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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02222中中国国（（曲曲
阜阜））国国际际孔孔子子文文化化节节
  第第八八届届尼尼山山世世界界文文
明明论论坛坛””99月月2266日日至至2288
日日在在曲曲阜阜举举办办。。大大众众
日日 报报 今今 起起 推推 出出 ““ 对对
谈谈””大大型型融融媒媒报报道道，，
着着眼眼于于世世界界文文明明交交流流
互互鉴鉴、、中中华华优优秀秀传传统统
文文化化走走出出去去，，邀邀请请中中
外外友友人人分分别别讲讲述述““我我
的的中中国国故故事事””““我我的的
海海外外故故事事””。。

　　“我最早对青岛的认识是在地理课上。
当时的我还是个生活环境较为贫穷的少年，
当然也想不到未来有一天，青岛竟成了我的
第二故乡。”青岛市荣誉市民、德国曼海姆市
前第一副市长诺伯特·艾格说。
　　1989年初夏，艾格和妻子玛格丽特第一
次来到中国。当时，他已经担任曼海姆市第
一副市长8年多了。“到了青岛，我们住在海
边一个风景优美的酒店，妻子和我在阳台上
看到许多游客在海滩上享受着休闲时光。自
那时起，我们深信中国是度假胜地，并且每
年定期到中国度假，也常去青岛。”艾格说。
　　1994年，应莱茵化学（青岛）有限公司邀
请，艾格代表曼海姆市政府到青岛参加新工
厂奠基仪式。“我们在厂区种下一棵树，在之
后的访问中，我目睹了这颗树苗的茁壮成
长。”艾格说。
　　2014年，曼海姆市参展青岛世园会并

设立曼海姆花园，该花园设计被组委会授
予金奖。作为顾问，艾格还参与了中德生
态园的建设。
　　“与青岛打交道的经历，使青岛成为
我的第二个家。我还为这个第二故乡写了
一本介绍它的书——— 《通往世界的大
门——— 我眼中的青岛》。”艾格说。
（□记者　戴玉亮　通讯员　于朋朋　报道）

青岛市荣誉市民、德国曼海姆市前第一副市长诺伯特·艾格———

我为青岛写了一本书

　　马来西亚友人曾新明，2019年7月来到
临沂，现在是临沂大学传媒学院的一名老
师。曾新明对临沂的红色文化感触颇深，
特别是沂蒙精神。他认为，新时代的青少
年应该传承红色文化，大力弘扬沂蒙精
神，把沂蒙精神融入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液
和灵魂。这也是曾新明选择来临沂的一个
重要原因。
　　曾新明说，临沂大学传媒学院支持我
的想法，成立了媒苑作坊工作室，希望培
养出能用影片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中国文
化的人才。“媒苑作坊工作室的标识是我
设计的，里面有五角星。我教育学生要热
爱祖国，不要忘记中国的历史，通过电影
把中国的文化向全世界推广。”
　　“在课堂上，听他给我们讲如何叙述故
事的时候，感觉他对中国不同时代的文化、
历史背景，以及现在社会的时事热点了解很

多。”曾新明的学生王婷告诉记者，他们拍的
每一部微电影都聚焦当下，弘扬正能量，题
材包括关注留守儿童、戏曲文化等。
　　目前，媒苑作坊工作室计划拍一部名为
《角》的微电影，主要讲述中国的京剧文化，
并融入临沂的文化元素。曾新明表示，京剧
这个中华文化，必须要保留下来。（□记者　
戴玉亮　通讯员　梅香玉　宋天健　报道）

临沂大学传媒学院老师曾新明———

向世界推广沂蒙文化

　　12岁的奕华和10岁的昊华是来自法国
的两兄弟，爸爸是法国人，妈妈是山东潍
坊人。但两兄弟从小就听妈妈讲中国故
事，充满了对中国的向往。2021年，两兄
弟随妈妈来到中国，现在是潍坊高新双语
学校的学生。
　　来中国之前，他们就听过《西游记》的故
事，得知潍坊十笏园恰好是电视剧《西游记》
中“高老庄”的取景地时，奕华和昊华非常激
动，对《西游记》的兴趣更加浓厚了。
　　两兄弟经常参加潍坊当地的非遗文化
活动。有一次，两人参加了潍坊高新区的非
遗文创“瓷叫虎”的制作工艺展示活动，被传
统工艺折服。拿着自己制作的瓷老虎，奕华
说：“这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好机会。
我会向更多的朋友讲述在中国的故事。”
　　“每个周末，我和弟弟都去学习武术、书
法和乒乓球。”奕华用流利的汉语告诉记者，

“中国功夫在法国很受欢迎，我的同学都想
学习。”说到这，弟弟昊华还给记者施展了一
下“拳脚”。
　　“在学校里，我们和老师同学们相处
得很开心，汉语也进步得非常快。”奕华
说，“我打算以后在中国读大学，清华和
北大是我心中的目标。”（□记者　戴玉亮
　通讯员　于朋朋　报道）

潍坊高新双语学校奕华、昊华———

法国两兄弟迷上《西游记》

　　日本友人石川航太，现任海美塑品有
限公司总经理。因为对中国历史非常感兴
趣，石川航太主动辞掉在日本的工作，自
费来到中国留学，在大连外国语大学学习
了一年。留学经历让石川航太对中国历史
和传统文化的兴趣愈发浓厚，加之看好中
国的发展机会，他索性不再回日本，留在
中国开展业务。
　　海美塑品在潍坊市昌邑市柳疃镇。石川
航太参加过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活动，他触动
很深的是一次参观丝绸博物馆的经历。在那
里，中国丝绸的历史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现在我们公司也有编织产品，所以看到古
代的丝绸纺织设备，不由得联想起我们现在
的产品设备，两者有一定的相似性。这让我
感受到了行业的历史和文化的传承。”石川
航太说，疫情影响下公司的顾客和朋友无法
相聚山东，疫情结束后一定邀请他们来了解

古老的丝绸文化和厚重的华夏历史。
　　石川航太认为，以前中国的制造业产
品相对简单，但随着技术的进步，现在已
经形成了从原材料到加工制造一体化的运
作模式。“下一步，我会从设计开始做起，
用心做好产品，为潍坊、山东的制造业贡献
自己的力量。”（□记者　戴玉亮　通讯员
　于朋朋　报道）

海美塑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石川航太———

难忘那次丝绸文化之旅

　　张长晓现居米兰，祖籍山东省平阴
县，目前担任意大利中国文化交流与发展
中心主任，意中文化旅游促进会主席，意
大利山东商会会长等职务。张长晓介绍，
如今“中国制造”使得华人在意大利获得
了新的身份认同。
　　张长晓初到意大利时使用国产手机，很
难找到适配的充电器。现在，张长晓却发现

很多意大利餐馆往往只提供小米和华为的
充电器。如今，华为5G 产品、大疆无人机等
中国高科技产品，在意大利十分流行。在米
兰地铁中，华为广告随处可见。
　　近几年，张长晓担任了两届意大利华
人春晚总导演，并与米兰市政府共同策划
了历史上首个米兰中国文化周。欧洲唯一
的中国音乐节——— 杏仁音乐节，也是由张
长晓主办的。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加
入推广中国文化的行列中。
　　张长晓说，他每天打开Facebook、邮
箱等，总会收到大量意大利企业、政府及
个人发来的资讯，有人询问该如何去中国发
展。作为为数不多的在意大利从事文化产业
的中国人，张长晓成了当地的“香饽饽”。
2016年，张长晓获得了G.Falcone-P.Borsellino
意大利共和国特殊国际贡献奖。（□记者　
戴玉亮　通讯员　刘艳丽　报道）

意大利山东商会会长张长晓———

“中国制造”风靡亚平宁半岛

　　矫超自2015年起，在匈牙利先后投资E
－talkingclub、INNOTEQ等企业，目前定
居匈牙利，任中东欧中国科技交流协会会
长、山东鲁商联盟会匈牙利分会会长、匈
牙利华侨华人企业商会副会长。2017年，
矫超被中国孔子基金会授予“海外孔子文
化大使”称号，2020年获匈牙利科扎尔米
什莱尼市荣誉市民称号。

　　矫超热心为中匈两国的友好交往而奔
波。2021年9月，济南平阴县与匈牙利科扎
尔米什莱尼市签订友好交流意向书，缔结
为友好城市，而这离不开矫超的牵线搭
桥。每次回国，矫超都带回科扎尔米什莱
尼市长卡洛伊送给平阴人民的礼物和祝
福，而每当返回匈牙利时，他也定会为卡
洛伊市长带去平阴的特色物产。山东人的
“好客”与儒家的“尚礼”，通过矫超的
传达，让匈牙利人民有了深切体会。在
2022年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卡洛伊市长通
过网络给平阴县人民发来新年祝福，希望
可以尽快展开互访，进行经济文化交流。
　　5年的时间里，矫超频繁地往返于中国
与匈牙利。他正在积极促成烟台蓬莱区与
匈牙利托卡依市的“葡萄酒城之约”，目
前双方政府已交换官方文件。（□记者　
戴玉亮　通讯员　刘艳丽　报道）

中东欧中国科技交流协会会长矫超———

做中匈友城合作共赢的“媒人”

　　“在中国春节的这一天，越来越多的
外国人会穿着红色衣服，会说‘恭喜发
财’，会吃中国甜粿。”蔡少华说。
　　1996年，蔡少华怀揣全部家当，带着
全家老小来到菲律宾南岛的卡加延德奥罗
市。“刚到这里的时候，只有少数的新华
侨，很多当地人对华人相当好奇。由于和
当地人的语言沟通不畅，生活和交流存在

一定的困难。”蔡少华回忆说。
　　后来，随着华人的逐渐增多，新华人
们有了自己的社团。华人谦虚、内敛、勤
奋、吃苦耐劳，热心公益慈善事业，积极
融入当地社会，得到了当地居民和各级政
府的普遍赞誉。特别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
和国际形象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当地人想
要了解中国文化。蔡少华也因为吃苦能
干，在当地事业有成，当选为菲律宾中国
致公党东棉省支部荣誉主席。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当地人爱上了中国
文化和美食。他们喜欢中国红，使用中国日
历，能够熟练使用筷子，“恭喜发财”“你好”
“谢谢”等中国话也说得非常流利。很多当地
大学生对中国有了浓厚兴趣，把中国当成毕
业旅行的第一站。华人社团积极回馈当地群
众，传播中国文化，得到广泛认可。（□记者
　戴玉亮　通讯员　刘艳丽　报道）

菲律宾中国致公党东棉省支部荣誉主席蔡少华———

越来越多的中国红

　　2010年5月，一个偶然的机会，刘仁堂
来到了西非国家加纳。经过三个月的考
察，刘仁堂在加纳注册了一个公司，主要
经营建筑材料，从此开启了十几年的非洲
之旅。
　　日常工作中，为了传播中国文化，刘
仁堂会教给当地员工一些汉语的礼貌用
语。有一年春节，为了给国内朋友拜年，

刘仁堂特意组织员工录制了一个小视频，
让大家说“身体健康、春节快乐、平安幸福、
万事如意”等。在说完“恭喜发财”之后，三十
多个当地员工整齐地加了一句“红包拿来”。
“这是我在教他们时的一句玩笑话，他们在
搞明白含义之后，居然偷偷地加了进来。自
此之后，我每年春节都给他们一点福利，鼓
励他们说中国话，这也作为公司的一项传统
延续至今。”刘仁堂说。
　　今年9月10日，是中国的中秋节。刘仁
堂的加纳朋友送给他一些当地美食，作为
回赠，刘仁堂送给了对方一盒月饼。刘仁
堂给加纳朋友讲述了月饼的寓意：中国人
把圆月视为团圆的象征，所以中秋节又称
为团圆节。加纳的朋友非常认同，说：
“其实，我们两个国家就像两个家庭一
样，友谊一定会长长久久，永远是朋
友。”（□记者　戴玉亮　报道）

在非洲经商多年的刘仁堂———

加纳员工学会了“红包拿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