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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卡闽南水乡

体验畲族竹竿舞

为蝴蝶兰授粉

开启漳州之行

在台资企业雅歌乐器弹奏吉他

参访漳州古城模仿偶像林语堂抽烟点赞平和蜜柚 赖进杰 摄

在南湖“发呆” 蕙心 摄

记录华安二宜楼

与百岁老人对话

“行程只有四天时间，可是我觉得要四个月
才够吧。”8月 25日，“老外看漳州——不见外老
潘漳州行”活动在漳州市区古城启动。主角潘维
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老朋友”漳州的参访
之旅充满期待，恨不得把心里排好的“打卡地”
都走个遍。

事实上，四天光阴转瞬即逝。直至活动结
束，忙不迭的老潘意犹未尽。行走于漳州芗城
区、龙文区、华安县、平和县、诏安县、东山县、云
霄县、漳浦县、漳州开发区等地，老潘一路兴致
盎然。各地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业企业和文
化建设等方面成果让他不禁连连感叹，“变化太
大！”“没想到！”

潘维廉是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的美籍教授。
1988年，他举家来到厦门。1992年获得中华人民
共和国永久居留权资格，是福建省首位获得中
国“绿卡”的外国人。他的“不见外老潘”称号，源
自 2018 年他的新书《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
来信》，通过 30年来写给美国家人朋友的私人信
件，以一位外国人的独特视角，记录和展现了中
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变革。“老潘”这个
昵称，也因此让这个熟悉中国的“老外”显得更
不“见外”了。

距离老潘第一次来漳州，其实已过去 31年。
现在的漳州对于他来讲，既熟悉又陌生。此次漳
州行，与其说是“看”，不如说是“感受”。

“ 沉 浸 式 体 验 ”让 老 潘 融 入 其 中 。“ 哩
厚！”——脱口而出的闽南语“你好！”，让老潘和
一路上遇见的漳州“老乡”格外亲近。逛古城、观
夜景、游海岛、赏土楼……老潘的行程表里，有
山海的风景，也有人文的风情。在华安官畲村，
老潘与畲族姑娘大方地跳起竹竿舞；在土楼二
宜楼里，跟 99 岁的老人谈天说地；在漳浦台湾
农民创业园，学习对蝴蝶兰进行授粉。行走于乡
村间，脱贫致富故事让老潘尤为感触。在平和高
寨村，他和村民话家常，还饶有兴致地算了一笔

“收入账”。在诏安西梧村，倾听 16年前嫁给“穷
小子”的主妇，聊近年来村庄翻天覆地的改变。
相比 6年前收入增加近 5倍的“奇迹”，让老潘不
禁感慨，“变化太快了，了不起。”

“便携式法宝”则是老潘的又一双眼睛。自
拍杆、手机，是他始终不离手的工具。以前是纸
和笔，现在是微博、微信等网络平台。老潘探寻
中国的步履不停、笔耕不辍。视频、图片和文字，
是他见证中国发展的另一种方式。在他的相册
里，有漳州南湖的迷人夜色，也有湘桥古村的久
远文化；在偶像林语堂纪念馆，老潘把这位学贯
中西的大师的故事都装进了存储卡；记录下的
畲族姑娘深情的歌声，是老潘不敢告诉夫人的

“调侃”。有温暖的合影、有逗趣的自拍、有景物
的留念……四天的收获，在老潘社交平台的九
宫格里，平均分了好多次都装不下。

8月 28日傍晚，夕阳西下映红了晚霞。老潘
用手机的快门记录下此行在漳州的最后一个温
柔的风景。“我读过 150年前外国人写的漳州，那
是一个很美的地方。从山上看漳州，四周都是郁
郁葱葱的树木。1989 年，我第一次来漳州，发现
果然如书所写一样。但是，这次来，我觉得不但风
景更美，文化也更浓厚了。”老潘顿了顿，笑着说，

“今年，我打算继续写书，介绍福建的变化，说说

漳州的变化。” ⊙张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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