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肉、椒盐虾、水煮牛肉、麻婆豆腐

等菜品。

因为秘鲁对文化的包容性，

很多源于中国的词汇已被纳入

当地语言，并被频繁使用，尤其

是在口语表达和日常写作中。

包括“Chifa”在内，诸如，在秘鲁

出生的华裔被称为“Tusan”（粤

语“土生”的意思）；粤语中对生

姜的称呼“Kion”等。

值得一提的是，部分移民历

史较长的华人家族为融入当地

社会改用西班牙语姓氏，从姓

氏或面孔难以辨别不少秘鲁人

的华裔血统，但他们却对自己

的血统有着清楚认知，还有很

多有着类似情况的秘鲁华裔试

图寻找他们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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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拥有千年文化宝藏的国家，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景观和丰富多样的美食，南美洲最

重要旅游目的地之一。”国际旅游杂志《Go Travel》在文章中这样介绍秘鲁。

对中国人来说，秘鲁是太平洋彼岸的“邻居”；对秘鲁人来说，中国人被亲切地称作“老乡”。

从 1849 年首批华人抵达秘鲁至今，中国人移民秘鲁已有 170 余年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有

中国血统的秘鲁人超过 300 万，约占秘鲁总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

100 多年来，华人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逐渐融入秘鲁主流社会。华裔从政从商、从军从文，

在各行各业都有佼佼者。他们与中国根脉相连，对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近

年来，中拉人文交流合作走深走

实。从多个拉美国家涌动“汉语

热”到中拉影视文学作品互译，从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到中华传统文

化在拉美地区广为传播，人文交

流架起跨越太平洋的中拉友谊之

桥。

在这其中，华侨华人扮演着

重要角色：办中文学校，教授中华

武术……他们用实际行动，为拉

美地区的“中国文化热”贡献侨力

量。

“越来越多巴西学生开始学

习中文”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前

不久，在巴西里约中国国际学校

“中文日”活动中，一群不同肤色、

不同国籍的孩子全神贯注地书写

唐诗，认真完成一场书法比赛。横

平竖直，运笔平稳，足以看出他们

平时坚持练习的“功底”。

里约中国国际学校是拉美地

区第一所中文全日制学校。学校

是在中国驻里约总领馆的支持

下，由在巴华侨华人及中资企业

资助成立的。目前，学校共有 82

名在校生，其中华裔学生占一半

以上，其余学生来自巴西及其他

国家和地区。校董会董事长郑侠

茂介绍，学校采用中英葡三语授

课，已纳入巴西当地公共教育系

统。中文教育是学校的一大教学

特色，语文、数学课均采用中国国

内义务教育教材，并与国内课程

体系同步。

葡萄牙小姑娘马丽（Maria）

已经在里约中国国际学校学习了

3年多。从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

到能流利地使用中文交流并深入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马丽成了一

个“中国迷”。她经常向学校的中

方老师咨询如何去中国留学。马

丽的父母也在女儿的影响下，积

极参与学校举办的“家长汉语课”

并表现突出。

“学校定期举办书法课、茶

艺课、汉字比赛等校园活动。针

对学生家长群体开设的汉语及

中国文化课程也很受欢迎。”郑

侠茂说，每逢端午节、中秋节、春

节等中国传统节日，学校也都会

举办庆祝活动，向学生们介绍中

国文化习俗和历史典故。

今年是中巴建交 50 周年，

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活动在学

校接连举办。12 月，筹备已久

的“中国文化体验周”活动即

将开幕，来自中国国内的 10

多位专业教师将为学生们教

授民族舞、武术、诗词朗诵、中

国画等课程。此次活动不仅面

向本校学生，还向当地少年儿

童开放免费名额。

“华侨华人是中巴文化交流

的桥梁。”郑侠茂表示，将尽己

所能推动汉语和中国文化在巴

西的传播，鼓励不同国家学生相

互交流、建立友谊，为促进多元

文化交流融合贡献力量。

“推动中国武术走进更多阿

根廷民众的生活”
上午 10 时，在阿根廷首都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武术俱

乐部内，教练陈敏开始了一天的

教学。从压腿、下腰等基本功，

到各个招式的拆解，再到完整的

一套动作，陈敏耐心地讲解示

范。学员们跟随教练的一招一

式，认真练习。

陈敏祖籍浙江台州，5 岁开

始习武，9 岁成为浙江省武术队

年龄最小的队员。职业生涯期

间，她多次获得全国武术冠军，

并获东亚运动会双冠王。退役

后，陈敏来到阿根廷发展。她的

丈夫洪文武也是专业武术运动

员出身，曾是阿根廷国家武术队

队员，获得过泛美武术锦标赛冠

军。2008 年，夫妻俩共同创办了

一家武术俱乐部，推广中国武术

文化。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俱乐部

已建起 4个教学点，第五个教学

点正在筹备中。“我们已经与阿根

廷著名足球俱乐部———河床足球

俱乐部合作签约，在那里设置一

个教学点，由我们提供师资，为河

床足球俱乐部的会员授课。”陈敏

说。

从第一堂课的一名学生到如

今的四五百名学生，洪文武和陈

敏这些年收了一批又一批的“洋

弟子”，年龄跨度从 4 岁到 80 多

岁。学员们跟随他们深入了解并

学习了“神秘”的“中国功夫”，也

被中国武术文化的精神深深影响

和鼓舞。

阿根廷少年马尔科，5 岁起

就跟随陈敏学习，如今已经有了

8 年的武术功底。从过去的叛逆

小孩到如今少儿武术课上负责

任的大师兄，马尔科的变化让他

妈妈感慨，武术让孩子集中注意

力，更有纪律性。还有一位身患

癌症的阿根廷学员，在 8 年时间

里坚持练习太极拳。她说，对中

国武术的热爱以及共同习武的

老师和同学，给了她与疾病抗争

的勇气。

“办学之初，我希望自己培养

的学员都能成为专业运动员。现

在，这种心态已经发生了转变，我

还要努力推动中国武术走进更多

阿根廷民众的生活，让其中蕴含

的丰富文化更加深入人心。”陈敏

说。

（李嘉宝 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华人抵达秘鲁开启艰苦创业历程

据史料记载，秘鲁首都利马

早在 1648 年和 1656 年就有华人

的活动存在。但华人第一次真正

意义上的大规模移民秘鲁是从

1849 年开始的。

据秘鲁中华通惠总局理事

兼《秘华商报》社长邓振棠介绍，

鸦片战争结束后，人口贩子在中

国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寻找“契

约华工”，然后集中到澳门、香

港，签约后由买主运到秘鲁充当

劳工。

1849 年，首批“契约华工”75

人乘坐丹麦商船“费德里科·吉耶

尔莫号”，经过 120 天的艰难航

行，于 10 月 15 日抵达秘鲁卡亚

俄港，开启华人在南美洲“山鹰之

国”艰苦创业的历程。

最初，大部分华工被安排到

鸟粪岛或种植棉花、甘蔗的大庄

园务工，劳动量大、待遇差，甚至

人身自由受限。直到 1874 年，清

政府和秘鲁签署条约，终止“契约

华工”输入，这为华人在秘鲁的地

位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

据统计，1849 年至 1874 年

间，约有 9.2 万名中国劳工通过契

约劳工的方式来到秘鲁，他们的

契约合同通常为 8至 10 年。

随着契约劳工制度的结束，

20 世纪初，新一批自由移民到达

秘鲁，逐渐融入当地社会，创办了

商店和餐馆，特别是在利马的唐

人街，奠定了华人社区的文化和

商业基础。

“契约华工”以及随后的华人

移民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习

俗和文化带到秘鲁，把生产技能

传授给当地人民，为秘鲁的经济

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

中国生活方式融入秘鲁当地文化

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华人不

仅在经济上作出了巨大贡献，还通

过饮食、文化和商业活动深刻影响

秘鲁社会，华人移民为多元化的秘

鲁社会增添一抹新的色彩。

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秘混合

饮食文化的代表“Chifa”餐饮。

“Chifa”（吃饭）一词语源于广东

话，指的是提供中国菜的餐厅或

场所，也泛指在这种中餐馆烹制

和供应的所有菜肴。

秘鲁中山会馆主席陈伟业介

绍说，如今，“Chifa”餐饮已成为秘

鲁美食文化的一部分，首都利马拥

有近 1万家中餐馆，在这些餐馆里

都可以直接用中文点菜：炒饭、炒

面、云吞、杂碎、白切鸡、白菜，随随

便便都是中国常用的菜名。

秘鲁川渝商会会长李冬生在

利马经营川味馆已有 20 余年，他

说，当地菜品偏向甜酸味，而川菜

是麻辣鲜香的重口味。当地民众虽

对川菜了解不多，但尝过川菜后对

其评价非常高，不少人爱上蒜泥白

华侨华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024 年是华人抵达秘鲁

175 周年。175年来，华侨华人经

过艰苦奋斗，在秘鲁政界、商业、

文化和科技等多个领域取得不

俗成绩，助推秘鲁社会各界对发

展与中国关系的热情。

在秘鲁政界，华裔（或混血华

裔）出任过国会议长、总理、政府

部长等高级职位，而任职国会议

员、地方行政长官者更是比比皆

是。陈路、伍绍良两位秘鲁华裔

还曾担任过秘鲁驻中国大使。

秘鲁《公言报》总编辑孟可心

在秘鲁从事媒体工作近 30年，他

采写过许多华侨华人的故事。从

发明“曲灌法”使水稻大幅增产，

获得秘鲁政府勋章的老华侨戴

宗汉，到无私奉献，捐赠物业给多

个华人社团的侨商刘金良，再到

推动秘中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

使者何莲香……华侨华人对秘

鲁的贡献，孟可心如数家珍。

在孟可心看来，华人从起初

的底层苦力，到逐步赢得当地

社会的尊重，凭借着吃苦耐劳、

与人为善的优良品格以及聪明

才智，逐渐积累财富，在秘鲁闯

出了一片新天地。

100 多年来，秘鲁华侨华人

携手同行，通过结成侨社等形

式，互相扶助，维护华侨华人权

益，并在文化交流、教育发展和慈

善活动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其

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秘鲁中

华通惠总局。

秘鲁中华通惠总局主席罗

杰文介绍，秘鲁中华通惠总局

筹建于 1884 年，1886 年正式成

立，是秘鲁华侨华人的全国性

总机构。“通惠”二字，意在“通

商惠工”。其宗旨是：总理秘鲁

华侨的慈善公益事业，加强华

侨相互扶助，继承和发扬中华

民族传统，维护华侨权益。

近几十年来，秘鲁中华通惠

总局坚持开设免费诊所，为侨胞

进行免费健康检查，定期慰问当

地老华侨，为新华侨补习西班牙

语，为华裔子弟提供中文学习班、

太极拳学习班等，帮助他们学习

中华文化，延续中华文脉。

作为秘鲁最大侨团，秘鲁中

华通惠总局亦为中秘友好发挥

重要作用。

11 月 16 日，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

当地进入 APEC 时间，秘鲁诸

多华人社团忙碌其中，中国与

秘鲁的友谊篇章将得到续写。

（韩辉徐文欣门睿来源：中国侨网）

近日，秘鲁中山会馆举行成立 周年庆典。（陈伟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