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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过影片《加勒比海盗》

的人，对多米尼加不该陌生。
影片中陆地部分多在多米尼
加拍摄，这是因为多米尼加几
乎算是加勒比最绿的岛屿，岛

上大片未经开发的原始热带
雨林作为加勒比海盗的巢穴

再合适不过。
在这样一个面积 751平

方公里、人口7.7万的小岛国，
生活着大约150名华人。中国
驻多米尼加国使馆一秘林福民
告诉记者，华人多集中在首都
罗索，其中约1/3持中国护照。

他们在此地不仅开中餐馆、商
店和小旅馆，还经营纯净水、塑
钢门窗和洗衣店等生意。

走在罗索的街道上，经常
能看见中国人开的商铺，里面
的小商品大都来自浙江义乌，
甚至印有多米尼加国旗的当地

旅游纪念品，大部分也在义乌
订做，由华人低价批发给当地
零售商，再兜售给外国游客。

来自江苏镇江的赵姨就
开了这样一家批发店，如今已
十年有余。在赵姨的店里，来
自义乌的小人偶、杯垫和项链

应有尽有。不仅如此，赵姨还
自己动手印制多米尼加特色T
恤，销路极好。赵姨说，当年初
来乍到，处境最为艰难时，就是
隔壁超市借钱给他们买印 T
恤机，当地黑人手把手教他们
印制T恤，才撑过困难期。

每说到这里的黑人，当地
华人无不交口称赞，说他们和
善、友好。但多年前刚到此地
时，中国人却不敢和岛上原住

民接近。中餐馆中华阁厨师胡
学贤说：“来这里之前，我只

在电视上篮球比赛中见过黑
人。刚开始看他们黑乎乎的，
很怕。后来发现他们一点也不
野蛮，特别友善。”

1995年，胡学贤从江西南
昌辗转来到罗索，发现这里与
他想像的国外完全两样，岛上

全是原始森林，城市破破烂烂
像乡下，蚊虫多得无法忍受，一
觉醒来浑身是包，心想自己怎
么来到这么个地方。加之刚来
时孤身一人在岛上，寂寞难耐，
想念亲人，日子并不好过。

而今，胡学贤的儿子、儿

媳都来到岛上，一家人围着圆
桌看CCTV4，其乐融融。闲时
开车至深山，瀑布底下游泳，
或漫步海滩，已与当年光景大
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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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袖珍小岛格林

纳达只有约30名华人。中国
驻格林纳达使馆参赞韩涛告
诉记者，格林纳达面积344平
方公里，但中餐馆总共只有 3
家。除餐馆外，华人还在此经
营百货商店、门窗厂和面条
厂。其中做得最红火的，当数

经营门窗生意的格林纳达朗
东建筑制造业有限公司。

朗东公司总经理任说，目
前公司雇员约16名，多为中

国人。任是山东人，曾在多米
尼加待过两年，2004年进军
格林纳达门窗市场。他7月1
日开办这家公司，仅两月后，9
月8日“伊万”飓风便横扫格
林纳达，损毁当地 85%的房
屋，造成39人死亡。这场天灾

给格林纳达造成的影响，至今
没有完全恢复。

当记者问他在当地办企
业，最苦是什么时候，任提起

3年前那场飓风，“那一次真
是大难不死。当时整个工业园
区没有别人，只有我和表弟，
就在这间办公室里打地铺。那
天大概下午2点钟，飓风开始
刮，声音很恐怖。我亲眼看见对
面房子的屋顶被掀起来，就像

树叶一样在空中飘，最后被揉
成纸团。当时，对面楼上有人怕
被揭起来的屋顶砸着，直接就
从楼上往下跳”。

那时任来格林纳达时间不
长，很是担心自己刚开张的生
意，另外也不知道飓风过后会

不会有地震和海啸，还害怕大
灾过后有传染病和暴乱。第二
天，任开车出去弄了好多水，买
了蜡烛、面包和挂面，为汽车储
了油，各种准备工作都做到位。

然而，任不曾料想的是，
对他的门窗公司来说，“伊

万”飓风竟然是福不是祸。飓
风刚过的第二天，就有人找上

门来要求修门窗。无奈当时断
电，暂时没法做塑钢门窗，只
能帮当地居民装玻璃。于是，
那以后的一年，他们便一直不
得闲。

半年后，当韩涛参赞到格
林纳达时，仍能看见格林纳达

首都圣乔治很多房屋没有屋
顶，街上行驶的汽车没有车
窗，仅用一层塑料布挡雨。现
在，记者看到圣乔治已逐渐恢
复昔日的美丽，但偶尔撞见的
断壁残墙，仍依稀可见当年灾
难留下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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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加勒

比群岛中最大的岛，也是最特
殊的一个，中国人早在200多
年前就已踏上这个双岛之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人口
128万，面积 5128平方公里。
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使
馆说，当地华人约有3800人，

而本地人都说华人少说也有
五六千。这里的华人99%籍贯
广东，多为第二代、第三代华
裔，只说英语。当地中餐馆比
较多见，光是特立尼达岛上，
中餐馆就数以千计。在首都西
班牙港，更有一条街，聚集了

23家中餐馆。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萧容庆
说，当地华人团体不少，以中
华总会为大，下属台山、中山、
新会和惠东安4个会馆，而他
本人最高兴的事，就是在此基
础上，于2001年组建了中国
和平统一促进会，现有会员约

150人。
2006年是华人抵达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 200周年纪
念。当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现任总统里查兹在纪念活动
上说，中国人为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做出了很大贡献，华
裔已成为当地社会的一个组
成部分。

当地人说，里查兹本人就
有 1/8的中国血统，总理帕特
里克曼宁的夫人也有 1/2中
国血统，而旅游部长霍华德金
李则是一名华裔。当地政府已
将 10月 12日定为 “中国
节”，全国放假一天。

目前，曼宁的总理府正由
上海建工集团承建。当地政府
已做出决定，将总统府也交给
上海建工翻修。除此之外，上海
建工在特立尼达岛上还有数个
建筑工地。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是一个

产石油、出口沥青的岛国，其沥
青远销中国。 P"Q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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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成为一名正式的医

生是从他迈入原上饶地区
卫生学校(现上饶卫生学校)
那一天开始的。2日，他的原
班主任华柏春夫妇及同班
同学向记者回忆了陈竺的
求学之路。

8UVWXYZ[\X

一身旧军装，夏天穿塑料

凉鞋，冬天穿解放鞋，这是陈
竺在就读原上饶地区卫校时
留给班主任华柏春老师心中
最深的印象。

1973年底到 1975年上
半年，陈竺凭着自学成为一名
赤脚医生，由于他表现突出，

横峰县武装部一名负责人推
荐他到原上饶地区卫生学校
学习。中等的个头、平实的为
人，华老告诉记者，一开始陈
竺并没有给他留下特别深刻
的印象，但这个衣着朴素的学
生逐渐显露出执著的求学精

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开始令
他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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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老师回忆说，陈竺进入

卫校后，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
的学习机会，勤奋好学的他被
同学们选为班里的学习委员。

当时陈竺就读的 75(5)班
是全校唯一的军事化管理班，
除了正常的学习外还要进行
一些军事训练，属于学员的个

人时间非常少，但陈竺为了学
习硬是挤出了不少时间。

每天清晨五六点钟，陈竺
总是带上收音机来到学校后
山，自学英语、法语。当时学校
没有开设英语课，陈竺遇到不

懂的地方，经常主动找懂英语
的老师请教。

华老师的夫人林久如告
诉记者，她曾担任陈竺的五官
科老师，她印象最深的是陈竺
几乎每个周末都泡在学习上，
自己勤学之余还非常乐于帮
助在学习上感到吃力的同学。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陈竺

在毕业时各门成绩全是优秀，
给学校领导留下了很好的印
象。毕业那年，陈竺被原上饶
地区卫生学校留校任教。1978
年，陈竺在600余名考生中脱
颖而出，以专业分第一的成绩
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攻读硕

士学位，成为著名血液学专家
王振义教授的研究生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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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多才多艺，他喜欢拉

小提琴和画画，还写得一手好
字，会写多种字体的他经常在
学校的黑板报上显露身手。

林久如老师告诉记者，学
校当时刚从余江搬到上饶，缺
乏教学用具，这时陈竺主动提
出帮林久如老师制作一套五

官科和眼科的教学图表。陈竺
完全是依照教科书上的小图，
一笔一笔地在大白纸上画出
图像，并用工工整整的字标上
图表说明，20余张图表花去
了陈竺很多个休息日，像是印
刷厂里印出来的一样。后来，

这套图表一直被林老师当作
教学用具用了十余年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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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与陈竺在同一个学

习小组的秦鸣告诉记者，陈竺
是一个各方面都特别优秀的
人，与陈竺在一起的时候印象
深刻的事情很多，有一件事现
在想起来，她都不由得从心底
里佩服他。

那是 1976年发生在上饶

县的一件事。当时陈竺学习小
组“临床开门办学”来到了上
饶县华坛山卫生院，一名新生
儿刚刚出生不久就窒息了，因
为缺乏医疗器械，陈竺毫不犹
豫地趴下身，口对口地帮婴儿
吸羊水，直到把婴儿抢救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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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者采访时，华老师夫

妇向记者展示了他们珍藏着
的一条大花丝巾。这是陈竺几

年前委托夫人送给林老师的
一件礼物。华老师告诉记者，
2001年学校校庆时，陈竺因
为要接待一个外国代表团，不
能回上饶卫校看望老师和同
学们，为此他特地打电话给华
老师，让他向全班同学问好，

还托夫人给华老师夫妇送来
了营养品和这条丝巾。

华老师感慨地说，我曾预
料陈竺会成为一名优秀的科
学家，如今他走上了卫生部部
长这一重要岗位，大家都由衷
地为陈竺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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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名知青到现今的卫生

部部长，陈竺有着非同寻常的
经历。其中在江西信丰当知青
的3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
点。这段时间，他是如何度过
的？当地群众对他有一个什么
样的印象？带着一串串疑问，
记者来到了信丰县小江镇山

香村，试图了解他在这里的点
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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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记者在当地村民的

带领下，来到信丰县山香村老
圳头小组的一间土坯房前，看

到房子墙壁上还留有一些当
年知青上山下乡时的标语。村
民告诉记者，这就是陈竺当年
住的房子。
“农村生活是枯燥无味

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干
活、吃饭、睡觉———一日三部

曲。”村民江道富说，当年陈竺
做完农活后，喜欢独自一人在
房子的小阁楼里看书，很少和
别人闲聊。在这里，读书成了
陈竺平淡知青生活中的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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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道富向记者回忆道，

1970年 5月中旬，陈竺和另
外 4名青年作为第二批知青
来到山香村老圳头小队(现叫
老圳头小组)插队落户。陈给
群众印象最深的是，每逢收工
后，就立即捧起书本呆在家里
看，常常是就着煤油灯看书到

深夜。第二天天不亮就会起来
读英语，随后就参加劳动。

当年曾和陈竺住在一起
的知青沈立(现就职于江苏省
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这样评
价陈竺：他对学习有一股孜孜
不倦的精神。“双抢”的时候，

每天凌晨三四点钟就要出工，

晚上要等到七八点钟才能收
工，但他仍坚持每晚在蚊帐里

学习几个小时。“我们五个知
青中，他的蚊帐熏得最黑，有
一次差点烧着了。”

沈立告诉记者，陈竺在当
知青时，不仅注重学习医学知
识，而且还广泛涉猎政治、经
济等方面的书籍，这对于他开

阔视野有很大帮助。他认为，
陈竺能当上卫生部部长，与他
早年的不懈努力、博览群书有
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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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陈竺相识近 20年的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瑞金
医院院长李宏为眼里，陈竺是
一个非常有领导才能的人，注
重团队合作。“这在他当知青
时就体现出来。”江道富说，
当时陈竺和另外 4名知青是
同吃同住同劳动，生活上肯定

有些小摩擦，但每次陈竺都会
主动去调解。

沈立介绍道，他们是实行
轮流值班，即每天安排一个知
青值班，负责挑水做饭，其他
4名知青则外出劳动。可是有
一次，有一名知青起床太晚

了，等他们4人劳动回来，又
累又饿，发现这名知青还躺在
床上呼呼大睡，气就不打一处
来。一些人说了些不中听的
话，双方发生了争吵。陈竺知
道后，马上去调解，并主动承
担起了当天的值班任务。

沈立说，他们 5名知青中
有 4名是同班同学 (包括陈
竺)，平时是无话不谈。但陈竺
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非常严
谨。他平时不会轻易和别人开
玩笑，即使开玩笑，他也会非
常注意分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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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竺不仅善于处理同伴

之间的矛盾，而且还乐于助
人。该村一位江姓村民告诉
记者，知青在田里劳动累了，
一般会到田埂上歇息片刻。
可他却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
回到住处，将冷水和西瓜亲
自送到劳动现场，为同伴送

去一片清凉。
陈竺处处为他人着想，体

现在他能站在别人的角度考

虑问题。据村民江承清介绍，
当时各小队出工时，每次都要

队长吹哨子召集知青，可是有
时候仍无法通知到所有人。陈
竺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赶
紧写信给远在上海的家人，让
家人寄来了一台收音机。从
此，只要一放收音机，知青就
知道出工的时间到了，从此再

也没有耽误过出工，还丰富了
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L{���� ¡¢

而陈竺等5名知青留给村

民印象最深的，还是要算“千
里寄钉子建仓库”。谈起这件
事情，不少村民深深感叹。

据村民们介绍，当时，山
香村准备修建一间仓库，仓库
的地基都已经打好了，可是由
于当地钉子供应非常紧张，不

得不停工。陈竺就和知青们一
起商量，让家人在上海排队购
买。由于当时物资短缺，上海
市民一年也只能买到极少量
的钉子。于是，他们的家人就
分多次寄来钉子。最后，终于
凑齐了修建仓库的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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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 11月，陈竺离开

信丰时，当地群众以不同形式
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陈竺临
走时，木匠师傅江锦明特意连
夜赶做了一个樟木箱(在当地
象征着丰衣足食)送给他，以
作纪念。一些村民还赠送了
笋干。

在离别当天，一位郭姓村
民把陈竺的行李从山香村一
直挑到铁石口圩镇上，步行了
二十多里路，连脚都磨出了血
泡。后来，陈竺还来过信丰，多
方打听这位好心的村民，可是
这位郭姓村民已离开了人世。

“其实，我是当年千百万
上山下乡知青中的普通一
个。”自16岁从上海到江西插
队落户，陈竺有整整 5年时间
一直呆在农村。回顾那段经
历，陈竺曾说，知青生活加深了
他对农民的感情。同时，也使他

切身体会到，“修地球光靠热
情是修不好的，国家要富强，必
须靠知识和文化。”

«¬ "®¯°±$%²v

^±$

!"#$%&'()*+,-./0

12(34,56789:;<=>

('#)!þÿ!A "#$JUSõö[�%&'()"*

J+½A,B�-./J01y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