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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谭奇遇记：踏浪丝路话巴新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记者凌朔)1870 年至 1880 年

间的某一天，一艘德国人的船开到了位于今天巴布亚新几
内亚中东部的新不列颠岛。一个中国小伙子下了船，第一
次踏上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岛后，他在部落土著间采风问
俗，了解当地营生。几年后，他开了几家店铺和一家造船
厂。当地人后来知道了这个小伙子的名字，叫他“阿
谭”。

中国与巴新，隔海遥相望。悠悠岁月中，不知有多少
“阿谭”，平凡而又生动地掀开了两种文明美好交往与进
步的页页篇章。

阿谭、阿昆、阿梁……中国人都姓“阿”

阿谭绝非第一个到达巴新的中国人。今天的巴新，在中国
古代属于广义的“南洋”概念。美国太平洋群岛史学家奥利
弗·道格拉斯推断，在地域上靠近东南亚的巴新诸岛很早就有
中国人的足迹了，因为早在 15 世纪，中国商人就广泛活跃于
南洋一带。澳大利亚学者罗利·邓福德则考证到，中国人比德
国人更早到达新几内亚岛的塞皮克河谷一带。只是，在 19 世
纪末以前，没有文献有名有姓地提及客居巴新的中国人，直到
阿谭的出现。

阿谭本名李谭德。这是一个连互联网搜索引擎都难以
检索到的名字。但是在巴新华人圈，在西方文献中，甚至
在土著部落里，李谭德就是传奇。

初到他乡的阿谭，人生地不熟。凭借踏实与真诚，他逐
渐积攒起一些小产业。19 世纪末，越来越多中国人前往新几内
亚岛、新不列颠岛、俾斯麦群岛，阿谭把他们收留下来安排生
计。历史文献中，许多中国人没有留下本名，但当地土著亲切地
称呼他们为“阿昆”、“阿梁”、“阿盛”……一些土著人甚至认
为，中国人都姓“阿”。

调查统计显示，巴新第一代华人姓氏有 50多个，主要来自
广东开平、台山、新会、恩平四邑，三大姓分别是司徒、陈、周。

进入 20 世纪，殖民新不列颠岛的德国人想把拉包尔打
造成德属首府，于是找到阿谭，请他主持建设工程。1907 年，
阿谭租下城内 17 亩地，在此基础上开发出今天拉包尔城里
的唐人街。从此，中国人在拉包尔有了聚居地，主要从事水
手、机械师、农场主、交易商、厨师等职业。

一战中，澳军占领德国属地。初到拉包尔的澳陆军中尉
詹姆斯·林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座被魔法移植到新不列颠
岛上的东亚小城，有餐馆、裁缝店、洗衣店，有做靴子的、卖
肉的、烤面包的，有木匠、机械师等。店铺门脸都不大……有
中国人的地方就是如此，但每个人都有到那儿去的理由。中
国人早起晚睡，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芋头、木瓜、钢刀……土著就认“中国货”

上世纪 70 年代，人文地理学者布莱恩特·艾伦在一批
田野考察手稿中记录到，塞皮克河谷的土著人回忆说，
他们祖上最早接触的外国人就是中国人。中国人给当地
引入了极受欢迎的果蔬新物种，如中国芋头、黄瓜、木
瓜等，深刻改变了当地人的生活。 1900 年前后，中国人
跟土著人频繁交易的物品包括钢刀、布匹等。直到二战
结束后，中国钢刀依然是土著部落间交易时的“硬通
货”。

海上丝绸之路，经历了从以物易物、货币贸易到信用
贸易的发展过程，但商品从来都不是往来舟船里唯一的
“压舱物”。技术的交流、文化的往来、善意的交往，是
海丝路上许多中国人漂洋过海留居他乡的伴手礼。

贝壳和椰干是当时巴新土著部落最主要的贸易物资。西
方文献记载，阿谭为当地土著“托来人”制造大船并教授航
行技术，帮助他们到更远的海岛获取更有经济价值的贝壳。
1899 年，中国人帮助当地人在新不列颠岛上设立了 49 个椰干
交易站，年出口量达到 3632 吨，成为当时南太地区最主要的
椰干产区。

澳大利亚学者罗利·邓福德说，西方殖民者不与土
著人打交道，而中国人甘愿承受很大的风险与土著人
真诚交往。他们逐渐与塞皮克河谷、新爱尔兰岛、新不
列颠岛、所罗门群岛的土著部落结成了固定的交易关
系和良好的社会关系，甚至与土著人通婚。据说，阿谭
后来也娶了托来女子为妻。这种友好交往进一步推动
了文化的相互影响并传承至今。例如，在巴新，至今还
有一些土著居民使用传统中药治病疗伤。

不仅如此，澳学者著述的新几内亚简史甚至考证认
为，连巴新的语言皮金语都带有浓郁的中式英语色彩。澳

学者认为，当年到达巴新的中国人急于与当地人交流，
使用了一种洋泾浜式的英语，这便是如今巴新皮金语的
雏形。基于英语的巴新皮金语词汇量较少，通常靠上下
文来排除歧义，拐弯抹角表达语义的特点明显，例如，胡
子叫“脸上的草”，惊吓叫“(心)里面跳”等。

蓝色、生态、多元……丝路唤醒新图景

巴新在二战中被日军占领，战后被澳大利亚托管，直
至 1975 年宣布独立。独立后第二年，巴新就与中国正
式建立外交关系。 1980 年，陈仲民在选举中脱颖而
出，成为巴新历史上首位华裔总理。 1994 年陈仲民第
二次出任总理。许多人认为，父亲是华人、母亲是土著
的陈仲民就是许许多多巴新华人融入当地、努力拼搏的
缩影。

过去 7 年中，现任巴新总理彼得·奥尼尔 12 次访问
中国。他评价说，建交 40 多年来，中国与巴新续写友
谊的前缘，双方的紧密关系“每一年都在变得更强”。
过去 5 年，巴新不仅加入了亚投行，而且成为太平洋岛
国中首个与中方签署“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的国
家。

和当年许多“阿谭”帮助建设巴新一样，一批中资
企业如今在巴新续写着那段丝路奇缘。机场、桥梁、供
水工程、国家公路网、中国—巴新农业产业园等一大批重
要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更重要的
是，“一带一路”启发了这个高度依赖资源出口的国家走出
一条“蓝色经济、生态海岛”的多元发展新通道。

百年前，许多华人与当地人相扶相帮，在西方殖民
背景中寻找生存的希望。过去几年，中国建设者们与巴
新人一道共渡难关。在巴新遭受多次强震时，中国企业
迅速投入挖掘机、自卸车等机械设备，日夜不停地帮助
当地清理塌方、抢救生命、输送水源、供应食物。

“有人曾说巴新是一片被时间遗忘的土地，”太平洋岛
国论坛贸易与投资专员戴维·莫里斯在媒体刊文说。“但
是，巴新的时代终会到来。如今，中国正在帮助巴新加
速发展，双方的合作必将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通往南太平洋的有效延伸。”

美官员称希望印太地区所有国家都能自由选择自己道路

外交部：希望美方说到做到
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记者侯晓晨)针对美国官员称希

望地区所有国家都能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 14 日表示，希望美方说到做到，尊重和支持各国走自己选
择的道路。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美国副总统彭斯 13 日
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共见记者时称，美方希望印太地区所

有国家都能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追求自身利益，“威
权主义”和“侵略”在印太地区没有立足之地。中方对
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一向主张，所有国家互相尊重主权
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各国有权自主
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也是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的重要内容。
“我们注意到彭斯先生公开表示，希望亚太地区所有

国家都能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这非常好，希望美方说到
做到，不仅在亚太地区，而且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能尊重
和支持各国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不干涉，不恐吓，不威
胁，不侵略，不搞双重标准。”华春莹说。

■新华国际时评

经过一年多马拉松式谈判，英国与欧盟 13
日就“脱欧”协议内容达成一致。这一突破意味
着英国在“脱欧”道路上迈出关键一步，但英国
和欧盟对此事都比较低调。这是何缘故？

有人把英国“脱欧”比作英国与欧盟的“离婚”，
“长痛不如短痛”是许多主张脱欧者的想法，但实际
操作起来，希望中的“短痛”却正在拖成“长痛”。且
不说“离婚诉讼”已持续一年多，就算达成了协议，
也不是故事的终结，而是新一轮拉锯战的开端。

英国方面，主导谈判的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起码要连闯三关：一是内阁关，二是党内关，三
是议会关。

英国媒体分析，眼下特雷莎·梅内阁的部长们并
非百分之百支持这一脱欧协议的内容，英国当地时
间 14日中午将举行内阁会议讨论。

特雷莎·梅所在的保守党也并非铁板一块。
“留欧派”代表、前内阁成员乔·约翰逊称，推进
该协议将让保守党的未来“处于危险境地”，呼
吁举行第二次公投。

派系林立的英国议会是最难闯的一关。反
对“脱欧”派、强硬“脱欧”派、坚决维护北爱尔兰
利益的党派各执一词。反对党工党称该协议“对
英国不利”，前外交大臣、保守党下院议员鲍里
斯·约翰逊第一时间出来反对，称协议让英国沦
为欧盟“附属国”。

目前英欧协议的具体条款没有公布，但舆论
认为，北爱尔兰的边界问题依然是新一轮纷争的引
爆点。众所周知，英国的北爱尔兰部分与爱尔兰共
和国陆地相连，当双方都在欧盟内时，无论是贸易和人员往来都没有
障碍。但英国一旦脱欧，就要离开欧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此处的
“过关”问题成为让各方头疼的难题。英国、爱尔兰都希望能够保留原
来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北爱尔兰本土党派更是反对任何增加关卡“区
别对待”的方案，但欧盟从整体利益考虑，不同意“网开一面”。

新协议在英国不好过关，欧盟这边也不轻松。

按照日程，欧盟将于本月下旬召开峰会讨论经英国议会批
准后的方案。在此之后，协议还需各成员国议会批准认可。这都
是一道道艰难的“关口”。

英欧达成协议表明英国正朝“软脱欧”的路径迈进，但“硬脱
欧”乃至“盲脱欧”的风险依然存在。就算是英欧双方都闯关成功，
英国也会进入对欧经济、投资和贸易往来的调整期，诸多领域的
不稳定是大概率事件。简言之，英国脱欧的“短痛”短不了。部分
人鼓吹的脱欧“短痛”过后立即迎来英国“兴盛”，恐怕是“理想很
丰满，现实很骨感”吧。(记者吴黎明)新华社北京 11 月 14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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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伦敦 11 月 13 日电(记者桂涛)英国与欧盟 13 日
就“脱欧”协议内容达成一致。舆论认为，这是英欧“脱欧”谈判一
年多来取得的重大突破。

英国首相府新闻官罗布·麦克弗森告诉新华社记者，英欧双
方经过艰苦谈判最终达成一份“脱欧”协议，但目前协议内容尚
未对外公布。

根据有关法律，谈判达成的“脱欧”协议在签署前仍需英国
议会和欧盟各成员国分别批准。目前英国舆论对“脱欧”协议中
涉及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内容十分关注。英国首相上个月曾说，
“脱欧”谈判已完成 95%，只剩爱尔兰边界问题。

英国欧盟就“脱欧”

协议内容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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