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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上海吧”。奥斯卡还透露，自己加盟上海的这支中超球队后，

逐渐发现，球队中有那么一些球员，不仅踢球最为用心用力，

更在尽己所能帮助别人。“那些人为什么那么好？后来发现，

他们是共产党员！”奥斯卡感慨道。

在世界进入 21 世纪第三个十年的时候，“西强东弱”的国

际传播格局并未改变，西方媒体在国际传播体系中依然时时霸

屏。在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施以“有色

眼镜”的情况下，为什么一些老外不仅能为中国说话，还实实

在在地为中国共产党点赞？甚至发自内心地表扬？

单以上海来说，有一个独特优势——上海是一座国际大都

市，长期生活着不少外籍人士。如果他们不喜欢中国、不喜欢

上海，很难想象他们会几乎长期定居于此，而他们对中国共产

党有着较近的接触、较深刻的认识。譬如今年已经 89 岁高龄的

英国人 Betty Barr 女士，她的中文名为百丽诗。1924 年、1930 年，

她的父母相继从西方来到上海，之后相识相爱，1933 年诞下百

丽诗——从这个角度看，英国籍的百丽诗，也是“阿拉上海人”。

而她也亲历了中国的苦难，见证了中国革命的成功。1941 年，

年仅 8 岁的百丽诗眼见日军侵入租界，自己与家人一起被关进

集中营长达 800 多天。1945 年，日本投降后，百丽诗一家才恢

复正常生活。1949 年，上海解放，少女时代的百丽诗和家人一

起去外滩看游行，迎接解放。1950 年，她离开中国前往美国，

但仍心心念念着新中国。无论是到韦尔斯利学院学习，还是毕

业后到苏格兰读大学教育系并考取教师资格，百丽诗都在为回

上海任教做准备。中国改革开放后，1984 年，她终于回到上海，

从此扎根于此，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从幼时在虹

口家附近看到面黄肌瘦的乞丐，到如今满眼是马路上洋溢着笑

意的行人；从当年黑臭的苏州河，到如今整座都市向“千座公

园之城”迈进——百丽诗所见，是这座城市的革命与建设，成

长与发展。而主导这座城市如此巨变的，当然是执政党——中

国共产党。

2021 年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 72 周年纪念日当天，百丽诗

讲述亲历上海解放的回忆上线，引发历史爱好者关注，海外网

友评论“谢谢你，Betty”“我永远热爱上海”等。在此基础上，

《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推出了 6 集“上海解放特辑”。

对上海有深情厚谊者，也不一定非得是如百丽诗这样生长

在上海的外籍人士。丹麦人 Simon Lichtenberg 于 1987 年中学

毕业后，成为复旦大学国际交流学院首批外国留学生。如今，

如果不是线下相见或者视频连线，而仅仅是通过电话、微信语

音通话来与他联系，他那一口“沪普”，很可能会令人感觉——

电话那头的是一位上海爷叔。他也有一个好听的中文名字——

李曦萌。李曦萌在复旦大学进修了一年中文后，回丹麦完成大

学学业。要不是 1990 年获悉上海浦东开发的消息，特别是此

后不久外高桥保税区成立，李曦萌也许不会在 1993 年重返上

海创业。从那时起，直至如今，李曦萌的事业从无到有，由小

及大。如今，特雷通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

曦萌对上海的爱溢于言表。他的个人经历表明，上海不仅是一

座适合居住的城市，也适合创业并长期开展事业。即使对如今

初来上海的外籍年轻人来说，李曦萌的案例也足以增加沪漂们

的信心。

由于上海市委外宣办长期以来注重和在沪外国人交朋友，

使得许多在沪外国朋友乐意为中国在世界上说话、说出真实的

中国。

当 2020 年印度疫情突然恶化、中国第一时间表示提供援助

时，《沙睿杰：智慧的上海也是热情的》一集及时推送，通过

印度籍科技企业高管之口讲述生活在上海的战疫经历与启示；

特雷通集团创始人、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曦萌对上海的爱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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