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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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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福州举行

的“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致贺信时强调。

6月 28日，“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论坛在福州市

举办。鼓岭山上放置展板欢迎美国“鼓岭之友”“回

家”，他们来自不同家族，他们的祖父辈、父辈曾在鼓

岭生活，留下的美好回忆和精神遗产，激励着后人一

次次重返海外“故乡”，传承中美两国民间友好交往的

佳话。

跨越山海的民间友好

盛夏的福州，天气炎热。从城区驱车半个多小时

便到了鼓岭，山上有着一丝丝的凉意，让人心旷神

怡。平均海拔 800多米，夏季平均气温在 24℃左右，

让鼓岭自古就是一个避暑胜地。100多年前，有大批

西方商人、传教士、领事人员陆续到福州，不耐酷暑

的他们在鼓岭兴建度假别墅，并发展起俱乐部、网球

场、邮局等配套设施。

鼓岭故事要从一名美国老人密尔顿·加德纳说

起。1901年还在襁褓之中的他随父母来到福州，在

鼓岭度过童年，1911年随父母迁回美国加州。加德

纳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再回到儿时的中国故园看一

看，令人惋惜的是，直到去世也未能如愿。临终前，

他仍不断念叨着“Kuliang，Kuliang”。

加德纳去世后，加德纳夫人为了实现丈夫的遗

愿，也多次来到中国，却一直无法找到亲人魂牵梦绕

的第二故乡。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刘中汉参加志愿

服务时，去陪伴孤寡老人加德纳夫人，他得知了密尔

顿与中国的情缘。“他们那种挚爱鼓岭的世纪真情，

深深地打动了我。”刘中汉便帮助她找“Kuliang”，

却一直没有找到。

“直到有一天，加德纳夫人在丈夫的遗物中发现

了 11枚印有‘福州鼓岭’字样的邮票，这才有了眉

目。”当时，刘中汉反复认真分析，查阅资料，终于弄

清，“Kuliang”就是中国福州的“鼓岭”。1992年 4
月 8 日，刘中汉以笔名钟翰在《人民日报》登载了

《啊，鼓岭！》的文章，引起了关注，加德纳夫人也回

到了丈夫心心念念的鼓岭。

随着越来越多尘封的鼓岭往事掀开面纱，鼓岭

故事的主人公由最初的加德纳家族，增加了柏龄威

家族、穆蔼仁家族、柯志仁家族、蒲天寿家族等。

穆言灵这次在来华参加“鼓岭缘”中美民间友好

论坛活动前，再次赶到康涅狄格州南部小镇拜访林

恩先生，给他带去了猪肉白菜馅的饺子。面颊清

癯、白发苍髯的百岁老人忆起鼓岭的童年生活，自

然切换到一口流利的福州话，眼里闪动着生动光

芒。

林恩是柏龄威最小的儿子，出生在福州。他年

少时用柯达相机拍摄了鼓岭老街、商店以及孩子们

玩耍等场景。老人家中至今珍藏着几本厚厚的相

册。

穆言灵的公公穆蔼仁曾在福州任教，后来又作

为美国“飞虎队”成员支援中国抗战，战后留在福建

协和大学教授英语十余年。他的小儿子穆彼得就

出生在福州。2015年，穆彼得、穆言灵夫妇来到福

州，按父亲遗愿将其部分骨灰撒入闽江。

正是那次鼓岭行之后，他们四处奔走，开启了对

鼓岭历史文化的探寻。建网站、查阅档案资料、与中

国学者深入合作，这对夫妇做了大量工作，发掘收集

鼓岭相关文字资料、图片和实物超 1000件（套），并找

到了更多“鼓岭之友”，更多鼓岭故事走出历史的尘

封，走进人们的视野。

蒲天寿曾任福州协和医院院长，4个子女都在福

州生活过，二女儿蒲美珠 2017年用流利的福州话朗

诵歌谣的视频深受网友热捧。

每一个鼓岭故事情节各有不同，但共同承载着这

些美国友人与中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柯志仁外

孙女毕乐华在论坛上动情地说，中国是她外祖父母挚

爱的家，是父辈们成长的地方，她如今来到这里，也爱

上了中国和中国人民。

生生不息的友谊之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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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强调。

鼓岭故事有着跨越时代和地域的生命力。继续

发掘研究这份历史文化遗产，向中外民众讲好鼓岭故

事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都是这份遗产的继承者。”穆言灵说，鼓岭

故事向人们证明了，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们

可以求同存异，友好情谊可以代代传承。

“和平、友谊和爱”是“鼓岭之友”浓缩提炼的鼓岭

精神。一个又一个鲜活可亲的人，一件又一件温暖动

人的事，架设起一座又一座心灵的桥，拉近了中美两

国人民的距离。正如卢卡·贝隆所说，美中两国人民

之间的友好是真实可感的，也是坚实深厚的。

“这是我们带过来的友谊菜。”在鼓岭踏访时，穆

言灵看到陪同的工作人员拿着的一把韭菜兴致勃勃

地说，韭菜在鼓岭又叫亥菜。早年，在鼓岭避暑的外

国人，从国外带来了这种蔬菜，还送给当地村民分栽，

村民问这是什么蔬菜，听不懂中文的外国人以为是向

他打招呼，就回了一声“嗨”，村民就把这种菜命名为

“亥菜”。

这份友谊穿越了时空。穆言灵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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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有不同之处，但

我们可以建立友谊，而且这种友谊可以代代相传。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提到的“千年柳杉”正是鼓

岭情缘传承的见证。

李·加德纳是加德纳先生的侄孙。这次重回鼓

岭，他讲述了 3个“树的故事”：上世纪初，儿时的加德

纳先生常和小伙伴一起爬上鼓岭的这棵千年“柳杉

王”玩耍；1992年，加德纳夫人结束对鼓岭的访问时，

特意带走了一块树皮；2018年，李和哥哥来鼓岭时特

意合抱了这棵老树，追忆家族的“鼓岭之根”。

蒲天寿家族的鼓岭故事同样续写了新的篇章。

这是家族年轻一代凯蒂·巴伯第一次来中国。她一路

上被众多鼓岭故事深深吸引，被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

打动。“以前总是听长辈讲他们的故事，我亲自来鼓岭

看一看就有了自己的故事，我会在心中铭记这些故

事，并讲给我的下一代听。”巴伯说。

林轶南长期从事福州近代史研究，并与穆言灵组

成了“跨国组合”，已经完成了鼓岭的一系列场馆的展

纲、解说牌、鼓岭历史文化研究报告，以及“家谱”网站

和一些建筑的查找和复原。之后他想继续完成“鼓岭

共同记忆博物馆”、鼓岭口述史计划和更多鼓岭后裔

信息的搜集和整理，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完成鼓岭文化

的延续。“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

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中国有句谚语‘薪火相传’，火炬在一代代人

之间传递。美中之间的友谊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

需要培育这种友谊，并将其传递给我们的孩子。”美

国驻广州总领事耿欣表示，鼓岭故事表明，中美两

国人民之间形成的纽带超越了世代和政治，体现了

我们固有的人类共性。

全国对外友协会长林松添说，“鼓岭故事”是中

美人民友好交往的珍贵佳话。人民友好既是一笔

宝贵的财富，更为两国关系发展提供重要基础。中

美关系的基础在民间，相信只要双方人民互相尊

重、互学互鉴，就一定能把中美源远流长的民间友

谊继续发扬光大。 （来源：新华社、东南网）

穿 越 百 年 的 鼓 岭 故 事

中美各界人士在鼓岭种下桂树 （来源：东南网）

鼓岭邮局 （来源：东南网）

鼓岭万国公益社 （来源：东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