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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范長江行動
香港傳媒學子福建行

之2

▲在鼓嶺．家族故事展示館，鼓嶺文化研究者（左
一）介紹美國老人的 「鼓嶺圓夢記」 。 新華社

掃一掃有片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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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實習記者 王約、李佳琳、黎鴻業、黃彥彰福州報道

「這棵千年柳杉王有多高？百年游泳池現在還能用嗎？鼓嶺亥菜的名稱是怎麼來
的？」 ……7月4日，「2024范長江行動福建行」的香港傳媒學子們走進福建福州

鼓嶺，走訪柳杉王公園、百年游泳池、大夢書屋（李世甲別墅）等古街古厝，聆聽百餘年
前中西方人士心心相交的佳話。今日的鼓嶺，百年前的國際社區，如今已成為東西方文
明交流的重要窗口。在鼓嶺這個中美民間友好交往的見證地，外籍遊客迎來顯著增長。
福州鼓嶺旅遊度假區工作人員表示，今年每個月接待外國遊客人數比往年明顯增多。

位於福州市東郊的鼓嶺，依偎在雙鼓橫斷山脈
之中，其海拔最高點達998米，賦予了這片土地
「避暑勝地」 的美譽。一步入鼓嶺，學子們體感高
溫就被一陣清涼的林風所消解。據史料記載，作為
五口通商口岸的福州，一批又一批的西方商人、外
交官員和傳教士來到這裏。19世紀80年代，旅居福
州美國傳教士吳思明無意中發現了這處清涼的避暑
勝地，於是，大批生活在福州的洋人紛紛在鼓嶺興
建別墅，開啟了外僑在鼓嶺避暑的序幕。

活化利用古厝 鑄文化交流名片
沿着蜿蜒小道前行，中外友好水井（崎頭頂古

井）、鼓嶺郵局、萬國公益社等古蹟遺址映入眼
簾。曾是中國四大夏季郵局之一的鼓嶺郵局，斜頂
青瓦，內部古香古色，如今不僅恢復了最早的郵戳
樣式，還提供郵政文創產品，成為遊客寄送明信片
的熱門地點；名噪一時的萬國公益社是當時的網紅
打卡點，見證着嶺上的 「西式貴族生活」 ，成為許
多外僑難以忘懷的記憶。如今，萬國公益社被打造
成 「鼓嶺故事」 展館，圖文並茂地傳頌着中西方人
士在這片土地上交流交心的佳話。

在鼓嶺，每一棟建築，都有着獨特韻味；每一

條階梯，都有着獨特故事；每一片磚瓦，都承載着
歲月痕跡。在鼓嶺的鼎盛時期，366幢歷史建築曾
矗立於此。今日的鼓嶺，百年前國際社區的印記依
舊清晰，儘管昔日商舖已不復存在，但一間柯達照
相館的老招牌依舊保留，見證着歷史的變遷。

為延續 「鼓嶺故事」 ，當地推動鼓嶺歷史建築
的保護修復，陸續完成宜夏別墅、萬國公益社等歷
史建築的修復提升。其中，由李世甲別墅活化利用
而來的大夢書屋，成為文化交流的場所。 「近兩年
外國遊客明顯變多，我們準備了有關中美友誼的英
文書籍。」 店長陳斌介紹， 「附近外國語學校的中
外學生也常來這裏聚會，鼓嶺有它獨特的內涵。」

美國青年來訪 海外遊客顯著增長
鼓嶺旅遊度假區管委會工作人員鄢京梅亦證實

了上述現象，她告訴記者： 「今年每個月接待外國
遊客人數比往年明顯增多。」 我國實施的144小時
過境免簽政策，無疑為中外文化交流構築了一座更
加便捷和堅固的橋樑，讓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
在這裏相遇。記者了解到，今年來，鼓嶺已迎來多
個中外青年旅遊團到訪，其中6月底就有500餘名中
美青年齊聚福州，參與2024年 「鼓嶺緣」 中美青年
交流周。

暨南大學香港學生黎鴻業在走訪鼓嶺後有感而
發： 「鼓嶺，這個曾經鮮為人知的山野，如今已成
為中西文化交融的象徵。 『鼓嶺故事』 有着跨越時
代和地域的生命力。在這裏，我親眼見證了百年前
中美兩國人民如何友好相處，這對我們這一代青年
的交流很有啟示作用。」

通過參觀，黎鴻業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東西方文
化在此相互包容， 「鼓嶺不僅是一個避暑勝地，更
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樑，讓我們認識到在不同文化
之間建立和諧關係的重要性。」

「回望過去，我們的近代海軍確實
經歷過一段艱難的歲月。但看看現在，

我們已經擁有了航母，這種今昔對比之下的自豪感，真是難以
言表。我很慶幸，能夠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中國。」 香港嶺南大
學學生溫家貝感言。

在閩江入海口，馬尾造船廠的舊址靜謐而莊嚴。海風輕
拂，帶走了往昔的硝煙與戰火。然而，這裏的一草一木，一磚
一瓦，都銘記着一段悲壯的歷史──馬江海戰，一場讓700餘
名將士英勇捐軀的戰役。5日，2024范長江行動福建行的採訪
團記者來到馬江海戰紀念館。蒼松翠柏掩映下，紀念館內莊嚴
肅穆。馬江海戰烈士墓的墓碑亭內，除了敬獻的菊花，還整齊
擺放着遼寧艦、山東艦、福建艦的照片。 「我們的海軍再也不
是那個落後的模樣了。這份強大，是對先烈們最好的告慰。」
溫家貝感慨地說。

馬江海戰又稱馬尾海戰，是中法戰爭中的一場海上戰役。
該役起於法國為控制台灣海峽。1884年8月23日，法國遠東艦
隊中國分艦隊司令孤拔率領艦隊突襲位於福州馬尾的福建水
師，殲滅福建水師半數戰艦，徹底癱瘓福建沿海的海上武力。
除了馬江海戰紀念館外，採訪團在馬尾同時走訪了具有百年歷
史的鐵脅廠建築，見證了中國造船技術的進步和航空工業的起
步。頂棚之下，鋼架錯落有致，彷彿一張巨大的網。 「巨網」
之下，艦船用的肋骨、龍骨等大型鋼構件在這裏製造。一系列
銅人塑像生動復原着鐵脅製作的場景與過程，百年前如火如荼
的生產場景如在眼前。

這裏不僅記錄了中國造船史上的數個第一，如中國第一艘
千噸級輪船、中華第一艘鐵甲軍艦，還有
1919年成功研製出的第一架水上飛機──
「甲型一號」 ，這些輝煌成就無不彰顯着
中國海軍從無到有、從弱到強的艱辛歷
程。
大公報實習記者溫家貝、馬見穎、張豪軒

烈士墓前「獻」航母
為國家強大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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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向高處，層層如
換形。瀑去影留白，雲來峰

失青」 ……在感受鼓嶺秀麗風景的同時，同學們
也強烈感受到歷史與現實的奇妙連接。 「彷彿我
們從鼓嶺故事的傾聽者，變成了鼓嶺故事的一部
分。」

「九十高齡的加德納夫人與加德納先生兒時的
玩伴相逢，彷彿所有的語言障礙與數十載的光陰都
消融於當下的親切與感動。」 在鼓嶺．家族故事展
示館，伴隨着講解員的解說，大家彷彿置身其中，
親眼見證這段跨越百年的異國情緣。

「鼓嶺曾有過一個頗具規模的泳池，外僑不分
男女皆於此游泳戲水，而依照當時我國 『男女授受

不親』 的文化，這是比較難以接受的。於是外僑們
便斥資在原泳池的後面另外修建了一個專供女士使
用的泳池，足以體現出他們對本地文化的尊重。也
正是因為鼓嶺上中外人民對彼此文化的接納與尊
重，大家才能一起修建 『外國本地公眾水井』 ，成
為了吃一井水的和睦 『一家人』 。」

「多麼美好的故事！」 同學們一邊聽講解員解
說，一邊不停地點頭感嘆。

「中美關係未來在青年，作為年輕人，我們有
責任主動加強與美國青年的交往交流，讓中美人民
友誼像鼓嶺上的柳杉王，千年常綠，生生不息。」
有同學如是說。

大公報實習記者蔡安培、袁逸揚、吳致遠

青年人有責任賡續鼓嶺情緣
學子手記

7 月 5 日 上 午 ，
「2024范長江行動福建

行」 的傳媒學子們來到位於福建省福州市馬尾
的中國船政文化博物館，探尋中華文脈，感知
船政文化。 「震撼」 、 「感動」 不時從香港學
子們口中說出，回望中國的船政往事，不僅是
在緬懷歷史，更是在汲取智慧和力量，啟迪未
來。

參觀中，香港學子們了解到福州船政局當
年用自身不寬裕的經費建設長樂蓮柄港水利工
程，引閩江水灌溉長樂濱海農田，當地至今受
益；了解到在馬尾海軍建設中，不同民族英雄
相互幫扶的故事，堪稱民族團結的典範。透過

數百件館藏文物，同學們感受到這裏不僅是近
代海軍的搖籃，也開啟了中華民族博採眾長、
自強不息的奮鬥歷程。

「船政的故事沒有停留在歷史，在當代仍

熠熠生輝。很多人傳承弘揚，通過展覽和交流
互鑒，讓 『向海圖強』 的船政故事被更多人知
曉。」 在參觀博物館期間，記者還遇到了許多
當地幼稚園組織的學生參觀團。帶隊的葉老師
表示： 「學校安排學生參觀博物館，想讓孩子
們從小了解民族歷史故事。」 亦有不少父母帶
孩子前來， 「只有這樣生動、真實地記錄歷
史，才能讓我們以及後人得到更好的教育！」
特意抽空帶10歲兒子一起逛博物館的陳女士如
是說。通過參觀博物館的方式加深孩子們對中
華文明歷史的認識，傳承百折不撓的民族精
神，正成為一代代中國人的教育共識。

大公報實習記者張豪軒、馬見穎、溫家貝

了解馬尾海軍歷史 傳承向海圖強精神

▶ 「2024范長江行動──香港傳媒學子福建行」
走進福州鼓嶺。圖為學子們在柳杉王公園內的千
年柳杉王前合影留念。 大公報記者帥誠攝

文化學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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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子觀察

「我相信，像這樣感人至深的故事，在中
美兩國人民中間還有很多很多。我們應該進一
步加強中美兩國人民的交流，厚植中美互利合
作最堅實的民意基礎。」
─2012年2月，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應邀訪問美國，在華盛頓出
席美國友好團體舉行的歡迎午宴時，生動講述了鼓嶺故事。

▲中國自主研發的第一艘千噸級輪船 「萬年清」 。
大公報實習記者張豪軒攝

鼓嶺故事傳遍世界
1901年，尚在襁褓中的美國人加德納隨父

母來到福州，度過10年歡樂時光。返美後加德
納最大的心願就是能再回中國看一看，但直到
1986年去世都未能如願。1992年4月，《人民
日報》刊登文章講述加德納的故事。時任福州
市委書記習近平看到文章後，邀請加德納夫人
訪華，完成了其丈夫重回兒時故鄉的遺願。
2012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訪美時，講述
了這段令人動容的「鼓嶺故事」。如今 「鼓嶺故
事」 傳遍世界，越來越多在鼓嶺生活過的外國
友人後裔來到鼓嶺，追憶百年前的中國情緣。

就在去年6月和上月24日，習近平主席分
別向 「鼓嶺緣」 中美民間友好論壇、2024年
「鼓嶺緣」 中美青年交流周發來賀信。習主席
鼓勵中美兩國民間友好人士把鼓嶺故事和鼓嶺
情緣傳承下去、發揚光大。

鼓嶺佳話，是習近平主席親自推動中美民
間友好交往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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