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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颜文豪

本报记者涂铭、张超、邰思聪、马晓冬

意大利人利玛窦逝世 408周年后，一位
在北京清华大学留学的法国小伙为了纪念
他，给自己起名“西泰”(利玛窦生前号“西
泰”)。今年清明节前夕，西泰特意到位于北京
市委党校校园内的利玛窦墓碑前拜谒。

两位美国人埃德加·斯诺与乔治·海德姆
(中文名马海德)1936 年奔赴陕北革命圣地，
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他们逝世后，部分骨灰
分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八宝山革命
公墓，每到清明节或者他们的忌日都会有庄
重的悼念活动。

青石存史，以启后人。在北京这座古都，
像利玛窦、斯诺、马海德这样长眠于中国的外
国人还有很多。他们为促进中国和世界的交
流搭建起桥梁，在中国人心目中树立起一座
座丰碑。清明节前夕，记者探访了北京几处有
代表性的外国名人墓地，向他们致敬，追忆他
们的故事。

他们，至今仍被人缅怀

这是一片特殊的墓地，坐落在北京中心
城区的北京市委党校校园内。一百多年前，这
里曾是北京的郊区。在这块墓地上，除了利玛
窦，还有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等 48 位外国
传教士的墓碑矗立于此，墓碑上用汉字、拉丁
文字等记录着他们每一个人的故事。他们来
自意大利、葡萄牙、法国、德国等 10 个欧洲国
家。明清时期，他们先后离开自己的祖国来到
中国传教。

清明节前夕，记者采访中偶遇前来拜谒
利玛窦墓的西泰。在墓碑前，西泰经专家指
导，找到了一行碑文：“利先生，讳玛窦，号西
泰，大西洋意大里亚国人……”他激动地拿出
学生证请记者帮他和墓碑拍了一张合影。

跨越四百多年，来自意大利的西泰和来
自法国的西泰以这种颇有创意的方式在中国
“会面”。

由于对中国历史感兴趣，这位法国小伙
子知道了利玛窦，因为对利玛窦的崇拜，他把
利玛窦生前的尊号“西泰”二字作为自己的中
文名，并在清华大学登记入学。他没有想到，
利玛窦的墓碑竟然在北京，更让他没想到的
是这块墓地被中国政府认定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北京市委党校法学研究部李秀梅副教授
1993 年开始在党校工作，对于自己任职单位
院内有这样一处文物，她深感自豪，并利用业
余时间研究墓地的历史。对于这些墓碑和墓
碑主人的故事，李秀梅如数家珍，经常给前来
探访的游客担任志愿讲解员。

李秀梅说，这里每天都有人过来参观、纪
念，有人来找利玛窦，有人看了热播电视剧来
找汤若望，还有人因为参观了圆明园后来找
郎世宁。

四月的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一片春意盎
然。湖畔小路南侧的斯诺墓前，整齐摆放着几
束鲜花，最外面的那束尤为新鲜。北京大学元
培学院党委书记、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
主任孙华说，这是中安宾馆的全体党员来给
斯诺先生扫墓留下的，中安宾馆的原址是斯
诺夫妇上世纪 30 年代在北京时的居住地。

3 月 30日，一场中小学生为革命先烈站
岗的活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事实上，除
了革命先烈，这里还长眠着许多具有中国国籍
或长期在中国工作的一些外国友人，他们中有
的人在战争年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生奉
献于中国卫生事业的马海德就是其中一员。

马海德的儿子、马海德基金会理事长周
幼马先生已经是 75岁高龄，他告诉记者，父
亲 1988 年在中国病逝后，根据他本人遗愿，
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革命圣地延安的延河
里，一部分由国外亲属带回美国家乡纽约州
布法罗市的家族墓地，还有一部分骨灰安置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一直到今天，每年清
明节，马海德的亲友、他曾经的病人以及一些
外国友人都会到八宝山给他扫墓献花。

他们，为中国和世界搭建了

一座桥

离北京市委党校五六公里的宣武门十字
路口东北角，坐落着宣武门天主教堂，这是北

京历史最为悠久的教堂，俗称南堂。教堂的西
侧，一尊青铜利玛窦雕塑静静伫立，身着明朝
儒服的利玛窦目视远方，似乎在诉说着什么。

1605 年，利玛窦在宣武门建造了第一座
经堂，它就是南堂的前身。在这里，利玛窦度
过了人生中最后的 5 年，也是在这里，利玛窦
和徐光启合作，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现在
人们家喻户晓的点、线、平面等名词术语，都
是两人当时确定下来的。

在李秀梅看来，利玛窦就是一座沟通中
西的桥梁。利玛窦第一次出版了中文版的世
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让中国的知识
阶层“开眼看世界”，影响深远。同时，利玛窦
改变了当时通行的将欧洲居于地图中央的格
局，而是将亚洲东部居于世界地图的中央，开
创了中国绘制世界地图的先例，推动中国融
入世界。他给万历皇帝进贡了西洋自鸣钟，后
来被中国的钟表行业奉为“祖师爷”。

在闭关锁国的明清时期，利玛窦等人带
来的这些西方知识颠覆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
识。比如，对于当时坚定认为“天圆地方”的中
国知识分子而言，利玛窦、汤若望等人的“地
球是一个球体”的学说，简直是奇谈怪论。利
玛窦去世数十年后，清朝的钦天监监正杨光
先在其《孽镜》一文中批判：“果大地如圆球，
则四旁与在下国土洼处之海水，不知何故得
以不倾？”

利玛窦不仅把西方的天文学、地理学、几
何学、机械学等带到了中国，还把中国的孔
子、儒家学说介绍给当时的西方社会。利玛窦
的后继者金尼阁整理了利玛窦日记记录的中
国见闻，并在欧洲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
该书建立在真实的历史事件之上，对中国社
会作了深入的观察，有西方学者评价说：“《利
玛窦中国札记》这本书对欧洲文学、科学、哲
学、宗教及生活方面的影响，或许要超过 17
世纪其他任何的史学著作。”“这本书第一次
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道德和宗教思想的概
念。欧洲人也是第一次从此书中知道中国圣
人孔子和中国文化的精粹儒家经典。”

毋庸置疑，以利玛窦为代表的外国传教
士为当时的中国人认识世界、世界观察中国
打开了一扇窗户。在北京市委党校退休工作
人员、历史学者余三乐看来，利玛窦到中国来
的主要目的是传播宗教信仰，但为了这个目
的他无意间，有时甚至是有意地传播了西方
的科学文化。就像蜜蜂虽然其本意是觅食，但
却传播了花粉一样。

1936 年，利玛窦去世 326 年后，31岁的
美国记者斯诺带着好奇心来到陕西保安(今
延安市志丹县)。在这里，他迫切想得到关于

“红色中国”的所有信息。
孙华介绍，毛泽东与斯诺在陕北窑洞对

谈“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很多
内容是中共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进而通过
斯诺向世界呈现了一个与时俱进、公开透明、
开诚布公的中共形象。

斯诺从保安采访结束后，回到北平(今北
京市)，完成了著名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
“西行漫记”)。这本著作震动了全世界，它第
一次向世界全面、真实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红星照耀中国》被翻译成近 20种语言
文字，80 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畅销不衰。

《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作者哈
里森·索尔兹伯里说：“当时几十万美国人，包
括我自己，读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从中
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等的初步印象，同时对他们的目标和
救国抱负，对他们的艰辛和牺牲精神，也有所
了解。”

1938 年，毛泽东在接受一名德国记者采
访时表达了对斯诺的评价和感激：“当我们被
整个世界遗忘的时候，只有斯诺来到这里来
认识我们，并把这儿的事情告诉外面的世界。
所以我们将永远记住斯诺对中国的巨大帮
助。”

他们，融入到中国人民中间

八宝山革命公墓里，苍松翠柏掩映，马海
德的墓碑十分显眼。墓碑上端镶有马海德的
照片，两侧分别是他生卒的年份。墓碑中间刻
有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题写的“马海德博士
之墓”七个大字。

其实，“马海德”这个中文名字背后的故
事，是马海德融入到中国人民中间的一个生
动注脚。1936 年，在毛泽东邀请以及宋庆龄
推荐下，乔治·海德姆和斯诺一同来到陕西省
保安地区。1937 年，在毛泽东建议下，乔治·
海德姆与斯诺共赴宁夏豫旺堡(现今宁夏回
族自治区同心县)开展医疗救助和采访工作。
看当地大多数回族兄弟姓“马”，他也将自己
的名字改为“马海德”并加入了当时的红军。
此后，党中央任命他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
顾问。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海德成为第一个加
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他被任命为卫生部顾
问。在之后的 10 年中，他带医疗队上山下乡，
足迹遍布中国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麻
风病的防治工作。1988 年，在马海德去世前，
他代表中国政府向世界宣布，中国基本消除
麻风病。卫生部授予他“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

驱”荣誉称号。此外，马海德还是中国荣获医
学界享有极高声誉的拉斯克奖的第一人。中
国至今只有两位医生获此殊荣，一位是马海
德，另一位就是 2015 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
屠呦呦。

利玛窦墓的两侧，分别是德国人汤若望
和比利时人南怀仁的墓。汤若望先后在明末
和清初的朝廷担任要职。顺治年间，朝廷任命
汤若望为钦天监掌印官，全权领导国家的天
文历法事务。

400 多年前，利玛窦从意大利给中国带
来世界地图、星盘、三棱镜等，还有《几何原
本》。汤若望则给中国带来望远镜。“汤若望之
后的‘外国友人’再来中国，几乎都会带着望远
镜。”李秀梅风趣地给前来参观墓地的游人介
绍。

2005 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
问德国时，对汤若望的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1622 年，著名的科隆人汤若望抵达中国，并
在中国生活了 43 年。他参与了中国明末的历
算改革，清初又编订《崇祯历书》，为中国实行
新历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和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三人墓园一墙
之隔的，是另外 60 个传教士和教友墓碑的所
在地。李秀梅介绍，这些墓碑原本镶嵌在党校
内的马尾沟教堂外墙上，1974 年，长久失修
已经破败不堪的马尾沟教堂被拆除，嵌在教
堂上的墓碑散落在院中各处。1984 年，北京
市文物局与党校合作，在利玛窦等人墓地的
东侧专辟一院，这些散落的墓碑得以重新树
立并保护起来。

在这片另辟的墓地南侧，有一个墓碑的
主人为中国人所熟知，他就是历经康熙、雍
正、乾隆三朝的宫廷画师、意大利人郎世宁。

李秀梅介绍，郎世宁在清朝宫廷内为皇
帝画了多幅表现当时重大事件的历史画，以
及众多的人物肖像、走兽、花鸟画作品，他大
胆探索“西画中用”的新路，熔中西画法为一
炉，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画法、新格体，
业界称为郎世宁新体画。

他们，在青年人心中播下了种子

清明节前，河北的王刘学女士带着读高
三的弟弟到北大参观，在未名湖畔，他们发现
中国人熟知的斯诺竟然葬在这里，这位“90
后”于是带着“00 后”弟弟在刻着“中国人民
的美国朋友——— 埃德加·斯诺”的墓碑前深深
鞠了一躬。他们说，知道斯诺是一位有名的记
者，在历史教科书上读到他的事迹。

孙华介绍，中国埃德加·斯诺研究中心在
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专业选修课《名记
者专题》中邀请了克鲁克、马海德、阳早寒春
等十几位国际友人的二代或三代后人举办系
列讲座，向学生们介绍新中国成立前后这些
著名国际友人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所做出的
贡献，这门课深受青年学生们的欢迎。

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夫人(后离
异)，同样是一名中国人的老朋友。1937 年，
经过在陕北的采访后，她写出了《红色中国内
幕》(即《续西行漫记》)一书，向全世界介绍了
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2009 年，海伦·斯诺的
家乡美国犹他州雪松市举办建市 158周年活
动，雪松市市长 Gerald Sherratt 主持了海
伦·斯诺铜像揭幕仪式，他认为海伦·斯诺是
这座城市的骄傲。

孙华回忆：“当时我在雪松市的南犹他大
学连续问了几个大学生，他们都不知道海伦·
斯诺是谁。2013 年我再次访问这座城市，来
到海伦·斯诺铜像所在的市中心广场时，一位
美国青年主动过来给我讲海伦·斯诺二战期
间在中国的故事。”

2017 年 2 月，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访
华，在北京拜谒了利玛窦墓地。他表示，马可·
波罗与利玛窦都是意中、欧中关系史上的关
键人物。当年，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在中国生
活，吸收中国文化。“当前的世界背景虽已变
化，但青年人依然可以以他们为榜样，通过积
极的交流与合作面对新世界。”马塔雷拉说。

利玛窦的追随者——— 西泰除了母语法
语，还会英语、葡萄牙语，现在汉语也越来越
好。西泰预计今年 9 月毕业，他还没决定届时
做什么，“或许也会留在中国”。“不管以后在
哪，希望未来能够像利玛窦一样，做一个中欧
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使者。”西泰说。

他们，把丰碑留在了中国北京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埃德加·斯诺墓碑前，整齐摆放着鲜花。

为 了 民 族 复 兴

英 雄 烈 士 谱

秋瑾(1875-1907)，女，字竞雄，号鉴
湖女侠，浙江绍兴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
革命家。她从小崇拜岳飞、文天祥、花木
兰、秦良玉等民族英雄和女中豪杰，蔑视
封建礼法，提倡男女平等，留下了许多充
满强烈爱国思想和饱满革命热情的诗
篇。

1904 年夏，秋瑾冲破封建家庭的束
缚，自费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救民的
真理。她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
创作的《鹧鸪天》抒发了她立志为国牺牲
的心声———“祖国沉沦感不禁，闲来海外
觅知音。金瓯已缺总须补，为国牺牲敢惜
身。嗟险阻，叹飘零，关山万里作雄行。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
龙泉壁上鸣。”

1905 年，秋瑾回国加入光复会。同年 7 月再赴日本东京，
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和浙江主盟人。翌年归国，
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1907 年 1 月她创办我国第一份妇
女报刊———《中国女报》，号召妇女为争取解放而斗争。1907
年 2 月回浙江，接任绍兴大通学堂督办，与徐锡麟共筹在皖、
浙两地发动武装起义。

为有效组织武装起义的力量，秋瑾整顿光复会组织，联络
会党势力，组织“光复军”。她将光复会会员分成 16级，以“黄
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
是天骄”这首七绝诗中的前 16字分别作为 16级的表记。她还
秘密编制《光复军军制》，将光复军全军分为 8军，以“光复汉
族，大振国权”8字分别作为各军的表记。

她与徐锡麟联系，制定了皖浙起义计划，“以安庆为重点，
以绍兴为中枢”。大通学堂成为当时浙江革命的大本营。1907
年 7 月 6日，安庆起义失败，7 月 13日清兵包围大通学堂，秋
瑾不幸被捕。她坚贞不屈，怅恨自己壮志未酬，写下了“秋风秋
雨愁煞人”的绝命诗，7 月 15日从容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辛亥革命后，在她就义处建立起了秋瑾烈士纪念碑，烈士

灵柩定葬于杭州西湖西泠桥畔。20世纪 50 年代迁葬杭州鸡
笼山辛亥革命烈士陵园，现西泠桥畔立有秋瑾烈士全身塑像，
接受世人缅怀。1912 年 12 月孙中山莅临杭州亲往秋社致祭，
题赠挽幛“巾帼英雄”。1939 年周恩来巡视浙江，在绍兴题词
“勿忘鉴湖女侠遗风，望为我越东女儿争光”，号召世人向秋瑾
学习。 (记者俞菀)新华社杭州 4 月 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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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瑾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清明节，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马海
德博士墓碑前摆满了敬献的鲜花。

▲清华大学留学生西泰拿出带有自己名
字的学生证与利玛窦墓碑合影。

“这个清明，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精
神上的追求是大家看重的。虽然没有形式上
的祭奠，但是却有心灵的传承。”在鄂晴眼里，
去年年底实现遗体捐献的外婆鄂梅是一个看
淡生死、以为社会多做一点事便多一分愉悦
的人，“这是她留给我们全家最好的财富。”

上海浦东新区周家渡街道的鄂梅，生前
是上海年龄最大的志愿者之一，从 2001 年到
2010 年的 10 年间，她利用自己的日语能力
培养了 700 多名学生，被亲切地称为“世博奶
奶”。去年 12 月，鄂梅完成了临终愿望，捐献
自己的遗体，“外婆走后，我的朋友圈收到了
上百条大家赞扬、怀念她的话。我为外婆骄
傲。”鄂晴说。

“昨天是父亲走后的第一个清明，我们全
家都去为他扫了墓。”嘉定区的陆红英告诉记
者，“很多人会为捐献遗体而感动，但是对我
父母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陆红英介绍说，2001 年，老家的邻居、区
中心医院的退休医生葛金星和老伴办理了遗
体捐献登记，听了葛医生的宣传，陆红英的父
母也立即作了登记。2006 年，母亲何瑛完成
了心愿。2009 年，嘉定区成立遗体(角膜)捐
献登记者联谊会，父亲陆开斌被推选担任街
道小组组长，2017 年 7 月因病离世完成了心
愿。葛金星也于去年 3 月实现捐献。“他们都
是普通的老人，对实现心愿、帮助他人都感到
很开心。”

在清明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的医学生自发举行“大体老师”
追思会，我国骨科权威专家蔡体栋的名字出
现在感恩名录上。3 月 5日，上海瑞金医院骨
科蔡体栋教授因罹患肺癌医治无效与世长
辞。按照生前意愿，其女儿将他的遗体捐献给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同时捐献了角膜。

“早在 2014 年，父亲便提出身后要捐献遗

体和角膜，我非常理解和赞成，因为我也做了
相同的选择……”蔡体栋教授的女儿、瑞金医院
康复科医生蔡海鸥说，“或许因为从医，医学上
需要我们这样做，而我们也能做，所以就做了。”

大爱无言。1982 年，上海市红十字会受
卫生行政部门委托，在全国率先开展遗体捐
献工作。2000 年 12 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
议通过了《上海市遗体捐献条例》。截至 2017
年底，上海遗体(角膜)捐献登记数与实现数
均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仅 2017 年一年间，就
办理遗体、角膜捐献登记 3613 例，实现遗体
捐献 754 例、角膜 140 例。

上海器官捐献工作也在稳步有序推进。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日，全市已有 8941 位
志愿者填写了器官捐献志愿表，462 位志愿
者实现了捐献，他们的无私使得 1300余位患
者获得了生的希望。

(记者仇逸)新华社上海 4 月 6 日电

不一样的离别 新华社福州电(记者陈弘毅)临近清明，福建长汀县汀州
镇纪委利用《告群众的一封信》等方式入户宣传：由社区购买
菊花给居民鲜花祭祖，代替以往的鞭炮纸钱祭奠。

“以前办白事少则一周，多则半个月，既浪费又不严肃。”
长汀县三洲村红白理事会会长戴芳文说。

长汀是客家人聚居地之一。按照传统民俗，客家人十分重
视丧葬，讲究排场。

“以前村里有丧葬，当事人家要杀好几头猪，摆几十桌酒
席，吊丧期间要不间断地安排人陪夜、祭拜等，几乎天天吃流
水席。农村不少家庭条件一般，一场丧礼下来几乎掏空了家
底。”戴芳文说。

“通过制定村规民约、宣传教育等方式，通过党员带头，引
导群众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长汀县委常委、纪委书记、监
委主任郭育坚告诉记者，针对长汀党员干部和群众“拖办丧事”
“请客铺张”“攀比浪费”等陋习，长汀开展移风易俗专项整治。

“凡是丧事，除至亲者外，其余同族致祭时只需蜡烛一对，
不必送礼，主事家也不备酒席。”这是去年三洲村村民大会上
立下的村规民约。村两委班子成员带头做起，很快就刹住了大
办白事送礼的陋习。

如今，在长汀，简朴而不失肃穆的丧葬、祭奠方式正在取
代以往的“大操大办”。

据新华社平壤 4 月 6 日电(记者程大雨、吴强)中朝两国 6
日在平壤市江东郡志愿军烈士陵园共同启动平壤市江东郡和顺
安区两地志愿军烈士陵园修缮工程，以缅怀和告慰志愿军先烈。

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
工作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褒扬工作代表团、辽宁和丹东祭
扫团以及朝鲜城市经营省、平壤市人民委员会、人民武力省等
中朝各界人士代表参加了当天的陵园修缮工程开工仪式。

中国驻朝鲜大使李进军在仪式上致辞时说，启动在朝志
愿军烈士陵园修缮保护工程对缅怀和告慰志愿军先烈、巩固
和发展中朝传统友谊具有重要意义。

朝鲜城市经营省副相崔成哲在致辞中表示，将与中国有
关部门合作，按时高质量完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修缮
工程，朝中两国军民将永远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的丰功
伟绩。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褒扬工作代表团团长李桂广在仪式
上宣布陵园修缮工程正式开工。李进军和崔成哲等共同动土
奠基。随后，中朝人士观看了江东郡志愿军烈士陵园修缮工程
完工模拟鸟瞰图，并听取朝方陵园管理人员介绍。

据现场朝方人员介绍，陵园共安葬有 1378 名志愿军烈
士，其中包括 8 名女战士。陵园修缮工程预计三个月内完工。

中朝启动新一批

中国人民志愿军

烈士陵园修缮工程

福建长汀：

树“简朴清明”新风

▲ 4 月 3 日，赵纯玉抚摸着父亲的名字。

她的父亲赵子忠于 2017 年去世，赵纯玉帮父
亲实现了捐献眼角膜的遗愿。

当日，哈尔滨市红十字会在哈尔滨市遗
体捐献者纪念碑举行“缅怀捐献者，弘扬奉献
精神”纪念活动。据了解，哈尔滨市志愿捐献
遗体工作自 2001 年开始，目前已有 7000 多
人办理了志愿捐献遗体、眼角膜登记。

新华社记者曹霁阳摄

缅怀遗体捐献者 上海遗体、器官

捐献者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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