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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上的商业贸易自古繁
荣发达，是东西方国际贸易的聚集
地，我国早在公元前一二世纪之间
就与该区域有友好通商关系。”近
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会长、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万明谈及“丝绸
之路的整体认知”时表示，中国曾是
海洋大国，为印度洋区域国际贸易
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传承和弘扬丝
绸之路友好合作精神将为当今深化
双、多边合作奠定坚实基础。

万明介绍说，从海上交通连接

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乃至欧洲
的海上通道，被称为“海上丝绸之
路”。2100 多年前，汉武帝遣使开
辟了南海航线，与海外国家与地区
交 往 ，正 式 开 创 了“ 海 上 丝 绸 之
路”。“浩瀚的海洋是大陆的延伸，

‘海上丝绸之路’也是‘陆上丝绸之
路’的延伸。”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从张骞
凿空西域到郑和下西洋，其间经历
了 1500多年，中国人向西的寻求从
来没有中断过。”万明认为，古代丝

绸之路从陆向海的重大转折发生在
15世纪初，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人
大规模走向海洋的壮举，促成古代
陆海丝绸之路的全面贯通，而贯通
的汇合点即在印度洋。

万明说，印度洋自古就是东西
方交往的汇聚之地，拥有红海、阿拉
伯海、亚丁湾、波斯湾、阿曼湾、孟加
拉湾、安达曼海等重要边缘海域和
海湾，孕育了三大世界文明：印度河
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尼罗河流
域文明，分列印度洋区域的东、中、
西部。在古代，印度洋贸易紧紧地
将亚洲、非洲和欧洲连接在一起。

“当时商业贸易很繁荣，在印度
洋西部，印度人、阿拉伯人、埃及人
等活动频繁，而在印度洋东部，中国
人的活动引起了关注。”万明表示，
中国《汉书·地理志》记载了公元前
一二世纪间自徐闻、合浦到斯里兰
卡的航行路线，说明中国与印度洋
已有友好通商关系，是现存史料中
最早的远洋航线。

公元 7 世纪以后，执印度洋牛
耳的主要是阿拉伯人，一位中国人
的航海活动改变了这一局面。这位

中国人叫郑和，是一位杰出的航海
家。“郑和七下西洋，访问了三十多
个国家和地区，将中国的远洋航海
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给印
度洋注入了新的活力，改变了此前
阿拉伯人掌控印度洋的局面，”万明
说，“这促进了中国与印度洋区域各
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助推了印度洋
区域国际贸易的发展，奠定了古代
中国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

往事越千年，历史开新篇。万
明表示，“海上丝绸之路”是不同文
明板块之间交流的海上通道，“一带
一路”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
号，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将共同打造政
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
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
体。从世界的东方形成的价值理
念，将汇集越来越多的向上力量。

航行印度洋：东西方的商贸往来
■ 本报记者 谢雷鸣

青釉倒装壶、玉壶春、耀州面塑、
荣昌折扇⋯⋯各种商品颇具匠心，第
五届京交会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

“非遗”）展区为人们带来一缕清风。
随着中国“非遗”保护工作的不断深
入，承载中国文化内涵、民众生活情
趣和丰富多样形态的“非遗”产业在
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中焕发生机。

“‘非遗’产业为‘成渝城市群新
兴战略支点’提供了强劲有力的支
撑。”重庆市荣昌区区委常委、宣传
部长赵天智日前在京交会“非遗”专
题媒体见面会上称，去年该区文化
产业总产值实现 62.8 亿元，正在成
长为全区一大支柱产业。本届京交
会，荣昌展区的企业与新加坡、日本
等国际知名工艺大师合作，并借助
旅游大数据系统分析充分挖掘市场
需求，用多元化的方式打造“会说
话”的非遗产品，让非遗从产品输出
变成品牌输出。

截止 4 月，我国共入选联合国
“非遗”相关名录项目39项，文化和

旅游部命名了四批共 1986 名国家
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建立
了 21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和100个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
护示范基地。

相关专家表示，“非遗”既注重
自身的保护和发展，也逐渐开发其
与科技和产业的融合。在与科技结
合时，利用 VR、AR 等现代信息技
术记录、展示和传播“非遗”项目的
内容。在与地方产业结合时，依托
当地丰富的文化资源，通过展示该
地域的国家级和省级“非遗”项目，
塑造和宣传地方品牌，推介与文化
相结合的文旅产业、文教产业项目。

与此同时，“非遗”产业也面临
一些困难，比如有些“非遗”项目不
被人知。“荣昌非遗产品名录有 120
余项，但大多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须打破‘非遗’保护就是‘封闭保护’
的观念。”赵天智介绍。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对非
遗优势文化资源进行挖掘，另一方

面是持续加大保护和传承力度。”赵
天智介绍经验时说，两项国家级“非
遗”（荣昌陶器和荣昌夏布）已注册
国家地理商标，荣昌区积极与高校
合作，比如与北京服装学院合作建
成重庆市首个国家级传统工艺工作
站，与西安工程大学共建荣昌夏布
研发中心，与四川美院共建研究院。

“非遗”产业焕发生机勇立潮头
■ 本报记者 周东洋

本报讯 日前，2018中国·新
泰樱桃节暨经贸文化合作交流
会在山东新泰举办。吸引大批
国内外客商洽谈合作，积极促进
项目签约和产业对接。活动期
间还举办经贸合作洽谈会、“品
鉴红樱桃 唱响新新泰”音乐会等
26项活动，充分展示新泰市和泰
安高新区独特丰富的产品资源、
特色突出的优势产业、开放包容
的投资环境，进一步促进了与各
界的交流合作。此次活动将持
续一个半月。

新泰市委副书记、市长赵书
刚表示，该活动已成为新泰促进
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在 2018
中国·新泰新旧动能转换重点项
目推介暨项目签约仪式上，新泰
市招商部门重点推介了光电科
技产业、北汽国泰汽车产业园、
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区、现代物流
产业等 6 个重点项目，最终洽谈
成功项目54个，累计吸引资金达
286.71亿元。 （马荷余）

“提到钻石，很多人想到的是
南非，其实南非的很多高品质的
钻石都是来自纳米比亚，钻石出
口是该国支柱产业之一。”前中国
驻纳米比亚大使廉正保近日揭开
了纳米比亚的神秘面纱。

位于非洲西南部的纳米比
亚，是非洲最后一个独立的国家，
国名取自以艳丽的红色沙丘闻名
的纳米比沙漠。纳米比亚屡屡被
人用“惊艳”来形容，无论是蓝色
海洋与黄色沙漠相连带来的视觉
冲击，还是钻石产地、纳米比沙
漠、鲸湾港的火烈鸟家园，都为其
增加了几分壮观与神秘的色彩。

纳米比亚有“欧洲后花园”之
称，旅游资源丰富，自然风光引人
入胜。“在斯瓦科普蒙德以南约
40公里的海边，貌似层层叠叠的
石块，实则是吸附水边礁石上千
千万万的海贝，纳米比亚人不吃
海带、海贝，成全了这一风景。”廉

正保说。
纳米比亚还有一种植物——

千年兰，以“长生不老”著称，十分
耐旱，生命力超强，其坚韧的性格
被纳米比亚人推崇，成为国花，当
地设有千年兰自然保护区。

除旅游资源，纳米比亚的矿
产、渔业、农牧业资源也很丰富。
吕德里茨是纳米比亚的著名渔
港，本格拉寒流与安哥拉暖流的
交汇形成了丰富的渔业资源，以
及十字角海豹岛景观，几平方公
里的海滩上竟常年聚集着 8—10
万头海豹。

“纳米比亚虽然地广人稀，但
粮食并不能自给自足，曾有中国
企业看中这一商机去考察，后来
发现当地土壤层比较干燥，在充
分调研后，该企业未进行下一步
合作。”廉正保提醒尝试在纳米比
亚投资农牧业领域的中国企业注
意多方考察，谨慎决断。

“作为二战后非洲最早独立
的国家，加纳曾是非洲最富裕的
国家之一。独立初期，加纳的人
均收入达到 50 英镑，拥有 2 亿英
镑的外汇储备，财富数量极为可
观。”近日，前中国驻曼彻斯特总
领事、驻加纳大使龚建忠在《“黄
金海岸”故事：我在加纳的所见
所闻》讲座中如是说。

近年来，加纳以其独特的文
化风俗和自然景观吸引了全球
游客，成为非洲十大旅游国之
一。“加纳的人文景点主要有海
岸角奴隶堡、恩格鲁玛陵墓、国
家剧院、黑星广场等。其中海岸
角奴隶堡是加纳规模最大、最著
名的奴隶堡之一。”龚建忠介绍
说，恩格鲁玛陵墓是为加纳共和
国的缔造者——恩格鲁玛建造
的陵墓，规模宏大。

对于加纳来说，“黄金海岸”
这一称谓饱含辛酸。这要从一段

殖民史说起。1471 年以来，西方
殖民者相继入侵加纳沿海地区，
抢黄金、贩黑奴，将这一带唤作

“黄金海岸”。加纳的黄金资源优
势并没有给当地带来长足的发
展，当地缺乏黄金冶炼厂，出口的
是未加工的矿产，利润薄弱。在
龚建忠看来，加纳社会经济的发
展依然任重道远。

旅游业在加纳很兴盛，当地
发展旅游业的条件得天独厚。“境
内大片的热带雨林气候区造就丰
富的动植物资源。”龚建忠说，“阿
布里植物园、卡库姆国家公园、莫
尔野生动物园等著名景点都是依
托这些丰富的资源修建的。”

山美水美人也美。“加纳人非
常温和、礼貌，每周都要做礼拜。”
龚建忠介绍说，凳子被认为是祖
先神灵的寄居地，在加纳文化中
占据特殊的地位，每个家庭通过
凳子与祖先进行交流，颇为奇特。

本报讯 近日，河南焦作市
委副书记、市长徐衣显率焦作市
代表团赴纽约与美东河南同乡
会（总商会）等机构对接文化交
流和经贸合作工作。访问期间，
徐衣显率队与美东河南同乡会

（总商会）会长张富印、理事长苏
殿奎及部分企业家代表作了深
入交流，共同探讨对接经贸合作
事宜，特别是围绕焦作主导产业
和美东河南同乡会（总商会）资
源优势，就相关新型产业如何引
进焦作、落户焦作等事宜进行了
具体对接。

徐衣显表示，希望美东河南
同乡会（总商会）继续发挥好中
枢纽带作用，为焦作和总商会之
间的经贸合作牵线搭桥、多作贡
献。据介绍，美东河南同乡会

（总商会）是由定居在美国东部
的中国河南籍人士于 1973 年自
发组织成立的社团组织，力求增
进中美友好关系，助推双方经贸
合作。 （何进）

本报讯 近日，海外侨胞晋
城经贸文化合作交流会在山西
晋城举办，来自39个国家和地区
的侨商侨领就晋城推介的具体
项目展开接洽。会上，晋城就资
源特点、产业优势和小杂粮、农
产品深加工、装备制造、文化旅
游、现代服务业等项目作了推
介。晋商加拿大总商会、泰国浙
沪总商会、英国山西商会、德国
华人旅游联合会等负责人就丝
绸服饰、工业废渣利用、大数据、
联合产业园、旅游等项目的合作
提出具体建议。

晋城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当前晋城正处于高质量转型发展
期，发展空间大、需求多，充满合
作机遇，将不断优化政务和生态
环境，诚邀各位侨胞侨领在晋城
投资兴业，为晋城发展提供大力
支持。各县（市、区）和侨联要建
好平台，架起了和侨胞联系的桥
梁，结合实际，主动把侨胞的合作
意向变为现实，实现互利共赢。

（张涵瀚）

本报讯 6 月 5 日至 7 日，第
一届湘以科技创新经贸对接会
将 分 别 在 长 沙 和 益 阳 两 地 举
行。日前在长沙召开的第一届
湘以科技创新经贸对接会新闻
发布会透露，对接会将聚焦医疗
健康、电子信息、清洁技术等领
域产业发展，促进以色列先进科
技与湖南省优势产业的对接融
合。目前，对接会各项筹备工作
正在有序推进，已确定来湘参会
的以色列企业达58家。

据介绍，对接会将采取主题
会议、专场对接、专题路演相结
合，通过大会推介、对接洽谈、实
地考察、商务交流等形式，让湖
南企业、金融机构与以色列企业
在医疗健康科技、农业等领域充
分对接，促使一批合作项目落地
实施，推动长沙和益阳两地以色
列产业园区建设，为加强湘以之
间的科技创新、经贸对接起到积
极作用。 （白铭乾）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涉
及上百种语言，对外话语体系的构
建和文化输出可视为“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重要内容。非洲是“一带
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和“海上丝
绸之路”历史的延续与拓展，地缘
辽阔，语言种类繁多。中国话语与
中华文化在非洲的传播，赋予了

“一带一路”新的内涵与生命力。
“通过准确的翻译，主动输出中

国特色语言文化，可打破西方话语

在非洲的垄断局面及其对中国造成
的不利影响，进一步推动中国在非
洲的话语权建设，使非洲全面、直
接、正确地认识中国话语以及中非
话语的异同，对于中非合作互惠关
系的长远发展有重要意义。”中国人
民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王建华说。

肯尼亚国家工商会主席约翰·
肯特尼也表示：“我们总是会遇到很
多的语言障碍，希望‘一带一路’能
够有机会让我们实现更好的文化、

教育和语言方面的交流，期盼中国
能让自己的文化和语言融入全球。”

全国工商联中国民营经济研究
会研究员、中国继创者联盟执行主
席杨宗岳说，很多继创者表示，除了
对法律法规认知不足和缺少当地经
验，中企对国外文化认知的缺失也
是制约自身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很多公司渴求语言机构的帮助。

翻译的精准与否，关系到“一带
一路”建设的进程。精准的翻译有

助于中国掌握话语建构的主动权，
拓展中国话语的传播渠道，创造更
多的文化投资机会。“多年的翻译工
作使我意识到，当下是中国增强国
际话语权的较好时期。”译伙伴全球
翻译机构总经理厉佳佳说。

据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
地区使用的官方语言大多是我国稀
缺的非通用语种，遑论地方语言和
主要方言。语言不通成为制约“一
带一路”建设快速发展的一大障碍，

而语言人才的培养周期较长。
王建华建议，了解我国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跨领域语言
人才的分布，采用合理的语言战略
与语言规划，盘活国家整体语言能
力中的现有“跨境语言”存量，是解
决该问题的有效手段之一。中国
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赵秀凤
则认为，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人才来华进修，既能帮助解决语言
不通问题，还能促进双向了解。

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听懂“中国话”
■ 本报记者 孔帅

◆异域采风

山东新泰举办经贸
文化合作交流会

河南焦作代表团
赴美对接经贸工作

加纳：奇特的“黄金海岸”
■ 本报记者 刘国民 实习记者 孟思洁

侨商侨领与山西晋城
接洽经贸项目

首届湘以经贸对接会
下月举行

◆贸促画廊

纳米比亚：惊艳的国度
■ 本报记者 陈璐

贾凤彩，1934年生于河南省商丘市，1960年毕业于沈阳工业学院。1979年调入中国贸促会
办公室工作。1990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