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贸促画廊

富贵长寿（国画）
朱连宝:：1943 年生于天津蓟县。1961 年参军，经常参加部队
宣传工作。退休后，于 2004 年参加了贸促会主办的书画研习
班，师从刁锡锐、周梦麟、金玉音等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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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
灿烂的国家，在与周边国家和地
区数千年贸易和文化交流中，中
国的传统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广泛
的影响力。

在中国传统文化日渐受到国
际关注的今天，拥有 3000 多年历
史的中国篆刻艺术正在探索如何
更好地走出去，这也是全国政协
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
艺术院院长骆芃芃多年思考并付
诸实践的课题。据骆芃芃介绍，
2017 年，她承担由文化部主办的
金砖国家文化节启动仪式五国大
印的设计与镌刻任务，刻制中国、
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五国大
印。2017 年 9 月 4 日，金砖国家领

导人以钤盖“中国印”——五国大
印的方式揭开了文化节的大幕。

“出现在国际视野中的篆刻艺术，
表达和展现出来的不仅仅是篆刻
本身，更是中国传统文化。”骆芃
芃说。

骆芃芃表示，中国传统文化走
出去，也要不断寻找与当地文化的
契合点。2012 年，她在英国伦敦皇
家艺术学院举办了个人艺术展《中
国印的世界——骆芃芃篆刻书法
艺术展》。她将牛顿、莎士比亚的
名言刻于印章中，让参观者体会到
西方文化的“中国风”演绎，以此拉
近了中国篆刻艺术与参观者的距
离。“我们在推介中国传统文化的
时候，要让国外受众直观感受到与
本国文化的联系，这样参观者会感

到十分亲切，也更容易接受。在走
出去的时候，要尊重并善于结合、
运用、比较当地的文化。”骆芃芃坦
言，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的艺
术家要有勇气去面对异国观众的
审视与评价，只有融入当地民众的
文化圈与生活圈，才能实现文明交
流互鉴的真正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洛阳博物馆名
誉馆长、洛阳市文联副主席王绣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将河洛
文化纳入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促
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沿着“一带一
路”传播开来。据王绣介绍，河洛
文化是以洛阳为中心的黄河与洛
河交汇地区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
化的总称，是中原文化和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以唐

三彩、书画技艺、牡丹文化等为代
表的河洛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和广泛
的影响力。其中蕴含的包容、合
作、求同存异的思想，可以增进“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的友谊，进
而推动国家间的合作。

全国政协委员、指挥家余隆认
为，进行中外人文交流时，走出去
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要经过精
心打磨，其目的不仅仅是提供艺术
娱乐，而是要体现国家的文化思
想。余隆表示，在今天的世界舞台
上，中国文化走出去已经不能仅仅
满足于提供艺术娱乐以及技巧性
的内容，而是要聚焦深邃的内涵，
体现国家的文化战略，“传递什么
样的信息也很重要，”余隆说。

带着中国文化融入其他文明生活圈
■ 本报记者 胡心媛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在就职演说
中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法国总
统马克龙则呼吁“让地球再次伟
大”。闭塞与开放，两种截然不同的
态度，让怀揣不安的世界重拾信
心。今年年初，法国总统马克龙访
华，在经贸、文化等方面取得了积极
成果，为新时期中法关系发展奠定
了良好基础。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
推动了与其他国家的互联互通，
各 国 在 合 作 中 受 益,法 国 也 不 例
外。”法中委员会副主席钱法仁在
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法国是最早与新中国建交的
西方大国，中法两国的经贸关系
正在不断发展。法国是与中国在
核能、航空航天、电子技术等战略
性领域合作最早、最深入的西方
国家，双方在很多领域都有很大
的合作空间。

中法航天合作要追溯至新中国
成立初期。马克龙总统年初访华，
航天领域的进一步合作也是中法双
方会谈的重要议题之一。“泰雷兹

（THALES）公司与中国合作良好。
晚点率高是中国航班面临的一大问
题，法国这家公司最大的优势在于
空管，中法在这一领域或许可以展
开合作。”钱法仁称。

法国人一向以善于吃并精于
吃而闻名，法式大餐是高品位生活
的一种代表，这种精细化运作体现
了 法 国 人 对 食 材 近 乎 苛 刻 的 要

求。钱法仁介绍说，中国是世界猪
肉消费大国，其中部分从欧洲进
口。法国和中国在农业领域的合
作前景广阔。

此外，钱法仁认为，中国面临严
重的老龄化、养老体系不健全等问
题，法国等先进国家对此有较全面
的研究，中国可以借鉴法国等国家
和地区的宝贵经验。

一提到法国，人们首先想到浪
漫，但其企业的创新、开拓能力也值
得关注。据 2018 全球创新排行榜
发布的消息，法国名列第 9，比去年
上升两位。“中法共同创新前途光
明，法国很多创新的想法还是值得
探索的。”钱法仁表示。

“伦敦是欧洲世界级的金融
中心，在英国脱欧后，其还将继续
扮演金融领域的重要角色，但会
被逐步分化。这时，巴黎的重要
性也就适时凸显。据相关数据显
示，英国的房地产在下降，而巴黎
价值 100 万欧元至 400 万欧元房产
的需求猛涨，背后原因或许就是
部分金融中心迁到巴黎。”钱法仁
告诉记者。

“当然，由于文化差异的缘由，
法国企业在中国发展也会遇到困
难。”钱法仁表示，比如，如果中国公
司与法国公司谈合作，方法和出发
点就很不一样。法国公司会首先了
解是否有法律风险，再继续下一
步，而中国公司往往会将法律作为
最后一道防线。

中法交流合作不只是经贸
■ 本报记者 陈璐

提起“德国制造”，人们第一印
象就是高品质产品的代名词。奔
驰、宝马、黛安芬、贝克、西门子、阿
迪达斯⋯⋯这些知名品牌可谓家喻
户晓。可靠的质量让德国品牌及其
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美誉，但

“德国货物美价不廉”，德系产品售
价往往高于市场其他品牌产品。

为何“物美价廉”这一中国消费
者喜爱的褒义概念，在德国行不通
呢？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助理研究
员姚乐在接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
访时认为，德国文化有其独特之处，
德国人往往喜欢有历史感、有文化记
忆的东西。此外，德国人很重视生活
品质，“价廉”这一概念，在很多德国
人心目中，几乎等同于“低品质”，与
其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夙愿相违背。

“有什么样的消费者就会有什么
样的产品来加以满足，德国独特的民
族文化和精神造就了其特有的消费
价值观，而这也反过来促进了德国公
司对产品质量的追求。”姚乐说。

数据显示，仅有 8000万人口的
德国，竟有 2300多个大众和行业内
知名的品牌。德国企业往往是专注

于某个领域、某项产品的“小公司”
“慢公司”，但极少有“差公司”，几乎
没有“假公司”。它们大多拥有百年
历史，是高度注重产品质量和价值
的公司，也被称为“隐形冠军”。

“隐形冠军”这一概念是德国著
名管理学教授赫尔曼·西蒙提出的，
他对“隐形冠军”的定义是：全球市
场占有率第一或第二；年产值在 20
亿欧元左右；鲜为大众所知。按此
标准，德国共有 1400多家这样的企
业，是世界“隐形冠军”数量最多的
国家，接近全球的一半。

今日的“德国制造”有口皆碑，
但实际上，“德国制造”也曾经历过
黑 暗 的 摸 索 期 。 英 国 议 会 曾 在
1887 年修改《商标法》，要求所有进
入英国本土和殖民地市场的德国进
口货必须注明“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在当时实际上是一个
带有侮辱性色彩的符号。为了改变
这一印象，德国人锐意进取，通过对
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对产品质量
的严格把关，大力发展钢铁、化工、
机械、电气等制造业和实体经济。
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东风，在 19

世纪下半叶，“德国制造”开始崛起，
出现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品牌，如汽
车领域的奔驰、电气领域的西门子、
化学领域的拜耳等。

但“创业容易守业难”，“德国制
造”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持续保持
领先地位的呢？

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惠天在接
受《中国贸易报》记者采访时认为，
德国保持制造业领先优势有三样法
宝：优质的职业教育、工匠精神的土
壤和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

德国的职业教育涵盖超过 300
种职业岗位，通过职业技巧和职业
精神的培养，职业教育为德国工业
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动力，成为德
国经济发展的“秘密武器”。除此
之外，德国还拥有很多传承悠久的
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所遵循的价值
观与工匠精神相一致，即不纯粹追
求利润、不轻易急速扩张，老老实
实地把产品和管理做到最好。这
些特点反而让德国的实体经济变
得特别强大。

德国消费者为何不爱“物美价廉”？
■ 本报记者 孙允广

“爱尔兰虽小，却有很多新奇
的理念，对全球经贸发展产生了许
多深远的影响，比如全球首家免税
店就出现在爱尔兰香农机场，后来
又有保税区、自由贸易区，引起全
球效仿。”近日，前中国驻爱尔兰大
使馆参赞樊剑表示，被誉为“凯尔
特虎”的爱尔兰在经贸领域搞过许
多创新，后来居上的经历值得我国
和其他新兴国家借鉴。

位于北大西洋地区的爱尔兰，
是欧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
界贸易组织和联合国的成员国，也
是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
之一。然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内，该国生产力低下、经济困顿，人
们生活窘迫。樊剑坦言，那时候，
爱尔兰给他最深的印象是“坎坷”。

爱尔兰曾孕育了古凯尔特文
明，但由于长期遭受英国统治，经
济停滞不前。“一方面，爱尔兰始终
没有像英国那样发展起工业；另一
方面，大量移民涌入后，人口激增
和土地兼并成为主要社会问题。”
为了糊口，当地居民只得大量种植
单产较高的马铃薯，导致农作物高
度单一。19 世纪中叶发生的一场
疫病使大部分马铃薯腐烂，最终让
爱尔兰人尝到了苦果。

“马铃薯饥荒”对爱尔兰的影
响极为深远，以至于对爱尔兰历史
的研究被分成“饥荒前”和“饥荒
后”两个时段。上世纪 80 年代以
来，爱尔兰以软件、生物工程等高
科技产业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并以
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海外

投资，完成了由农牧经济向知识经
济的跨越。自1995年起，爱尔兰国
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中经济发展最快的
国家。

1995年至2004年，爱尔兰建立
起小而现代、高度依赖对外贸易的
经济体系，全国经济以每年7%的幅
度飞速增长。该国虽然经济总量较
小，但极为发达，主要依赖出口贸
易。“世界上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就出
现在爱尔兰。”樊剑介绍说，尽管出
口贸易仍是该国经济的主要支柱，
但国内消费额的提高以及建筑业和
投资方面的复苏也带动了经济的持
续发展。

宽松的金融监管、大量的投
资、极低的税率以及加入欧盟后获
得的经济援助，造就了爱尔兰的经
济奇迹。1990年，爱尔兰的公司所
得税只有 10%至 12.5%，远低于法
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国家，
戴尔、英特尔和微软都选择在爱尔
兰开设工厂。2003年，爱尔兰已成
为世界上人均 GDP 排名第二的国
家，仅次于卢森堡。

樊剑表示，重视教育也是爱
尔兰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爱尔
兰把教育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并
加大投资和支持力度，优秀的教
育水平受到世界公认。爱尔兰人
逐渐形成了“终身学习”的理念，

大量高素质的劳动力使爱尔兰脱
颖而出，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创
造力的提升。

樊剑也指出，与全球经济“捆
绑”在一起的发展模式使爱尔兰一
跃成为欧洲富国，也为其发展埋下
隐患。“爱尔兰经济过分依赖全球
经济的表现，外国投资者和跨国公
司一旦‘感冒’，该国经济就会‘打
喷嚏’。”樊剑介绍说，2008 年美国
金融危机震荡全球，爱尔兰经济首
当其冲，爱尔兰 2010 年 GDP 萎缩
高达 14%，失业率也维持在 13%的
高位上。

近年来，爱尔兰痛定思痛，政
府调整政策，经济逐渐复苏。随
着国内消费水平的增长，经济发
展 平 稳 向 前 ，就 业 率 也 相 应 回
升。同时，爱尔兰积极尝试搭乘
中国发展的快车，中爱经贸合作
发展迅速，教育、科技、文化和农
业 等 领 域 的 交 流 与 合 作 日 益 增
多，取得较多成果。

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一定要
牺牲环境。“绿色”也是爱尔兰留给
樊剑的印象。爱尔兰农牧业先进，
风景如画，有“欧洲的农村”之称。
这里有翠绿的乡村、绵延的沙滩、
蜿蜒曲折的湖岸和河流，生态极
佳。岛上绿树成荫，草地遍布，被
称为“翡翠岛国”，旅游业较为兴
盛，每年都吸引许多游客。

细数“凯尔特虎”的经济奇迹
■ 本报记者 谢雷鸣

“总盯着过去看，你会瞎掉一只
眼；若你忘掉历史，则会双目失明。”
正如这则俄罗斯谚语所说，我们要
弄清自由贸易未来的问题，不妨看
看国际贸易的前世和今生，了解它
的AB面。而美国学者彭慕兰、托皮
克的著作《贸易打造的世界》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入口。《贸易打造的世
界》以 83 篇小史的篇幅，讲述了自
公元 1400 年以来，600 年的国际贸
易变迁。这部书中也将市场、商品、
运输、暴力等等与贸易相关同时又
对人类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故事
一一讲述出来。

在我们看来，这些事件的参与
者必定是众所周知的大人物，比如
马可·波罗、郑和、哥伦布等等。然
而，收入此书的很多事件主角却让
我们“失望”，比如：波士顿倾茶事件
与咖啡有什么关系？英国东印度公
司一位驻外代表处的代表为何要让

公司报销他养老虎的费用？发明大
王爱迪生的发明为何坑惨了墨西哥
的矿工？为何鸟粪一度使智利成为
非常富有的国家？鸦片为何成为推
动19世纪世界贸易增长的引擎？

看着这一个个故事，仿佛是翻
开了《十万个为什么》，作者却表示，

“我们想强调指出，普通的人们，包
括那些穷苦和生活在城市之外的
人，并非仅仅对全球的影响逆来顺
受。事实上，他们是全球贸易的积
极参与者。当他们选择移民、选择
新的农作物或布料纤维的时候，当
他们抵制新的矿山或种植园侵占了
农田或清洁水源的时候，他们都改
变了历史发展的结果，尽管这些结
果并非总是如人所愿。”

在笔者看来，这本《贸易打造的
世界》，既不是对国际贸易的高度赞
美，也不是对国际贸易的过度贬低，
只是告诉了我们贸易的本质。的确，

如果算上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
路的话，目前的全球化已经经历了丝
绸之路时代的全球化、大航海时代的
全球化、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英国主导
的全球化、二战后美国主导的全球
化。这几轮全球化的背后都是国际
贸易在推动。《贸易打造的世界》便是
将其中后三者的故事进行了梳理，并
提出了思考，比如全球化、国际贸易
一直是以欧美为中心吗？再比如，国
际贸易是百利无一害吗？

在过去的 100 多年中，中国人
对全球化、国际贸易的态度是十分
抵触的。彼时，国际贸易是帝国主
义的代名词，国际贸易进行着万恶
的鸦片和黑奴贸易，商人是跟在军
队的后面行走他国⋯⋯然而，作者
在书中还写了另一面：中国福建人
如何做生意，中国的朝贡制度如何
带动了国际贸易⋯⋯我们从中恍然
大悟：国家经济必须与世界经济相

联系，有必要放在全球的视角下进
行考察，两者互相影响、密不可分。

如今，加入WTO的中国尽享国
际贸易带来的福利，成为“世界工
厂”，也成为“世界市场”，中国对国际
贸易的态度也与100年前大不相同，
成为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

尽管目前保护主义抬头，但我
们依然要乐观。因为，一个贸易打
造的世界已经形成，其价值就在于
沟通与妥协、互惠与互利。这是历
史的选择，也是当下现实的选择，
中国正在推进的“一带一路”建设
就是最好的证明。对于当下的国
际贸易，我们不仅要融入其中，还
要站在更高的位置去审视，正如作
者所说——“贸易打造的世界是浑
然一体的，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如果想要让全球
贸易为更多人带来福祉，我们就更
加需要从外部审视这一世界。”

既做世界工厂 也是世界市场

看清国际贸易的AB面
■ 张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