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期嘉宾

潘维廉（William N.Brown） 1956年出生，厦门大学美籍教授，福建省第一位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
永久居留身份证”的外国人。曾荣获“中国友谊奖”、“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福建省荣誉公民、厦门市荣誉
市民等称号。其所著的《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寄送给习近平总书记后，收到总书记回信。总书记
高度赞赏他的“不见外”，为他“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者，热情地为厦门、为福建代言，向世界讲述真实的
中国故事”而点赞。

潘维廉：向世界讲述
本报记者 林玉和 林榕昇

“我见过‘林则徐’，还和他一起吃了饭。”“别叫我老
外，我是老内。”“我是闽南人。”……这些话都出自一名
幽默风趣的外国人——潘维廉。近日，潘维廉作为侯官
论坛嘉宾做客福州。论坛举办期间，他接受了本报记者
专访。与潘维廉教授对话前，记者完全想不到，这位可
爱的老外不但会说流利的普通话、闽南语，甚至还能教
记者用福州话讲英语。

潘维廉怎么会和“林则徐”一起吃过饭？他对福州
有什么样的印象？

“您了解侯官文化吗？”
“‘猴’官我知道，我属猴。”
20日，潘维廉受邀参加在福州举办的第二届侯官论

坛。候场期间，面对记者提问，潘维廉一边开玩笑，一边
模仿起孙悟空的经典动作，周围的人顿时被逗笑。

“我第一次了解福州古老的侯官文化，是在见到‘林
则徐’的时候，我还和他一起吃过饭！”登台发言时，潘维
廉用一段美式幽默开场。原来，在上世纪 90年代的电
视剧《林则徐》中，他曾扮演鸦片战争时的英国全权代表
乔治·懿律，与剧中的“林则徐”上演对手戏。

幽默是潘维廉给现场来宾的第一印象。标志性的
八字须，一口流利的中文，幽默的话语，机智的反应……
拉近了他与听众的距离。

1989年，潘维廉第一次来到福州，与福州结缘。谈
起林则徐、严复、林纾等福州名人的故事，他如数家珍。

“林则徐比我想象中更伟大，他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历史
英雄之一。”潘维廉说，他曾在福州三坊七巷林则徐故
居，与林则徐的后人进行交谈。他还参观过严复的故
居，在严复的书桌前，想象一个人如何对世界上最古老、
最庞大的国家的现代化，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

“不过，福州侯官能够孕育出许多林则徐、严复这样
的开拓者，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毕竟，至少在五千年
前，侯官人就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潘维廉
说，“新石器时代的昙石山遗址距今已有5000年历史，而
黄土仑遗址的历史则从殷商时期一直延续到西周早
期。侯官人不仅精通农业和渔业，还从事海上贸易。在
汉朝和晋朝，商人们从东冶港乘船前往菲律宾等地。”

对福州如此熟悉，是因为常来常往。30多年间，因
教授MBA课程，他时常往返于厦门与福州之间，成为福
州的常客。“我来福州好几百次了！”“那您对福州最深的
印象是什么？”

“佛跳墙！”潘维廉不假思索地说，这道名菜在他对
福州的印象中排名第一。

除了佛跳墙，他还喜欢吃光饼、鱼丸等福州传统小
吃。福州三坊七巷和中国近代造船业的摇篮——马尾，
也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福州变化很大，发展很好。”对
于福州未来的发展，潘维廉满是祝福与期待。

“我并没有多少文化……”侯官文化论
坛的现场采访，久居中国的老潘也学会了
中式谦虚。其实，在中国的这30多年，老潘
出了20多本中英文书籍。

打开老潘的微信朋友圈，最近一条消
息是有关新书获奖的内容。他用英文写的
新 书《The Evolution of China’s Anti-
Poverty Strategies》（《中国脱贫攻坚战略的
演进》），入围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
ture）第五届“中国新发展奖”图书名单。这
本书的中国版书名很亲切——《中国八万
里——老潘走神州》。潘维廉入乡随俗，喜
欢别人喊他“老潘”。

老潘热爱自驾游，有过两次自驾环游
中国的经历，一次是 1994年，一次是 2019
年，累计行驶里程超过20万公里。

“2019年的时候，我又重走当年走过的
路线，1994年我自驾走了 3个月，而这次只
用了 32天。25年前那些偏远不通路的村
庄，如今公路已经修到了家门口！”老潘说，
同样的路线、经过同样的地方，发生的变化
让他惊叹不已。

交通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是 25年间
中国乡村发生巨变的一个缩影。两次自

驾游看到的变化让老潘深受触动，因
此写下了《中国八万里——老潘

走神州》，该书不仅记录了自
己的路途见闻，还讲述了

20名普通人物的生活变
迁。

老潘笔耕不辍，
此前陆续出版了《魅
力厦门》《魅力福建》
《魅力泉州》《魅力厦
大》《美丽新平潭》等
20多本关于福建本
土人文的图书，2021
年厦门大学建校百年

之际，还出了一本《我
在厦大三十年》，讲述了

他们一家人在厦大的故
事。当然，老潘最有名的一本

书，是曾经寄给习近平总书记并
获得回信的《我不见外——老潘的中

国来信》。
《我不见外——老潘的中国来信》精选

老潘定居中国 30多年来，写给美国家人的
47封信，从一个长期在华生活的外国人的
独特视角，记录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
进程和伟大变革。当时临近 2019 年春
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还向他拜年，祝
他“全家‘福安’、一生‘长乐’”。老潘说：

“我没有想过会收到回信，收到信后感到非
常高兴和荣幸，也很吃惊！没想到总书记
会花时间给我这个普通外籍教师写信。”

老潘现在又有新的写作计划，他告诉
记者，自己正在写一本新书，是关于20个美
国人在中国的故事。老潘介绍道：“这20个
美国人，包括历史上的 10个，还有现代的
10个。历史上的包括抗战期间来华支援的
一批美国人，比如马海德医生，马海德后来
在周恩来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代的
包括曾在鼓岭生活过的那些美国人后人，
我采访过其中的不少人，也想写他们和鼓
岭之间的故事。”

老潘说，这本书将通过这 20个美国人
的故事，讲述他们热爱中国、对中国作出的
贡献，以及他们在中国生活后，心中对中国
那份无法忘怀的情谊。

中文流利、热爱中国文化的老潘，通
过他写的一本本介绍中国的书，成为促进
中西方沟通交流的文化使者，这有点像当
年向西方读者推介中国文化的林语堂。
为了让外国友人更好地了解中国，老潘不
仅写书，还在今日头条、抖音、b站等平台
开通了个人账号。他在今日头条的账号
叫“不见外的老潘”，每月基本会制作发布
10条视频。他还担任新航道“用英语讲中
国故事”形象大使，每年参与筹办国际竞
赛“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老潘用各种
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为中国“代言”，成为
一个“老外网红”。

“以前有严复西游，现在应该是更多的
西方人来东方看看的时候了。”老潘说，“我
相信中国的未来会更好，机会也会越来越
多，责任也将越来越大。我要好好利用这
样的机遇，让人们了解更好的中国、更好的
世界。”

在潘维廉的众多社会标签中，
最出名的或许要数“福建省首位获
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

从 1988 年 32 岁时来到中国厦
门，到1992年正式获得中国“绿卡”，
他前前后后一共申请了四次。“我是
闽南人。”在厦门定居下来后，他时
常这样介绍自己。

1988年 11月，厦门大学成为中
国首批开设工商管理硕士（MBA）教
育课程的高校之一，急需专业老师，
曾在美国创办过金融公司，又有管
理学博士学位的潘维廉，很快就被
聘为厦门大学 MBA 中心首位专任
外籍教师。当时他每个月工资90美
元，几乎是在美国开公司时收入的
百分之一，但潘维廉从不后悔做出
这个选择：“回想起来，这是我人生
中最值得的一次决定。”

始于对厦门的热爱，潘维廉逐
渐爱上了中国。当他向国外介绍中
国的发展变化时，却发现“国外朋友
圈”质疑他，认为他被“洗脑”了。

令他意外的是，有一个中国学
生对他说：“美国太好了，我喜欢美
国，您能帮我去美国吗？”潘维廉发
现，有这样想法的年轻人不在少
数。潘维廉告诉他们：“全球金融重
心正向亚洲转移。眼下确实很难，
但是未来属于中国，而不属于西
方。中国在你们身上做了大量付
出，把你们的聪明才智用在这里
吧。”

然而，一番劝解却被学生的一
句话堵了回来：“你说起来容易，因
为你可以随时离开。”

多番“刺激”之下，潘维廉决定
申请中国永久居留权：“我想用这个
举动表达自己长期留在中国的决
心，表达对中国的信心。”

从最初计划在中国待2年左右，
到在厦门大学“暂代教学”，眨眼间
35 年过去了，美国人 William N.
Brown逐渐变成了在中国永久居留
的老潘。他经常对人说：“别叫我老

外，我是老内，两辈子都要待在厦
门。”

在潘维廉的影响下，他的大儿
子神农在中国生活、工作了10年，并
娶了一个厦门女孩为妻，前几年回
美国继续上大学，刚在哈佛大学获
得博士学位。老二马太和妻子带着
三个孩子在非洲做医疗志愿者。老
潘告诉记者：“我担心他在非洲那边
不安全，他回答说这个不用担心，其
实要担心的是吃饭的问题。因为他
很喜欢吃中餐，刚去非洲时担心吃
不到中餐，一段时间后他告诉我吃
饭没问题，非洲到处都有中国人。
因为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在非洲
那里有很多工程项目，哪怕在非洲
最偏僻的地方，他们也能看到中国
人在当地帮助筑水坝、建桥梁、修铁
路……”

“您会经常回美国探亲吗？”“我
已经 4年没回去了，过去的 35年里，
我只有两次在美国过圣诞节。下个
月我会回美国过圣诞节，老二马太
和妻子、孩子也会从非洲回来，这样
我们一家人就会在美国团聚，一起
过一次圣诞节。”老潘说，“但我告诉
他们，这也将是我最后一次回美国
过圣诞节了。往后，我要让他们带
着孙子、两个孙女来中国看望我，而
不是我去看他们。”

2021 年，与潘维廉相濡以沫的
夫人苏珊·玛丽，因为突发心脏病在
厦门去世。在厦门生活了 35年，潘
维廉已经把厦门当成了自己永远的
家，同大部分中国老人一样，他也希
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常常回厦门的这
个家看看。

采访结束，临近分别，潘维廉又
展露出幽默的一面，在现场教记者
用福州话讲英语。

“你试试用福州话说‘酱油没
了’。”

记者用福州话说了一遍。
老潘说：“像不像‘See you to-

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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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潘 维 廉 与 泉
州 永 春 农 民
交流。

（资料图）

自称自称““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多少文化””
书却一本接一本出书却一本接一本出

今年今年88月月，，潘维廉来福州参加潘维廉来福州参加““海丝好年华海丝好年华””活动活动。（。（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今年今年 1010 月月，，
潘维廉和厦门大学潘维廉和厦门大学
的研究生一起参加的研究生一起参加
龙舟赛龙舟赛。。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20232023年年，，潘维廉和同事潘维廉和同事、、学生欢庆兔年春节学生欢庆兔年春节。（。（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20192019 年年，，潘维廉再次潘维廉再次
环游中国环游中国，，在嘉峪关与刻有在嘉峪关与刻有

““长城第一墩长城第一墩””的石碑合影的石碑合影。。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下个月回美过圣诞下个月回美过圣诞
以后都请家人来中国以后都请家人来中国

““和林则徐吃过饭和林则徐吃过饭””
这个老外很幽默这个老外很幽默

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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