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一个国际研究团
队在阿根廷发现， 大约1500年前
人类与一种已经灭绝的狐狸关系
密切， 很可能曾把狐狸当做宠物
饲养。

由来自英国、 阿根廷和德国
的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在阿根廷
北部巴塔哥尼亚地区一处距今大
约1500年的墓地发现， 一只狐狸
葬在一个人身旁， 分析显示它的
饮食与人类相似 。 研究人员认
为， 这表明 “这两个物种之间的
关系很亲近”。

研究团队近期在英国 《皇家
学会开放科学》 杂志上发表论文
说 ， 他们用古代DNA分析 、 形
态学检查和稳定同位素分析发

现， 这只狐狸并不是先前认定的
伪狐属动物， 而是一种已经灭绝
的南美胡狼属品种 “Dusicyon
avus”。 虽然研究人员指出它们
不一定是 “宠物”， 但有证据显
示墓地里的狐狸和人之间存在
“密切关系”。研究通讯作者之一、
英国牛津大学动物考古学博士奥
费莉·勒布拉瑟尔接受媒体采访
时说，墓中的狐狸骨架近乎完整，
表明这只狐狸是被有意埋葬的；
其饮食与葬在现场的人类相似，
都摄取了丰富的植物， 这与野生
狐狸以肉食为主不同， 应该是人
吃什么狐狸就吃什么， 因此推测
狐狸与当时的狩猎采集社会有着
密切的关系。

新研究：人类或曾把狐狸作为宠物饲养

新华社电 “汉语桥 ” 中文
比赛日前在越南 、 波黑 、 比利
时、 新西兰、 澳大利亚等国举行
赛区决赛。

第17届 “汉语桥” 世界中学
生中文比赛越南北部及中部赛区
决赛26日上午在河内成功举办，
来 自 河 内 国 家 大 学 所 属 外 国
语 大 学附属高中的阮祥英摘取
桂冠。

河内大学副校长阮氏菊芳表
示，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民相
亲在于心相通 ”。 若想心相通 ，
有一条很重要的途径， 那就是学
习语言。 越南青少年学习中文的
人数日益增加， 无疑是推进两国
友好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17届 “汉语桥” 世界中学
生中文比赛澳大利亚赛区决赛26
日在悉尼落下帷幕， 来自全澳各
地的12名选手参加了角逐， 来自
卫理公会女子学校的哈莉·理查
兹脱颖而出、 摘得桂冠。

在母亲的鼓励下， 理查兹5
岁起学习中文。 这名15岁的中学
生表示， 自己坚持学习中文， 不

仅源于对语言本身的热爱， 还因
为能借此了解丰富的中国历史文
化。 她希望未来能成为一名增进
澳中交流的外交官。

中国驻悉尼代总领事王春生
表示， 中文是中国博大精深历史
文化的结晶。 澳大利亚学习中文
的人数高达19万人， 希望更多朋
友学习中文、 喜爱中文， 多到中
国走一走、 看一看， 多分享中澳
交往的真实故事， 成为促进中澳
友好的未来力量， 做中澳民心相
通的 “民间使者”， 为增进两国
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搭建更坚实
的桥梁。

26日， 第17届 “汉语桥” 世
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波黑赛区决赛
在萨拉热窝大学孔子学院落下帷
幕。 经过多轮角逐， 来自巴尼亚
卢卡赛区的高中生米亚托维奇·
马格达莱纳 （中文名张小龙） 以
扎实的中国诗词功底和稳定的发
挥赢得了本届比赛的冠军。

萨拉热窝大学孔子学院中方
院长张学忠表示， “汉语桥” 比
赛为波黑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

中文和才艺的平台， 相信会有越
来越多的波黑学生爱上中文和中
国文化， 为中波友好交流贡献更
多力量。

第17届 “汉语桥” 世界中学
生中文比赛比利时赛区决赛26日
在布鲁塞尔举行。 经过笔试、 现
场演讲与才艺展示三个环节的角
逐， 来自布鲁塞尔克罗默兰克中
学的阿娜希塔获得中学组冠军，
将代表比利时参加 “汉语桥” 总
决赛。

阿娜希塔学习中文才两年，
就取得了如此优异的成绩。 她表
示： “我很喜欢中国文化， 很喜
欢中国人 ， 我想有很多中国朋
友。 如果有一天能去中国， 我会
觉得很幸福。”

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临时代
办吴刚致辞说， 使馆将一如既往
地支持比利时青少年学习中文，
并到中国亲身感受体验， “让我
们架起不同语言之间的沟通金
桥， 分享人类文明成果， 讲述世
界美好故事”。

在26日举行的第17届 “汉语

桥” 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巴西赛
区的比赛中， 17岁的巴西姑娘维
多利亚·德索萨的演讲 《说漂亮
汉语， 享漂亮人生》 赢得台下一
片掌声。

“我的中文名字叫李慧珍，
是不是有些熟悉？ 没错， 就是来
自一部中国的电视剧 《漂亮的李
慧珍》。” 摘得桂冠的德索萨在演
讲中许下愿望说， “我想代表巴
西站在舞台上， 和全世界的选手
一起说漂亮的中国话。”

中国驻巴西大使馆参赞王志
伟表示， 近几年来， 巴西中文教
育发展迅速， 中文教育教学机构
多样化发展， 中文学习人数稳步
增长， 中文教学已向中小学逐步
延伸。

在新西兰， 随着 “汉语桥”
中文比赛南岛决赛26日在克赖斯
特彻奇成功举办， 本年度 “汉语
桥 ” 中文比赛也在该国圆满落
幕。 新西兰共有三所孔子学院，
分别在首都惠灵顿、 最大城市奥
克兰和克赖斯特彻奇。 三个赛区
的高中、 大学组优胜者将代表新

西兰前往中国参加 “汉语桥” 全
球总决赛。

中国驻克赖斯特彻奇总领事
何颖说， “汉语桥” 比赛为促进
中新两国人民友谊架起了一座桥
梁， 熟练使用中文也将为新西兰
人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第23届 “汉语桥” 世界大学
生中文比赛罗马尼亚赛区决赛26
日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落下帷幕 。
布加勒斯特大学的伊万娜·米哈
伊 （中文名陈莹） 荣获特等奖。

“我非常喜欢中文，” 今年
22岁的陈莹告诉记者。 她的演讲
题目是 《同呼吸， 共命运》， 凭
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见
解 、 对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巧 妙
融 合 以及声情并茂的表达 ， 这
名中文专业二年级生获得了评委
的肯定。

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韩春霖
表示， 今年恰逢中罗建交75周年
和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建立20
周年， 双方将继续深化人文交流
合作， 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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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桥”中文比赛在多国举行赛区决赛

在埃及首都开罗和相邻吉
萨省的一些街区， 随处可见苏
丹人的身影， 让人恍惚间以为
置身一座 “苏丹小城”。

这些苏丹人有一个共同的
身份———难民。 让他们流离失
所来到埃及的， 是一年前爆发
的苏丹内战。

2023年4月15日 ， 苏丹武
装部队与苏丹快速支援部队在
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 战
火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 持续
一年多的武装冲突已造成苏丹
约1.55万人丧生 ， 超过870万
人流离失所。 大量苏丹难民越
境进入埃及、 乍得、 南苏丹和
埃塞俄比亚等国。

68岁的阿布·哈立德一家
原本住在喀土穆机场附近， 去
年5月， 他家的房屋被炮弹击
中， 造成一名亲属身亡。 出于
安全考虑， 一家人决定到埃及
避难。

哈立德一家与另外两个家
庭一起踏上离乡之路， 他们在
沙漠和山区辗转了7天，经过重
重关卡终于抵达埃及开罗。 如
今， 哈立德一家住在吉萨省因
巴拜区郊外的一套出租房内。

记者日前来到哈立德的住
处探访。 走进屋内， 看到客厅
里的两张床和一张长条沙发上
挤满了人， 成人在看电视， 几
个小孩光着脚在玩耍。 这套出
租房包含3个卧室、 一个厨房、
两个卫生间， 屋里没有多少的
家具摆设。

“我们3个家庭合租了这
套公寓， 一共住着21人。 因床
位有限， 大部分人直接睡在地
板上。” 自从到埃及后， 由于
房租不断上涨， 哈立德已经搬
了四次家。

“来到埃及终于感觉安全
了， 而且这里有药、 有电、 有
水。” 哈立德说， 刚来时以为
只待一两个月， 但现在苏丹情

况越来越差，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回去。

在这里， 哈立德和家人没
有工作， 生活费和房租主要靠
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和一些在埃
苏丹人救济。 “自去年宰牲节
以来 ， 我们快一年没吃过牛
肉， 日常主要靠碎玉米、 西红
柿、 土豆糊口。” 哈立德说。

从业近30年的妇产科医生
萨米·马哈茂德原本在喀土穆
的生活优渥， 冲突爆发之初，
他还在坚持出诊， 但为了孩子
们的安全， 一家人最终辗转60
多个小时逃到埃及。

如今， 马哈茂德一家七口
租住在开罗东边的卫星城新开
罗的一间公寓里， 除了偶尔通
过提供培训服务获得一些收入
贴补家用外， 生活花费主要靠
国外的亲戚和朋友支援。

埃及政府3月公布的数据
显示， 苏丹冲突以来， 已有超
过50万苏丹难民涌入埃及。 但
埃及方面由于经济能力所限能
给苏丹难民提供的支持十分有
限。

面对种种艰辛， 身在异乡
的苏丹人努力 “自救”， 他们
相互接济 ， 想尽办法共渡难
关。

马哈茂德组织成立了专门
的互助小组， 帮助1000多名同
在埃及避难的苏丹医生分享各
类工作和生活信息。 周末， 医
生们还会去苏丹人办的集市提
供义诊。

在吉萨省郊区， 38岁的苏
丹人玛伊松·阿卜杜勒·萨拉姆
和丈夫创办的 “下一代教育中
心” 过去一年接收了数百名苏
丹难民的孩子， 为他们提供知
识技能培训、 心理疏导、 卫生
服务等。

苏丹冲突已超过一年， 尽
管国际社会反复呼吁， 但交战
双方仍无停火迹象， 冲突的外
溢效应有增无减， 人道危机不
断恶化。

“喀土穆如今的安全形势
很糟糕，” 哈立德说， “我们
每天都祈祷战争结束， 希望世
界能够帮助苏丹恢复和平与安
全。” 据新华社

我们每天都祈祷战争结束
在埃及的苏丹难民：

一名苏丹老人站在埃及开罗市中心的街道上。

中日韩三国，一衣带水，地缘
相近、 文缘相通， 是搬不走的近
邻。三国在政治、经贸、科技、文化
等各领域合作密切。

今年年初， 由中日韩合作秘
书处发起的 “中日韩精神———
2024年度汉字” 评选结果在首尔
揭晓，“交流”以最高票当选。新华
社记者日前在北京、东京、首尔三
地采访当地年轻人。他们表示，期
待中日韩三国交流合作未来更加
密切。

日本神奈川县日本中国友好
协会青年学生部会长稻垣信说：
“面向未来，日中韩三国需要的是
相互信任和友谊。三国实施的‘亚
洲校园’ 项目今后将会播撒更多
交流的种子， 我相信这些种子会
慢慢长成参天大树。”

中国传媒大学学生范怡秋
说， 前段时间有日本青年访华团
来学校参观，她负责接待。为拉近
距离， 自己本想和他们聊一下日
本动漫， 但没想到日本青年反而
对中国的电视剧、网文更感兴趣。
范怡秋觉得很有意思，“原来我们
两国之间的青年也是可以做到这
样交流、交友、交心的”。

韩国韩南大学学生文珠炯
说，“共感” 是指理解和同情别人

的心情或情况，“我认为这是建立
所有关系的基础”。他说，韩中日
三国都正推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
等课题，三国在该领域各有优势。
希望三国能够结合这些优势，通
过技术互补， 进入更大规模的市
场，提高竞争力。这些科技领域的
合作不仅可以促进三国跨境电商
经贸往来， 也可以成为民众交流
的媒介。

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桑原太
郎说，过去一二十年间，日中韩实
施了很多项目来促进年轻人之间
的交流，取得了成效。日中韩之间
随着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 努力
推进自由贸易、消除经济壁垒，不
仅加强了经济联系， 还进一步促
进了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中国传媒大学研究生蒋一波
认为， 未来中日韩三国合作共赢
的潜力十分巨大。 中日韩三国在
新能源领域的合作前景十分广
阔，尤其未来在新能源汽车方向，
不仅可以推动技术创新， 还可以
更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环境挑
战。

青年寄托着中日韩关系的未
来。 三国青年一代都期待更多交
流， 产生更多共鸣， 实现更多共
赢。 据新华社

———中日韩年轻人如何看三国交流合作

期待更多交流、共鸣、共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