看问题时

拥有了不同的视角，“ （和中国人） 学到不同的文化和行为，当

你用别人的核心文化和观点充实自己时，你作为一个人显然会成

长。从我的角度来看，就是设身处地地为别人考虑。”

前不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美国比尔及梅琳达·盖

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时指出，世界正在走出新冠疫情，

人们应该多走动、多交流，增进了解。

“多走动、多交流”，对于卢卡来说，这正是交朋友的“秘

籍”。卢卡·贝隆曾多次接待访美的中国代表团，也率团访问中

国。“在过去 10 年里，我有幸在其他时候见到习主席。希望我

们能继续保持我们的关系，并通过加强民间外交来发展两国的

关系。”

近 40 年过去了，卢卡与中国朋友的友情一直延续至今。在

他的中国“朋友圈”中，有每次见面都要“喝一杯”的“好哥

们儿”；有曾借宿在他家，来自中国的年轻蜜月夫妻；有在视频

中“云养娃”多年的中国外孙女⋯⋯

今年即将迎来河北省与艾奥瓦州建立“友好省州”关系 40
周年。40 年来，艾奥瓦州与河北省开展了农业、工业、教育相

关的多项合作，双方代表团互访不断、交流合作不断加强。卢卡

亲身经历和见证了这一切。“河北像我的家一样，来到河北有一

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多年来，卢卡致力于艾奥瓦州与河北省的

友 好 交 往 ，“ 很 多 时 候 我 感 觉 我 的 心 在 河 北 ， 因 为 这 里 的 人

民，这里的美丽，这里的联系，和我们在过去 40 年里共同建立

的关系。”

如今，曾经的热情小伙已经当上了爷爷，在卢卡看来，“老

朋友”的情谊需要传承给越来越多的中美年轻人。

近 10 年 来 ， 河 北 与 艾 奥 瓦 州 的 中 学 生 一 直 开 展 互 相 参 观

交流活动。在这其中，卢卡感受到了来自青少年的朝气 。“当

你 看 到 一 个 个 稚 嫩 的 脸 庞 望 着 你 ， 好 奇 地 问 你 这 个 英 语 怎 么

说 ， 美 国 的 生 活 是 怎 样 的 ⋯⋯ 这 些 充 满 希 望 的 对 话 让 我 感 到

非常温暖。”

“很明显，年轻人将有能力控制未来。”卢卡指出，“这是大

多数国与国关系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

（老朋友） 关系的重要影响可能会渐渐消失，我们要让年轻人参

与进来，这很重要。”

在卢卡看来，“对话”“尊重”“信任”“联系”应是中美两国

民间交往的关键词，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则是青年。“年轻人将文

化、体育、艺术、美食等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作为交流的载体，能

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心与心才能贴得更近。”

“我相信‘面对面’交流的力量。”互联网虽然使跨地域交流

变得方便，但卢卡认为人们仍然需要实实在在的接触与交往 。

“面对面，眼睛对着眼睛，才能让我们的关系更近。文字可以传

递信息，但传递不了情感的温度。”

“青年是我们的关键和希望。”6 月 28 日，在福建省福州市举

行的 2023“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上，作为习近平主席的

艾奥瓦州“老朋友”，卢卡在大会发言中说，中美两国民间交往

的重中之重在青年，青年交流、学生交流、文化分享、体育活

动、艺术和美食的交流都可以真正增进理解和包容。

卢 卡 举 例 说 ， 艾 奥 瓦 州 的 核 心 产 业 是 农 业 ， 他 将 努 力 促

进两国青年农民建立持久的关系和交流 。“我们必须用我们的

经 历 和 故 事 激 励 年 轻 人 ， 继 续 走 这 条 成 功 的 道 路 。 尽 管 目 前

困 难 重 重 ， 但 我 相 信 我 们 的 未 来 是 光 明 的 。 我 们 必 须 向 前

看 ， 这 是 必 须 努 力 保 持 的 方 向 。 我 们 不 想 让 我 们 的 关 系 倒

退。我们要前进！”

卢卡·贝隆：期待“老朋友”情谊传承到中美青年一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叶雨婷 王一迪 见习记者 赵安琪

“我已经有三四年没来到中国了，已经迫不及待要见我的中

国朋友们了！”在意大利出生长大，在美国艾奥瓦州生活，然

后与中国河北省结缘，习近平主席的艾奥瓦州“老朋友 ”、美

国艾奥瓦州友好委员会董事卢卡·贝隆，近日在“鼓岭缘”中美

民间友好论坛期间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我很幸运，一生中

有 3 个家。”

卢 卡 非 常 相 信 友 谊 的 力 量 ， 因 为 它 能 帮 助 人 们 走 出 困 境 ，

“国际社会普遍对美中关系的现状感到担忧，我们比以往任何时

候更需要传承友谊，超越分歧。”

“我们分开太久了”

1985 年，卢卡曾组织、接待并陪同时任河北省正定县委书

记习近平率领的石家庄市玉米考察团对艾奥瓦州的访问。为期两

周的参观交流奠定了艾奥瓦州和河北省近 40 年来的友谊，也改

变了他的生活。

“ 那 段 经 历 成 为 我 持 续 加 强 （美 中） 合 作 交 往 的 动 力 和 源

泉，他们不仅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兄弟，他们拓宽了我对跨文

化友谊的认识 。”卢卡说，这次阔别几年后再次见到中国朋友

们，“我们要好好喝一杯！”

和卢卡一样，借此次论坛的契机，不少习近平主席的艾奥瓦

州“老朋友”在几年的疫情之后终于又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每个

人都难掩心中重逢的喜悦。

“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这次来中国的心情，我想应该是‘兴

奋’。”艾奥瓦州马斯卡廷市对华友好委员会主席丹·斯泰恩表

示 ， 这 大 概 是 他 第 10 次 来 中 国 ， 也 是 疫 情 以 来 第 二 次 到 访 中

国。他感受到，餐馆和酒吧发生了很多变化，一切都恢复了活

力，美国人对回到中国并能够自由旅行感到兴奋。“我们分开太

久了，如今终于可以重逢了。”

丹表示，今年，他们要和中国的老朋友们共同庆祝艾奥瓦州

与河北省缔结“友好省州”40周年。“我们会有很多纪念活动。我

也好几年没有见到这些河北老朋友们了，这让我非常期待。虽然

我们经常在网络上联系，但这些代替不了面对面交流时碰撞出来的

火花。我也期待，未来我们之间会有更多交流往来的机会来巩固

我们的关系。”

“永远的朋友”

在美国艾奥瓦州得梅因市的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大楼里，挂着

一幅名为“两个有趣的故事”的油画。那是根据世界粮食奖基金

会荣誉主席肯尼斯·奎因在 1980 年和 2012 年分别接待习仲勋和习

近平父子访问艾奥瓦州的难忘经历创作的，以纪念艾奥瓦州与中

国的友好情谊。

这只是奎因几十年来亲身参与中美民间友好交流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虽然年事已高，奎因仍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青少年

间的友好往来。他认为，青少年和青年思想活跃、能量充沛，他

们的交流是民间交往中最具活力也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方式。

每年 3 月，美国都会举办大学生篮球锦标赛。奎因记得曾在

电视上看到两名中国留学生将两所美国高校的篮球比赛，实时转

播给曾就读于此的中国学生，他们一起为母校加油，“他们来这

里学习并融入当地文化，再将见闻传播给身边更多人，这种潜移

默化的影响能加深两国青年对彼此文化的理解。”奎因希望有更

多美国年轻人能够学习中文，像中国有很多能熟练使用英语的年

轻人一样。

奎因介绍，近 10 年来，他一直持续组织河北与艾奥瓦州的中

学生互相参观交流。让他永远忘不了的画面是在一次活动中，他发

表关于河北和艾奥瓦州友谊的演讲后，一名在场的中国学生大声

喊出一句话——“Friends forever（永远的朋友）！”“我被那个学生

深深感动了。我想我们应该做永远的朋友，这也是我的愿望。”

盖瑞·德沃切克一家与中国的故事同样始于 1985 年。当年习

近平率团在马斯卡廷市考察时，被安排住在盖瑞父母的家中。那

时，他正在外地上大学，习近平就借宿在他的卧室。

“从那之后，我开始了解中国的文化和思想，并为此着迷。”

盖瑞一家 10 年前开始搬到北京生活，如今，他是美国一家公司

在中国的代表。那个老房子也被改建为“中美友谊屋”，成为全

美第一个以中美友谊为主题的纪念馆。“这段经历彻底改变了我

的生活轨迹。”盖瑞说。

“在这里，每个人都非常友好、文明，生活环境也很安全，

我喜欢中国的生活方式。”说起为什么选择在北京生活，盖瑞这

样说道。他的两个女儿有一半的童年都是在中国度过，“对她们

来说，中国就像她们的家。如果有一天，她们能够遇到中国男孩

成为她们的男朋友，我们也会为她们高兴的。”

“青年是未来”

再回首，曾经奋斗在艾奥瓦州与河北省相似的玉米地和广

阔平原上，有着同样远大理想和奋斗激情的年轻人已青春不再 。

在艾奥瓦州的“老朋友”们看来，中美友谊的下一篇章需要年轻

人来书写。

盖瑞认为，年轻人越早接触其他国家的人，他们的思想就会

越开放，两个国家的人相处起来就会越融洽 。“这些年轻人将来

都 会 走 上 各 自 的 工 作 岗 位 ， 有 的 甚 至 会 成 为 两 国 间 政 策 的 决 策

者，通过对其他国家文化的学习理解，可以更好地促进两国人民

的友好交往。”

“青年是未来。”丹也表示，让青年积极参与中美两国民间友好

交往，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试图让中美学生聚在一起，确保

他们理解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在大学时，这些同学们可能会专注于

其他事情，但随着他们逐渐成熟、进入职场、开始创业，双方对两

国关系的理解是极其重要的，他们会成为未来的领导者。”

“ 努 力 促 进 和 延 续 两 国 人 民 之 间 的 交 往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 习 主

席对艾奥瓦州的深厚情谊让我看到了民间外交的力量 。”奎因回

忆说，2018 年，世界粮食奖基金会大楼里曾举办一场项目智库研

讨 会 ， 包 括 时 任 中 国 驻 美 大 使 崔 天 凯 在 内 的 中 国 友 人 都 参 与 其

中。然而，当天龙卷风席卷当地，警笛鸣响，大家都被引导到地

下室暂时躲避。当龙卷风逐渐平息，警报解除后，奎因立刻跑到

窗边向外看。“花园中有一座非常漂亮的中式凉亭，那是 1980 年

习仲勋先生曾来过的地方，是对他的致敬，也是中美友谊的一种

象征。”

奎因原本担心凉亭会在龙卷风中受到损坏，但他透过窗户一

看，凉亭依然屹立在那里。“这就像中美关系一样，也许偶尔有乌

云笼罩、暴风雨侵袭，但我希望乌云消散、风雨平息后，我们的友

谊依然牢固。”

艾奥瓦州“老朋友”：让友情从“新”出发

6 月 28 日，福建福州，2023“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现场，参会的留学生代表合影留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余冰玥

“为何会如此？离开中国来到美国这么多年，我的心为

何依旧久久不能平静？为什么中国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召唤

我 ？” 在 2023“ 鼓 岭 缘 ” 中 美 民 间 友 好 论 坛 上 ，“ 鼓 岭 之

友”成员、美国蒲天寿家族后人蒲光珠向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讲述鼓岭回忆时，仿佛在念一首思乡诗。“这里不是我

的第二故乡，就是我的第一故乡。”

1936 年，蒲光珠出生于福建古田，父亲蒲天寿是解放

前福州协和医院最后一位外籍院长。“当时我们的根在中国

已经很深了。”蒲光珠回忆，父亲出生在莆田，直到去美国

上大学前都住在福建。在美国医学院就读时，蒲天寿遇到

了蒲光珠的母亲多萝西·戴维森，两人相爱了。在哈佛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后，他邀请多萝西一起前往

中国。

“你会爱上中国的。那里太美了——落日美到无法形

容！中国人非常友好，你永远不会害怕，在乡下我们不需

要警察，那里的食物很美味⋯⋯在他们中间工作，尽一份

力，是一种多么光荣的生活。当你去一个陌生人的家时，

他们会很高兴见到你，总是邀请你进去喝杯茶。”蒲光珠

说 ， 父 亲 真 诚 的 话 打 动 了 母 亲 ， 于 是 他 们 一 同 回 到 了 福

州。后来，蒲天寿依托协和医院创建了妇幼诊所、巡回医

疗队、麻风病院等公共卫生服务机构，把一生献给了救死

扶伤的医疗事业。

“父亲在鼓岭的家中也开了一间小小的诊所。”蒲光珠

12 岁之前的夏天都在鼓岭度过，她还记得，诊所在一层，

有高大的石头地基。夏季繁忙没有助手时，蒲光珠便常常

在父亲给村民看病时帮忙照看病人。她也因此认识了不少

当地人，结下了深厚友谊。

蒲光珠一直记得有个名叫“秀 （细） 妹”的“阿嬷”，

童年时，摔倒或受伤了，她不是去找妈妈，而是要找她的

小“阿嬷”。即便离开中国后，她也依旧放不下这段回忆。

“我的叔叔在福州的孤儿院工作，我的妹妹在那里过世。如

果没有中国人的帮助，我们没法承受这样的打击。最大的

安慰来自我的‘阿嬷’，我每天都会奔向她，也学会了她的

语言。”

1984 年，蒲光珠一家受邀回到古田时，再次见到了小

“阿嬷”。“她一如既往的美丽和可爱。她给了我一个美好的

人生开端。我们回来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他们仍然记得

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工作。”

蒲光珠今年已经 86 岁了，白发苍苍的她至今仍记得儿

时在鼓岭和村子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的时光。“我们在这里

有很多朋友，就像天堂一样。”蒲光珠说，当时他们住在带

门廊的房子里，可以俯视云雾缭绕的山谷。那时山顶不像

现在有汽车直达，只能爬台阶上去。“当你爬得越来越高，

会到一个有着漂亮菩提树的休息站，可以在那里停下休息

喝喝茶，再继续往上爬。”蒲光珠还记得，往上爬的每一

步，都要比之前更凉快一些。

蒲光珠还常常和其他孩子一起，拉上医院里不当班的

护士，在门廊上排好椅子，挂上床单，演话剧。“妈妈说我

们在说英语之前都说汉语。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12 岁时，蒲光珠跟随父母返回美国，这一次是她第四

次回到鼓岭，但鼓岭往事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里。“汉语是

我的第一语言，我在 1944 年曾回到美国，觉得与中国相

比，美国更像外乡。”蒲光珠说，“我的祖父、父亲都曾在

中国生活，如今我又带着我的孙女回到中国，这是我们家

族五代人与中国割舍不断的情缘。”

蒲光珠时常给家中的孩子们讲鼓岭的故事，孙女凯茜

也是听着她的故事长大。这一次，蒲光珠特意带着凯茜来

到福州，重走鼓岭老街和故居旧址。她带她去看自己小时

候玩过的“滑滑梯石”，看家门口高高的柳杉，“补齐家族

记忆遗留在中国的这张珍贵拼图”。

这是凯茜第一次来到中国。在鼓岭邮局旁的“外国本

地公众水井”前，她学着祖母当年的模样用水桶打起一桶

水 。 她 曾 无 数 次 听 过 这 口 百 年 古 井 和 当 地 村 民 的 温 暖 故

事。“这次能来到祖母儿时的故乡真的很开心！祖母给我讲

了很多她在中国鼓岭的故事，每次都听得我很感动。”一路

上，凯茜被鼓岭故事吸引，被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打动。

作为一名教师，她也希望把鼓岭故事和中国见闻讲给自己

的学生们听。

“距离、岁月、磨难、战争，都不能把我们和我们祖先

所热爱的中国分开。”蒲光珠说，“每次想起中国就让我心

绪翻涌，她就是我的心之故乡。”

“鼓岭之友”蒲光珠：中国，我心之乡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张哲宁

“鼓岭的生活让我的父亲和祖父成为了更好的人。”2023“鼓岭

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上，“鼓岭之友”成员、美国程吕底亚家族后

人程高登感慨良多。

程高登的父辈和祖辈们与福建渊源深厚。1889 年，程高登的曾

姑婆程吕底亚 （Lydia Trimble） 来到中国，在福建开始了办学生涯，

并从此留在了中国。她在 1891 年创办西式女子学校毓贞女子初级中

学 （今福清市第二中学），1908 年在福州创办了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

院 （华南女子学院前身），这是当时中国第二所女子大学。

程 高 登 的 祖 父 （Garnet Trimble） 是 名 外 科 医 生 ， 在 1916 年 至

1927 年 间 ， 负 责 管 理 福 建 省 南 平 市 的 一 家 医 院 ； 他 的 父 亲 程 闽 岱

(Robert Trimble)在福建古田出生，每年雨季快要结束时，闽江的河

水变得汹涌，他们一家就会前往鼓岭小住。在家中大厅内，祖父和其

他学校的老师交流最前沿的医学技术；父亲的姑姑程吕底亚与同事们

谈论学校发展；华南女子学院的老师们一起探讨如何提高教学。“我

的父亲说，在那时一定要保持安静。”

鼓 岭 邮 局 是 当 时 程 高 登 父 亲 经 常 去 的 地 方 ， 它 是 家 庭 接 触 外

界 的 窗 口 。 那 时 没 有 互 联 网 ， 没 有 智 能 手 机 ， 他 们 在 鼓 岭 通 过 人

与 人 的 社 交 进 行 技 术 传 播 ， 既 充 实 知 识 、 提 高 技 能 ， 也 造 福 当 地

人民。

程高登说，父亲回到美国后一直希望能再次前往中国，去看看

儿时的故园。他常常听父亲提起在鼓岭的生活，游泳、打网球、捉

青蛙⋯⋯程高登被那些故事深深吸引。

百年前曾姑婆为何在这里办学？自己和妻子的父亲又是怎样在这

里诞生、长大？在好奇和向往之心的驱动下，程高登在 1989 年携妻

子首次来到福建，探寻家族的过去，并找到了曾姑婆程吕底亚当年创

办的华南女子学院。2005 年，退休后的程高登和妻子受邀来到学院

担任外籍教师，在此后的 15 年，每年他们都会在福州为学生们授课

一个学期。

通常，程高登的课堂规模并不大，这样学生能有更多发言的机

会。程高登说，自己更倾向于去做一个引导者。他已经教了几千名来

自不同专业的中国学生，希望自己的学生能作为一名成年人，好好审

视自身，意识到他们的努力可以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也正是青年

一代必须接过的责任。

在程高登的帮助下，一名赢得演讲比赛的华南女子学院学生和她

的老师，得以在暑假赴美国夏威夷进行为期 20 天的访问交流。她们

和当地学生在一次次面对面的交谈中，相互认识，将彼此“连接”在

一起。

“我相信民间交流一定是有效果的。”程高登曾带领 10 名夏威夷

学生访问福州，在今年 10 月，他计划再带一名夏威夷代表来福州交

流。在过去的 30 年里，程高登夫妇一直专注于中美民间交流，他们

相信这可以增进两国人民间的理解。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多走动、多交流才能增进了解和情谊 。

134 年前程吕底亚来到福建，种下一颗友谊的种子，如今，这颗种子

破土而出，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不断生长。

“在鼓岭，中美人民的友谊已经延续了 100 多年，具有深远的意

义。”程高登说，这其中包含着可以让世界走向更光明未来的密码。

程高登：教育事业孕育中美人民友谊的种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一迪

伯兰德·伊莉斯 （Behland Erin Elise） 从来没有想过，中国

文化会如此有吸引力，以致原本听从父亲建议只想选修中文 1 年

的她，竟然坚持学习了 6 年时间。

“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父亲对中国文化也不太了解，他

只是认为中国将是下一个崛起的国家，希望我们能更多地参与

到美中的国际交往中 。”如今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

究生二年级的伊莉斯说，中国文化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美中青年的交往代表了两国未来的关系，她期待用

青年突破常规思维，以开放包容的态度与中国朋友建立更加长

远深厚的友谊。

除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伊莉斯还通过暑期交流项目，与中

国的两个寄宿家庭成为永远的“家人”。

第一个寄宿家庭在辽宁大连，家里有一对中年夫妻和一位老

人。当时，伊莉斯和他们都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只能通过比划

来交流。伊莉斯说，每次到吃饭时，奶奶就拿着筷子在她面前

演示，她因此学会使用筷子。直到现在，她还经常与奶奶视频

通话，甚至回到美国还会用筷子吃饭，因为她觉得用起来更得

心 应 手 。“ 我 遇 到 的 每 个 中 国 人 都 很 善 良 、 慷 慨 ，尽管我们语

言的沟通能力和理解力有限，但只要一回到家，我就会感受到家

人般的温暖。”

同样被中国文化吸引前来求学的还有来自美国的北京大学燕

京学堂研究生一年级学生梅学谦 （Alexander William Mayers）。

他对宋词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充满憧憬和好奇。

“我认为中国的很多文化，尤其是古代诗歌，可以教会我们

很多人与自然的关系。我想把中国古代关于描写自然的诗歌视角

引入当代国际关系中，比如关于环境的政治与公共政策。”在中

国历史中，最让梅学谦着迷的是宋代。“宋代政治稳定、经济繁

荣、文化昌盛，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他觉得，

宋词宛如一条河，带着 1000 年前的历史温度和情感流淌到人们

面前，“我们应该在历史的记忆中找到并珍惜人与自然、国与国

友好交往的答案”。

“青年是中美民间友谊的见证者，若干年后，我们可能会成

为两国政府对话的代表，我们应该清楚民间交往对于国际关系的

重要性并发挥自己的作用。”梅学谦说道。

北 京 大 学 燕 京 学 堂 研 究 生 一 年 级 学 生 柯 仙 雅 （Amanda
Rose Cassano） 在中国交了很多好朋友，这些朋友让她感到了温

暖，也学到了课本中学习不到的风土人情。

有一次，柯仙雅和好朋友去广西桂林旅行，在登阳朔的月亮

山时，她为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所震撼。“山的中间有一个巨

大的形似弯月的洞口，拾级而上，能够透过洞口看见天空中不同

时刻的月亮。”让柯仙雅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她在月亮山上树立

的介绍牌上看到，这里也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1976 年访华时游

览的地方。尼克松当时说：“我和我的夫人访问过世界上 80 多个

国家 100 多个城市，我可以毫无保留地说，我们所访问过的大大

小小的城市中，没有一个比得上桂林的美丽。”

“这段佳话仿佛让我与中美友好交往的历史产生了连接。‘天

涯共此时’，我希望未来我们能够继续建立跨国界的友谊、青年

学生交流，这是两国建立信任的基础，也是民心相通的关键。”

柯仙雅说道。

美国留学生：从中国文化探寻友好交往的密码

习近平主席向“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
坛致贺信中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
访问鼓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
愿。30多年过去了，‘鼓岭之友’和两国各界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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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年的鼓岭故事是鼓岭精神的根，新的
鼓岭故事还在不断续写、传承。一代代鼓岭家
族用自己的努力，展现出中美人民“多走动，
多交流”的珍贵情感。

艾奥瓦州的马斯卡廷是密西西比河畔一个
安静祥和的小镇。这里因为同习近平主席跨越
近 40 年的缘分而闻名遐迩。1985 年，习近平率
团考察时曾住在这里；2012 年，时任中国国家
副主席的习近平访美时故地重游，与老朋友们
再次相聚，共忆往事。如今，马斯卡廷已成为
中美人民友好的一个缩影。

2022 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美国艾奥瓦
州友人萨拉·兰蒂女士，鼓励她和艾奥瓦州老朋
友们继续撒播友好的种子，为中美两国人民友
好作出新的贡献。

从鼓岭到艾奥瓦州
中美人民友谊生生不息

国 际

6 月 28 日 ， 福 建 福 州 ， 鼓 岭 景 区 万 国 公 益 社 ， 程 吕 底 亚 后 裔 程 高 登 在 座 谈

会 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曲俊燕/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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