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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外孙女唱《茉莉花》透出啥信息
陈玉聃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海

湖庄园的会晤， 是中美关系中的里程碑

事件。而在如此重大的外交场合，特朗普

总统的外孙女阿拉贝拉和外孙约瑟夫，
因为用中文演唱《茉莉花》并背诵唐诗和

《三字经》，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人们对

这童稚表演的热情， 几乎不亚于对会谈

政治意义的关注，有的媒体还将“特朗普

外孙女演唱《茉莉花》”植入标题中。 显

然， 美方对这场表演也颇为用心，“第一

女儿”伊万卡不仅在“脸书”上公布了视

频片段，称自己“极为自豪”并特意加上

一句中文“欢迎”，还在 4 月 5 日有意无

意地公布了自己与一岁多的小儿子共同

玩汉字识字积木的照片，称之为“一天中

最好的时光”。 事实上，此前阿拉贝拉演

唱中文歌曲和背唐诗的视频已经不止一

次引发网友的热议， 这次在元首会晤中

的表演，更是让国人颇有自豪之感，对中

国文化的自信油然而生。

“曲目 ”选择蕴含对对方
的认知

文化 ， 归根 结 底 ， 是 对 世 界 的 感

知、 理解和表达。 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

文字都是包罗万象的 ， 而在一 门 外 语

中， 选择学习和展现哪些内容， 并非没

有讲究。 “曲目” 的选择， 往往蕴含了

对对方的认知和对双方关系的期许。 例

如， 利玛窦初到中国时， 选择自称 “西
僧”， 将传教机构命名为 “寺”， 之后却

发现佛教僧侣不受重视， 处于社会主流

之外， 遂 “易佛补儒”， 穿上士大夫的

官服， 改以 “西儒” 面貌出现。 阿拉贝

拉和约瑟夫的表演内容， 也不可能是随

意选择的， 这一 “唱” 一 “念”， 必是

美方认为最能代表中国、 也最能体现自

己在中国人心目中分量的作品。
唱 《茉莉花》， 显然是不会出错的

选择， 也不出人们的意料。 毕竟， 这在

某种程度上不论我们自己还是 国 外 民

众， 都将它当作了中国的象征。 不过，
在上世纪 90 年代之前， 国内最有影响

的 《茉莉花》 并非如今这个曲调， 而是

新四军老战士、 音乐家何仿在抗日战争

期间于江淮采风、 改编而成的民歌，50
年代还曾经走向世界。 但如今， 不论中

外，在各种重要场合出现的《茉莉花》几

乎都是另一个稍有不同的版本，它由 19
世纪初英国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成员巴罗

记录自中国乡野，其旋律在 20 世纪初被

普契尼原封不动地用在著名歌剧 《杜兰

朵》 中， 从而在世界获得了极高的知名

度。 后一版的《茉莉花》既有悠久的历史

和纯粹的中国性， 又代表了西方对中国

的想象和认知， 从维也纳金色大厅到香

港回归典礼，从奥运会到中美元首会晤，
它屡屡出现也就并不奇怪了。

念《三字经》和唐诗，乍看起来无甚

特别之处， 实际上却触及一个在人文外

交中长期未能厘清的问题。众所周知，语
言有着一体两面的工具价值和 文 化 价

值，然而在实践中，如何平衡和细化这两

种功能，却令人困惑。 近二十年前，冯小

刚电影《不见不散》中，葛优关于语言教

学的一段著名的台词很有代表性。 他教

的净是“吃了吗”之类的日常会话，面对

“我们总得教孩子们一点有用的东西吧”的
质疑， 他回答说：“你瞧这帮孩子中国话还

没说利落呢。 我教他们《荷塘月色》他们也

得听得懂啊。 ”然而此次阿拉贝拉的表演，
却获得人们交口称赞。尤须注意的是，作为

大商人的后代， 伊万卡的三个儿女均在学

习中文， 这很难说没有家族未来商机方面

的实用考虑。这样追逐实利的精英家庭，却
直接切入精深的中国文化传统， 不能不让

我们有所触动和思考。

应从文化本身的高度来理
解文化

不过， 在为中国文化自豪之余， 我们

或许也需要一些冷思考： 这场中文表演乃

至于总统家庭的中文热潮 ， 意义究竟如

何 ？ 进一步说 ， 文化在外交和国际政治

中， 价值究竟几何？
在网上流传着一句戏谑之语： 再有背

景的小孩也还是逃不过被大人喊出来表演

节目的命运。 话虽糙，可理却不糙。 大人会

见时，让孩子出来表演节目，无非是调节气

氛、便于开场。既已引出大人之间的正式会

谈，孩子便可退场。特朗普外孙和外孙女

的作用，由此大约可以界定为“破冰”，当
然不是中美关系间的“破冰”，而是两位

领导人之间关系的暖场。就其本质而言，
这恰如周恩来总理在欢迎尼克松访华的

晚宴上，安排军乐团演奏《美丽的阿美利

加》等尼克松喜爱的美国乐曲。“破冰”固
然重要，但我们在理解彼此文化的时候，
也要警惕一种过于乐观却又影响广泛的

推论： 对一国文化的热情可以促进对整

个国家的理解， 文化上的吸引力能够转

变为政治上的吸引力。 这一逻辑是似是

而非的。从国家层面而言，对中国文化最

为热衷的日本曾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

难； 从个人层面而言， 不论过去还是现

在，各国政界、军界和学界的“中国通”，
并不总是比其他人更为亲华， 甚至因其

对中国的了解而更难应对。
如果我们真的在意阿拉贝拉和约瑟

夫的表演， 那么或许就应该更多地从文

化本身的高度来理解文化 。 “观 乎 人

文， 以化成天下”， 文化之 “化”， 既是

推广普及， 又是包容统摄。 真正意义上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需要我们具有与

之相称的气度。 回到特朗普家族的第三

代身上， 他们以唐诗作为自己的学习内

容和表演节目， 正因为认识到， 唐诗足

以代表中国古典文明的高峰 ， 而 唐 之

盛， 正在于多元开放、 并蓄天下的大唐

气象。 以我们的理念和精神为世界文明

作出贡献， 也正该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

三峡入库流量创25年来同期新高
受长江中上游持续降雨影响

新华社宜昌 4 月 10 日电 （记者谭
元斌） 受长江中上游持续降雨影响， 近

期三峡水库入库流量 24 小时内增长近

1 倍， 10 日坝上水位创下 25 年来历史

同期最高纪录。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发布的水情

信息显示， 8 日 14 时至 9 日 14 时， 三

峡水库入库流量由 6600 立方米每秒迅

速上涨至 13000 立方米每秒 ， 24 小时

内增长了将近 1 倍。
9 日下午， 三峡水库入库流量开始

回落， 至 10 日 14 时， 已降至 10200 立

方米每秒， 但这个数字仍为 1993 年以

来历史同期最高值。
三峡水库坝上水位随之上涨。 9 日

8 时至 10 日 14 时， 三峡水库坝上水位

上涨了 0.43 米。

当前， 三峡水库正处于消落期， 为

防止水库水位上涨过快， 三峡枢纽持续

加大下泄流量， 7 日以来多个时段出库

流量超过 9000 立方米每秒， 最高达到

10000 立方米每秒。
按照国家防总批复方案， 三峡水库

4 月下泄流量按不小于 6000 立方米每

秒 调 度 ， 实 际 下 泄 流 量 已 远 远 超 过

6000 立方米每秒。
三峡河段目前仍积压了大量船舶，

通航压力较大。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发

布的调度计划显示， 10 日 15 时， 三峡

坝区水域待闸船舶达 563 艘。
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提醒过往船舶

密切关注水位情况变化， 收听收看水情

信息及通航部门发布的相关通航公告，
确保通航安全。

远望7号出海“护航”天舟一号
将执行飞船入轨段和运行段海上测控通信任务

本报讯 （记者王星 通讯员魏龙
杨林海） 昨天上午， 远望 7 号船驶离

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头， 赴太平洋

某海域执行天舟一号海上测控任务，
这是远望 7 号船首次单船执行载人航

天海上测控任务。
作为海上测控力量的新成员，远

望 7 号船是由我国自主设计研制、具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最新一代航天远洋

测量船，自去年 7 月入列以来，先后完

成了神舟十一 号 与 天 宫 二 号 交 会 对

接、长征五号火箭首飞等 3 次任务，参
与执行了多次关键弧段的测控， 在航

天测控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任务

全局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此次出航，
远望 7 号船将执行天舟一号入轨段和

运行段的海上测控通信任务。
为确保任务圆满成功， 远望 7 号

船针对任务难点特点突出抓好强化岗

位基础 、 应急 处 置 和 任 务 针 对 性 训

练， 精心组织联调演练， 提升岗位技

术人员参试能力。
按照航行计划， 远望 7 号船驶出

长江后预计经过 4 天的航行抵达预定

海域， 随即将开展最后的综合演练和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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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长江流域旱涝并存可能性大

长江防总：区域性暴雨洪水和干旱均重于常年

新华社武汉 4 月 10 日电 （记者黄
艳 ） 2017 年长江流域气象水文年景总

体偏差， 发生区域性大洪水和局部干旱

灾害的可能性大， 旱涝并存的极端气象

水文事件概率大于常年。 长江防总及流

域内各省市正积极部署相关应对工作，
夯实防汛抗旱基础。

这 是 记 者 从 10 日 在 武 汉 召 开 的

2017 年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指挥长

会议上了解到的。
长江防总常务副总指挥、 长江委主

任魏山忠介绍 ， 根据气象 水 文 预 测 分

析 ， 今年气象水文年景总体偏 差 ， 加

上长江流域幅员辽阔 ， 支流众 多 ， 水

系复杂 ， 水文气象条件差异大 ， 局 地

洪涝 、 干旱灾害每年都会发生 ， 要 立

足于防大汛 、 抗大旱 、 抢大险 、 救 大

灾 ， 全面落实防汛抗旱各项措 施 ， 确

保防洪 、 供水安全和生态安全 ， 为 流

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和 谐 稳 定

提供支撑和保障。
长江防总副秘书长、 长江流域气象

中心主任崔讲学在会上表示， 综合流域

内气象水文预测情况， 今年汛期长江流

域中游南部及下游降水偏多概率较高，
预计 6 月到 8 月的主汛期， 流域下游降

水偏多， 上中游除金沙江、 嘉陵江、 岷

沱江流域外， 其他大部降水偏少一到三

成， 流域内旱涝并存， 区域性暴雨洪水

和干旱均重于常年， 出现旱涝等极端气

象水文事件概率较大。
长江防总要求， 流域内各省市要密

切关注天气和水雨情变化， 积极采取有

效措施， 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 做

实做细各项防汛备汛工作， 加强气象水

文监测预报和科学调度工作， 强化水库

水电站安全度汛工作， 重视台风及城市

防洪排涝等工作。
据介绍 ， 2017 年以来 ， 长江流域

降水空间和分布不均， 以偏多为主， 1
月至 4 月上旬， 流域内已经连续发生多

次低温雨雪、 阴雨天气， 持续降雨引发

滑坡、 洪涝等灾害， 对春播春耕等已产

生不利影响。

沪成渝间将首开日间动卧列车

上海铁路局16日启用新列车运行图

新华社上海 4 月 10 日电 （记者贾
远琨） 记者 10 日从上海铁路局了解到，
4 月 16 日零时起 ， 上海铁路局将启用

新列车运行图， 上海、 成都、 重庆间将

首开日间动卧列车。
据了解， 上海至成都的动车组列车

运行最短时间为 14 小时 21 分， 到重庆

最快需要 12 个小时左右。 此前上海前

往成都和重庆的动车组列车都未设卧铺

车厢， 旅客乘车十分疲惫。

为此， 上海铁路局优化了动卧列车

开行方案， 增开上海到成都东， 上海到

重庆北共两对日间动卧列车， 不仅能缓

解长三角至西南方向的运能紧张情况，
还将大大提升该线路中长途旅客旅行舒

适度。
此外， 上海铁路局还将增开合肥南

至昆明南 、 杭州东至龙 岩 、 杭 州 东 至

福州南和南京至哈尔滨等 6 对 直 通 旅

客列车。

唤回农村一湾碧水一池清泉
浙江省农科院以科技助力“剿灭劣V类水”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早日唤回

碧绿的河水、清澈的池水……”这是浙

江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汤勇在日前

举行的科技助力“剿灭劣 V 类水”专项

行动出征仪式上提出的要求。
“近年来，浙江省农科院在科技治

水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积极而卓有成效

的研究，利用科技成果帮助地方政府开

展城乡河道污水治理和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汤勇介绍，
本次出征， 该院 85 位省级科技特派员

组成 5 支专项行动队， 带着新成果、新
技术奔赴浙江全省各个地市，开展“剿

灭劣 V 类水”大会战。

微生物生态修复“长治久安”
位于金华市金东区的源东乡丁阳

岭村，以桃花盛景闻名。 每年三四月份，
源东桃花节都会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

纷至沓来。 但之前，村口的池塘却因黑

臭而破坏了好山美景———浙江省农科

院植物保护与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汤

江武拿出治理前拍摄的老照片，水体浑

浊，水色泛黄，很煞风景。
“这个池塘承担着村里 50 多户人

家的日常清洗功能， 氮磷指数超标严

重。 对此，我们为其量身定制了治理方

案。 ”汤江武介绍，以往主要通过清淤、
换水等方法治水，但这些方法的效果往

往无法持久。 为此，浙江省农科院专家

首先进行人工增氧和投放高密度的微

生物制剂， 恢复微生物的矿化作用，使
水体中现有的有机物转化为无机态，有
效抑制了厌氧微生物的代谢，减少硫化

氢、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的产生。此外，

利用微囊固定化技术，保证微生物更长

效地降解污染物，同时固定化材料周围

也会逐渐形成相互连接的生物膜，可封

闭并防止淤泥中污染物的上浮，从而发

挥“锁底”的作用。 最后，利用多功能生

态浮岛技术，通过人工配套种植一定数

量的净水植物，实现了生态系统的物质

平衡，并达到植物造景的目的。
“仅仅两个月，黑臭池塘水质得到

显著提升，水面景观大大改善，水质指

标由治理前的Ⅴ类提升到Ⅱ类，水体透

明度提升 50 厘米以上。 ”汤江武表示。
如今，微生物生态修复技术不仅在

金华多地推广应用， 还在安吉县域核心

示范区杭垓镇五村、报福镇石岭村等 50
余个农家乐污水处理工程中发挥奇效。

“科学+生态”从源头入手

“劣 V 类水的问题看似在水里，根

源在地里，其中农业面源污染是重要因

素，化肥、农药的不合理使用和流失易

引起地表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 ”浙江

省农科院副研究员吴长兴介绍，多年以

前，专家进行了以生态保护为重点的学

科结构调整，以水、土污染源头控制、水
体和生物多样性修复、生态保护等为切

入点，开展技术研发和集成，取得了优

异成果并得到广泛运用。
有着 800 多年种植历史的泰顺茶

以朴实典雅著称， 而如今温州市泰顺县

筱村镇的茶在继承泰顺茶优良品质的同

时，增添了更多的“绿色”元素。与其他茶

场相比，这里的茶树茎秆更粗壮，叶子油

光发亮，更加厚实。 其中的秘密就在于，
这里的茶树施得可不是一般的肥。

“茶场使用的肥料是根据茶场茶叶

养分吸收特性及需肥规律特别配方的

茶叶专用有机肥、生态有机液肥，配套

有机肥改土、营养调控技术等多种栽培

技术，可有效提升茶叶的品质。”吴长兴

介绍，此外，在茶树间套种具有固氮能

力的优质绿肥品种“白三叶”，既可覆盖

保湿，防治水土流失，抑制其它杂草入

侵，又可以作为高效绿肥使用，提升茶

园土壤肥力水平，减少肥料使用量。 同

时，茶园中还星罗棋布地安置了黄色的

太阳能灭虫灯，可有效杀虫，从而减少

化学农药的使用量。
“茶场‘不施化肥、不喷除草剂、不

打农药’的管理原则，在提高茶叶产品

质量安全的同时，更是对水源地环境的

一种真诚爱护。 ”吴长兴说。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科
技“变废为宝”

提起苍蝇蛆虫和畜禽粪便，不免令

人恶心，但浙江省农科院的“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 团队成员却把蝇蛆当成宝。
位于湖州南浔区千金镇的宏泉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蝇蛆处理

猪粪的企业。 公司负责人杨洪泉介绍，
南浔区位于南太湖畔，由于地理位置特

殊，年出栏生猪 65 万头、鸡 1000 万羽

的养殖污染治理问题显得尤 为 迫 切 。
“自 2010 年开始，我们引进了‘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团队的畜禽粪蝇蛆生物脱

水转化、好氧堆肥生物发酵、高效活性

有机肥及蝇蛆蛋白粉等先进技术，对畜

禽粪便进行资源化高值利用。 ”
浙江省农科院 “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 团队负责人薛智勇研究员告诉记

者，由于蝇蛆体内含有抗菌肽等活性物

质，蝇蛆蛋白制成的饲料除了含有丰富

的蛋白质营养外，还具有一定的抗病效

果。 10 余年的技术积累和开拓创新 ，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已在桐乡、德清、
湖州、萧山等地建立项目核心示范基地

7 个。 薛智勇和他的团队相信，他们的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之路将越走越宽。
（本报杭州 4 月 10 日专电）

温州纪念刘绍宽诞辰150周年
本报讯 为纪念杰出教育家、 著名

学者刘绍宽诞辰 150 周年， 历时两年建

成的厚庄教育史馆日前在温州市苍南县

龙港镇第六中学正式开馆。 馆内展有刘

绍宽半身铜像、 生前用品及其著作原稿

《厚 庄 日 记 选 编 》 《厚 庄 诗 文 续 集 》
《东瀛观学记 》 等 ， 并对其教育经历 、
理念和成果进行了梳理介绍， 旨在激励

更多后学。
刘 绍 宽 （1867―1942）， 号 厚 庄 ，

平阳白沙 （今属苍南） 人， 被称为 “浙
南宿儒” “一代宗师”。 早年受业于著

名经学家、 教育家孙诒让， 在废科举、
兴学堂的维新改良思潮影响 下 ， 他 于

1903 年在家乡创办白沙初等小学 （后

分为白沙中心学校和白沙中学）。 他还

是平阳县小、 平阳中学、 温州中学等浙

南早期 14 所学堂的倡导者 、 创 始 人 ，
并开了温州地区乡村办学的先河。 两度

主持温州府学堂 （今温州中学前身 ），
郑振铎、 苏步青、 夏鼐、 夏承焘等当代

知名学者皆出自其门下。 刘绍宽一生著

作甚丰， 他的爱国敬业精神和科教兴邦

思想， 成为当地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对于近世温州文化教育事业和地方文

化贡献颇巨， 其留下的日记对当下的教

育改革也有借鉴意义。
（林勇）

远望 7 号船驶离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头。 刘思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