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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提及威海的文化打卡地，很多人脑中浮
现的是巍峨耸立的环翠楼、幸福门，亦或是文
艺气息浓厚的新威附路、十二属相街。而在合
庆湾畔的海源公园，一座造型奇特的纪念馆
在短短几个月就成为新晋打卡地。“每天都有
好几百人来参观，国庆节每天有一千三四百
人。”威海市博物馆馆长邵毅说，“很多婚纱摄
影公司也把这里当成了摄影基地。”

这座自7月1日起免费开放的纪念馆便是
我国首座一战华工专题纪念馆——— 威海一战
华工纪念馆。它与一湾之隔的刘公岛，把五四
运动和中日甲午战争这两件改变中国命运的
重要事件，与威海这座滨海小城紧密相连。

俯瞰，它是个厚重的“十”字

合庆湾是威海诸多美丽海湾之一，合庆
湾畔的海源公园也只是普通的海边公园。在
海源公园东北角，有一道笔直的沟槽向地下
延伸，由此向前，压迫感渐重，行四十米便进
入半地下的建筑内部。建筑内部装饰简洁，内
外墙体均由混凝土浇筑而成，厚重的墙壁刻
有木纹，像是木船的船帮；整座建筑像是块、
面、线的结合体，配以混凝土的灰暗色调，令
人顿生庄严肃穆感。由中心点继续向东，仍是
笔直的沟槽，仅十余米，之后便见巨大的礁
石。礁石之外，海风轻拂，浪花堆积如雪，又回
人间。

这座像是在海岸上开凿出来的建筑，便
是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从空中俯瞰，它是一
个巨大的“十”字，像是一块西式墓碑，又像一
艘远航的船。

造型堪称奇特的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由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院设计。主创建筑师李立
解释，建筑“十”字型的裂缝，寓意着近代中国
所处的十字路口。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同年8
月，袁世凯颁布大总统令，宣布“对此次欧洲
各国战事，决意严守中立”。此时，德国已强占
青岛17年（1897年11月，德国以“巨野教案”为
借口强占青岛，并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3月签
订《胶澳租借条约》）。中国有识之士意识到，
战火迟早会从欧洲波及到中国，若要收回青
岛主权，且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必
须参战，但当时羸弱的中国无力派出军队前
往欧洲。于是，在政坛叱咤风云的名士梁士诒
提出了“以工代兵”的策略，巧妙地化解了中
国的参战问题，既可以证明中国政府为一战
的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又可以解决无法
派出军队参战的问题。

起初，北洋政府主动寻求同英国合作，并
设想提供武装华工，但遭到拒绝。1916年，英
法两国军队伤亡惨重，重压之下，中国的“以
工代兵”计划重启。由于英国在中国拥有威海
卫租借地，有着组建华人雇佣军及华北招工
的先例，以及可以绕开中国的中立国身份等
原因，小城威海卫成为最理想的华工招募基
地。

1916年10月，英国在威海卫设立招工局
和华工待发所。华工来到威海后，经登记、体
检、签订合同后，就在“高丽口子”的沙滩上训
练，之后从“高丽码头”登上英法商船被运往
欧洲战场。两年间，英法两国在山东、河北、江
苏等8个省招募的华工14万余人，其中山东人
有8万多名。而自威海卫转运的华工就有4 . 4
万人，威海卫也成为一战期间最大的华工输
出地之一。

“纪念馆选址，对纪念一战华工有着特殊
的意义。”邵毅说，“‘高丽口子’就是现在的海
源公园，纪念馆所在的位置就是‘高丽码头’
的原址。”此外，纪念馆精心提取设计元素融
入空间营造，建筑外墙采用木模板清水混凝

土与光面清水混凝土相结合，寓意华人劳工
在战争中饱受苦难；水泥墙象征凝重的历史，
老船木承载沉寂的功绩，锈钢铁寓意剥落的
真相。馆内中庭还放置了“种子”艺术雕塑，寓
意新生及华工精神的传承与颂扬。

这座纪念馆还是我国住建部与德国能源
署合作的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可通过
建筑的保温隔热性能和气密性能，并利用相
关技术，提供舒适的室内环境。

近200件实物无声诉说历史

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建筑面积2344平方
米，建筑主体的三分之二嵌于地下，三分之一
面向大海。位于地下的纪念馆是威海市博物
馆的分馆，展出内容分为“世纪大变局”“最佳
招募地”“万里赴戎机”“遣留何处去”“大潮起
东方”五大部分，展陈了大量珍贵图片、文字
和视频史料，以沙盘、模型还原了一战华工当
时的部分工作场景，展出近200件历史实物。

一张《英国招募华工真诚无欺之布告》的
图片中，写明“工人每人每月领工资十二元；
工资以外另有家属养家费月付十元”。一本泛
黄的《家属月领养家费簿》也证实——— 华工工
资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华工本人领取，另一
部分由指定的家属在国内领取。这本《家属月
领养家费簿》由英国招工局颁发，簿子的主人
编号为“54914”，指定其潍县（今潍坊）的家属
在当地每月27日领钱10元。

纪念馆内，一个泛着铜绿的华工手镯证
实了编号的存在。据考证，华工被每人编一号
码，用机器打在铜片上，卷成手镯，套在手腕
上，待合同期满回国时才能取下。铜镯上的号
码代表华工，每个人的工资、配给都根据这个
号码发放。

华工之一的马秀新（编号“14927”）是直
隶顺德府（今河北邢台）人，1917年与族兄马
德存在天津被录用为华工，经威海卫赴法国，
从事装卸、战场运输、抢运伤兵等工作，马德
存客死他乡。1919年6月，马秀新回国，于1973
年去世。多年后，马秀新的儿子马卫向威海市

博物馆捐赠了马秀新的华工录用证书、威海
银钱所布告、家书等珍贵文物。

相关史料证实，英招华工约定合同期为3
年，每日工时10小时，最低日工资为1法郎，并
注明华工不得参与战事。法招华工约定合同
期为5年，每日工时10小时，最低日工资为5法
郎，也注明华工不得参与战事，同时还详细规
定了各项福利待遇。而当年前线的法国士兵
每日薪金为10法郎。1919年的英国议会会议
备忘录中也不得不承认：“华工比其他有色种
族的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
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到。”

华工乘船抵达欧洲各港口，需要两三个
月的时间，其间有些人并未到达。1917年2月
17日，德国潜艇在地中海海域击中运送华工
的邮轮“阿索斯”号，船上543名华工全部葬身
大海。到达欧洲的14万华工，其中有9 . 6万人
被分配给英军，3 . 7万人由法军支配，1万人被

“借给”美国赴欧远征军。虽然合同约定华工
不得参与战事，事实上他们的工作几乎都是
处于最前线。

纪念馆内展陈的大量图片证实，华工们
除承担挖战壕、运弹药、埋尸体、修路架桥等
危险工作外，很多人被迫投入战斗，但凡战争
所需，几乎无处不往、无所不为。

华工中也不乏才学志士。华工日记《路往
纪事》便记录了一名潍坊籍华工从1917年3月
至1918年9月的经历，包括由威海卫出发长途
跋涉到达法国的坎坷经历，在法国工作的见
闻，真实记录了战争的残酷和华工的生活，具
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编号“63484”的孙干，是淄博人。1917年，
孙干应募华工，奔赴法国战场，至1919年9月
15日回国。在法国两年多，他积极参与华工教
育事业，努力考察探索法国中小学教育及民
族文化。孙干坚持以纪实体完成的8万多字
的《华工记》，详细记述了欧战经历，从华
工角度诠释所见所闻，成为国内外学者研究
一战史和华工史的重要史料。

编号为“97230”的蒋镜海，是东营广
饶县人。1917年，蒋镜海应募华工，成为法

国华工总部的负责人之一。在法国三年多的
时间里，他成立驻法青年会、旅欧同人会等
组织，并为领导人之一，担任驻法青年会利
哈克支会英文学校汉语教师。蒋镜海所著
《旅欧文集》对亲身经历都有详细记录。

纪念馆内还陈列有华工在欧洲工作时的
工具、日常用品、闲暇时制作的工艺品等。
在这些用炮弹壳制作的工艺品上，有的刻着
龙、荷花、梅花、狮子，也有的刻着表达乡
愁的诗词。馆内还展出了多枚华工铜奖章，
这是战争结束后，英国向为英军服务的华工
颁发的纪念章，正面锻压有英国国王乔治五
世的头像和一圈英文，侧面有华工编号。

“人类命运共同体”

展馆中心顶上是一个巨大的“十”字缝
隙，光线从这里投射进来，宛若在地狱仰望
光明。外面传来的风声、浪花声清晰可闻，
时刻提醒着参观者曾有一批人没能再回到这
里。

在欧洲战场上，华工们超强的适应能力
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
英国记者韦克菲尔德说：“每一位华工都是
顶呱呱的多面手，能忍难忍之苦，工作风雨
无阻、冷热不惧……善于学习，对英国远征
军的各种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如。法国军
队总司令福煦也曾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写
道：“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
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
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华
工们被留下参与战后重建。英招华工的遣返
始于1919年秋，次年4月完成，法招华工的
遣返也在1922年3月结束，但回到国内的华
工只有12万人。约有3000名华工因各种原因
留在法国，成为定居法国的第一代华人。另
有约两万名华工因染病、饥饿、劳累或战斗
而客死他乡，这些死者甚至没有留下名字，
只有一个编号，被安葬在法国、比利时等
地。在法国努瓦耶勒市的诺莱特华工墓地，
就葬有842名华工，这里是最大的华工墓
地，也是唯一一个只安葬华工的墓地。中国
人讲究大孝不离父母、男儿不忘故乡，生如
此，死亦然。在散落于欧洲各地的华工陵园
里，华工墓碑大都朝向东方。

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上，以战胜国参
会的中国要求收回从前德国在中国山东攫取
的一切权利。巴黎和会不顾中国的反对和抗
议，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交给日本，震怒了中
国人民。留在法国的华工纷纷投书抗议，并向
中国代表团邮去手枪，警告：“苟签字承诺日
本之要求，请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
于死地”。而在国内则爆发了五四运动，一个
新时代从此拉开序幕。

“以工代兵”的这14万华工差点湮没在历
史的风尘里。1925年，当时的旅法华工总会呈
文法国政府，要求开辟华工特别墓地，但遭拒
绝。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旅法华裔人士、华
裔学者、历史教授、华人社团开始“寻根问
祖”，试图将这段封尘了数十年的历史重见天
日。直到1988年，在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
70周年的时候，法国政府才公布了有关华工
的文献，这段历史得以大白天下。同年，法国
政府在政府宪报中公布法令，表彰在一战中
的老战士，在88位获得“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的老战士中，只有两位外籍人，他们就是当时
还健在的华工吕虎臣和曾广培。此外，法国政
府设立了纪念牌和纪念碑，纪念一战期间参
与盟军抗战并献出生命的华工。

近30年来，威海市博物馆、档案局等单
位携手诸多专家学者、华工后裔，不断发掘
一战华工的历史。邵毅说：“这是一段不容
抹杀的历史，是一战华工的故事，也是中国
与世界的故事，更是一个‘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故事。”

当从纪念馆走出，对这段百年前的历史
已有所了解，再重新审视这座建筑，发现它
是一座盛满了人性光辉，折射着国家兴衰，
并承载了历史的厚重宝藏。

威海一战华工纪念馆，承载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对14万一战华工的告慰 据中国新闻网，一部1688年版法文本《论语导
读》日前正式入藏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不仅是首部
《论语导读》法文版原著，也是该馆入藏的首部完
整的欧洲启蒙时期的外文著作手稿。

2019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尼斯
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前，马克龙总统向习近
平主席赠送了这本1688年法国首部《论语导读》的
法文版原著。后经中国外交部等机构的协助，中国
国家图书馆终于迎来这份特殊的礼物。

《论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早在
17世纪就已传入欧洲，1687年巴黎出版的《中国哲
学家孔子》是《论语》在西方的第一个拉丁文译
本，1688年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贝尼耶为法国王室
而作法文本《论语导读》，第一次用法文表达了孔
子的思想。

事实上，《论语》的早期翻译和导读，引发了
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等杰出法国启蒙思想家的
极大关注，大大推动了欧洲学者对儒家思想和中国
文化的研究热潮。这部作为国礼的法文本《论语导
读》，精妙而细腻地展现了源远流长的中法文化交
流和历史悠久的中欧友好交往。

为此，国家图书馆特举办专题展览。展览以
《论语导读》为代表，展出了《论语》在日本和朝
鲜的刻本，以及17至19世纪的法文、意大利文、德
文和英文译本，体现了儒家经典在世界范围的传
播。

抗疫题材原创话剧

《人民至上》首演
据北京青年报，“2020年1月，我们都在武

汉。”在江汉关的汽笛声与武汉市区的车水马龙声
中，所有演员错落地站在舞台，拉开了演出的序
幕——— 国家话剧院创演的首部抗疫题材原创话剧
《人民至上》，近日在国话剧场首演。作为一部聚
焦疫情的作品，该剧从医生、护士、患者、记者、
志愿者等各角度，全景展示疫情背后的生命之光，
唱响一曲“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赞歌。

《人民至上》自今年2月开始筹备，10月正式
建组，编剧刘金妮数易其稿。创造了三组不同的人
物，重现逆行者们的故事，“希望通过戏剧来疏导
创伤情绪，积蓄温暖力量，让人们从后疫情时代中
走出来，迎接美好的明天。”排练期间，剧组还邀
请来自北京疾控中心的多名抗疫专家观看连排并提
出指导建议。

导演李伯男表示，“我们愿意透过这些，和观
众一同在泪水中反思，领略别样的爱和生命的意
义。”舞美设计张武用纯白色旋转楼梯搭配转台，
将舞台分割出不同的演区，打破时间与空间的界
限，让角色进行心灵对话。而大提琴、小提琴、钢
琴等多种乐器形成多样的听觉色彩，在平凡的旋律
中讲述伟大的故事。

曾在排练场观看《人民至上》连排的全国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李素英表示：“剧组邀请我
们观看连排并提出意见，让我们感受到了国家话剧
院对待创作的诚意和用心，而舞台上的呈现比排练
场更加震撼，这份礼物太珍贵了！”

中国影视剧

海外“圈粉”
据光明日报，在第14届亚洲电影大奖上，王小

帅凭《地久天长》获最佳导演，周冬雨、易烊千玺
凭《少年的你》分别获得最佳女主角、最佳新演
员；第30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电视剧《外交风
云》发行至北美、非洲、印尼等国家和地区，并即
将通过网络平台登陆26个国家……近日这两条新闻
一出，就成为舆论热议的焦点。

全球化使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愈发密切，“出
海”成为中国优质影视创作的常态。而影视作品可
以直观有效地传播和建构国家形象，中国影视剧呈
现何种价值观念，与海外观众怎样认知中国文化息
息相关。所以，身处跨文化传播的语境之下，中国
影视创作不能局限于“我把自己的故事讲给自家人
听”，更要自觉担当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的载体，“把我们的故事讲给全世界听”，让海外
观众在不知不觉间被中国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所吸引，被生动鲜活的中国故事所打动，从而了解
并爱上这个古老却充满青春活力、真实质朴而又不
失灵动的国度。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法文本《论语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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