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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虽然我人在国外，但我的根在中国。我想通过
摄影，让更多人感知到中国文化之美。”旅日中国摄影家
冯学敏说。

冯学敏 1953年生于上海，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和日本
摄影家协会会员，还担任世界华人摄影联盟副主席。冯
学敏以拍摄中国文化故乡系列而著称，被誉为“映像诗
人”。他拍摄的“云南普洱茶文化”“绍兴酒文化”“景德
镇瓷文化”等系列作品，展现了中国各地风土人情、民
族文化和自然风光，多次在海内外摄影展亮相。

小学时，借用同学的徕卡相机拍摄纪念照，这是冯
学敏关于摄影的最早记忆。1985 年，冯学敏赴日学习摄
影，在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出版社讲谈社进修一年。“日本
的摄影业类别很细化，我感到自己在专业方面差距很
大，于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他说。

冯学敏平时整日泡在摄影棚学习，周末则外出拍
摄，一年下来，竟积攒了上千卷胶卷。

出于对摄影的一腔热爱，冯学敏此后再度赴日，来
到日本大学艺术学部进修，并于 1999年获得日本摄影界

“太阳奖”，成为摘得该奖项的首位外国摄影家。冯学敏
的摄影主题大多与中国文化相关。“我了解中日两国的文
化，希望能通过摄影促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用摄影作
品搭建起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他说。

浙江绍兴是冯学敏中国文化故乡系列作品的起点。
绍兴是他母亲的故乡。“透过镜头，我再次看到了母亲和
外公生活过的地方，也感受到了中国人心底的朴素、热
情与善良。”他说。

年轻时，冯学敏曾在云南当过知青。他对云南的感
情很深，称其为“第二故乡”。他前后十多次到访云南，
围绕普洱茶、稻作等主题进行摄影创作。日本广播协会

（NHK） 曾跟拍专题片《天空中的梯田——摄影家冯学敏

云南之旅》。每次创作前，冯学敏会投入大量精力收集资
料、采风调研。

冯学敏还专注于陶瓷拍摄。为了更好地用摄影展现
陶瓷文化，冯学敏曾拜访在日本被誉为“人间国宝”的
陶艺家今泉今右卫门，进行学习交流。在对日本陶瓷进
行了长达五年的拍摄后，他回到江西景德镇，继续探寻
这门“燃烧了两千年的土与火的艺术”。

说起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摄影展，冯学敏谈起了 2006
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特展《情系故乡·中国文化之
旅》。当时，冯学敏一度担心因语言和文化障碍，一幅贵
州苗族女子的特写无法被当地民众理解。然而，观展嘉宾
在看到作品后表示，已不必再用语言进行介绍了。“作品中
人物的幸福感洋溢在脸上，这种善意足以被世界上任何一
个国家的人们所理解。视觉艺术是可以跨越国界的。拍摄
者的心境、中国的文化都蕴含在光影之中。”冯学敏说。

新冠疫情以来，冯学敏将目光投向身边的花草树
木。他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分享了一百余篇 《散步印象》
系列作品，鼓励人们做生活的有心人，从大地之美中感
受生命的力量。

2023年是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缔结 45周年。冯学
敏计划以摄影作品促进两国友好交流。他介绍，除了将

《散步印象》 系列编纂成集外，他将继续进行 《湖州印
象》 等中国文化主题作品创作。此外，他还参与筹办在
日华人摄影展，该展预计于5月底在东京开幕。

冯学敏认为，中国文化元素丰富，摄影技术多样，
摄影师大有可为。如今有更多中国摄影师走向世界，用
独特手法展现中国文化魅力，是十分可喜的现象。如何
创作出有表现力、传播力的作品，推动文化交流，自己

“仍然在路上”。
（据中新社电）

“船和海的交汇，带出了一
段海上丝绸之路的光辉历史。”
古船模匠人蔡国栋虽已年过八
旬，在谈及自制的“郑和宝船”古
船模时，眼中仍光彩四溢。

在位于福建省石狮市祥芝
镇的蔡国栋蔡立新船模制作工
坊，蔡国栋与儿子蔡立新正分
工打磨古船模零件，为下一件
古船模制作做准备。

地处晋江南岸出海口的祥
芝镇，不仅是著名渔港、侨乡，也
是历史悠久的造船基地。据清代
蔡永蒹《西山杂志》记载：“祥芝，
古之上施也。济阳蔡氏航海卜居
此……乡居海滨，自古以来，俱
从航舟远运。”

1960 年，蔡国栋进入当地
造船厂学习制船。“从学徒到师
傅，从木帆船到铁皮船，我都
接触过，但心中最喜欢的还是
福船，那上面承载的是祥芝渔
港的‘海丝’印记。”

2011 年前后，祥芝准备筹
建一座船模博物馆，邀请一批
老造船师傅，以古船模形式再
现祥芝船舶历史。蔡国栋正是
其中之一。他带上从小就跟随
他造船的儿子，依凭记忆开始
设计图纸，着手制作。

“制作一件古船模，除去准
备材料的时间，往往要花上两
三个月。”蔡立新说，父亲年龄
渐大，负责设计图纸、打磨小
零件，指出细节错误等，自己则
主要做些体力活。船模制作程序
繁琐细节颇多，但父子二人都不
愿将就，一定要精心雕琢。

在蔡立新眼中，既然要做
古船模，就必须尊重传统，根
据福船的原貌和风采，按比例
缩小，尽可能地还原每一个细节，鼠洞、兔耳、龙
骨、马面、羊角等关键的“十二生肖”部件缺一不
可。“福船上几乎每个零部件、图案花纹都有其作用
和故事，我们就是要一一还原，重现它们的风采。”

十余年来，蔡国栋、蔡立新父子利用业余时
间，打造了“郑和宝船”“祥芝白底船”“祥芝商
船”等多件古船模，它们多被放在当地的博物馆、
文体中心展览。

蔡国栋回忆，新加坡博物馆珍藏着一张首航新
加坡的中国帆船老照片，那便是祥芝的商船。他曾
依据照片，查阅无数资料，花费了三个多月，终于
把那艘商船按比例复刻为船模，再现当年祥芝商船
远航东南亚的风姿。

这次经历让蔡国栋印象深刻，“制造古船模除了
丰富的经验，更需要一定历史知识”。为了造出更精
确的古船模，学历不高的父子俩经常查阅各种资料
影像，并且向文史专家求教，不断充实自己古船文
化方面的知识。

2021 年，“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
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自此，蔡国栋父子
便着手打造宋元古船模。

“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有限，一些具
体的船体结构未能准确复原，只能依据郑和宝船和
博物馆内的古船遗迹推测，非常期待能有更多专业
人士给我们指正、指导。”蔡立新如是说。

蔡国栋父子还希望，能有更多人愿意学习这门
传统技艺，将福船文化和记忆一直传承延续下去。

“虽然福船现在已经退出了时代潮流，但它的制作技
艺依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该失传。如果
有人愿意学，我们一定倾囊相授。”

（据中新网）

平台：传递中国声音

阳春三月，博鳌之约如期而至，新
老朋友再次相聚。参加论坛年会的代表
中，活跃着不少华商的身影。

3 月 29 日，博鳌亚洲论坛 2023 年年
会·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议举行。
来自12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名华商领袖
及专家学者就中国式现代化、华侨华人
与“一带一路”、应对国际秩序变动挑战
等进行交流。会场内，泰国中华总商会
副主席暨各行业公会执行主任李桂雄认
真聆听，不时记录。

“这是疫情发生以来，我作为华商代
表首次在线下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
李桂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不
久前闭幕的全国两会，让世界看到了中
国开放发展的坚定信心。如期而至的博
鳌亚洲论坛年会，成为传递中国声音的
又一重要平台。开放始终是博鳌亚洲论
坛的关键词，通过这一开放平台，世界
能够感受到中国与亚洲同进步、与世界
共发展的担当和诚意。

李桂雄的“博鳌时间”非常充实。
除了参与开幕式及相关议题的讨论，他
还将要赴海南文昌、万宁等地参观访
问，寻找更多商机。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议题丰
富，包括产业链供应链新格局、亚洲区
域合作、“一带一路”、自贸港建设、中
国式现代化等。会场外，更多华侨华人
通过多种方式关注“博鳌声音”。

“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之路如
何走？作为世界经济重要引擎的中国，
将发挥哪些引领作用？博鳌亚洲论坛年
会上的这些热点话题，也备受海外华商
关注。”泰国华人青年商会会长、永泰珠
宝集团董事长李嘉淳关注到，与会嘉宾
普遍认为，中国式现代化把高质量发展
作为首要任务，中国不断以自身新发展
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携手各方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为世界经济复苏发展增

添了新动力。
德国福建商会会长陈云斌关注到，

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成为论坛的
热词，今年也不例外。本次年会上，“一
带一路”、制度型开放、亚洲区域合作等
以“开放”为底色的议题成为热点。各
方对加强开放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呼
声高涨、愿望强烈。

议题：引发华商兴趣

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期间，海南
在论坛框架下举办“全球自由贸易港发
展论坛”，围绕“制度型开放与自由贸
易”主题，邀请国内外多个自贸试验区
代表参加，为自贸港建设建言献策。年
会结束后，一系列离岛免税新政将落地
实施。今年起，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前基
础设施和制度体系等“软硬件”建设将进
一步提速。一系列积极信号，令法国“华二
代”创业协会会长詹胜洁备感振奋。

“乘着海南自贸港建设发展的东风，
我在海南成立了华二代 （海南） 孵化器
有限公司，主要为欧洲华侨新生代回国
创业提供创投服务平台。”詹胜洁说，

“在海南创业的近三年时间里，我深刻感
受到自贸港建设发展的活力，一系列优
惠政策落地，越来越多外资企业落地海
南。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将自贸港建设
作为重点议题之一，有利于进一步提升海
南自贸港建设水平。未来，海南自贸港建
设机遇无限。期待海南在物流、航运等方
面加快改善基础设施水平，更好地发挥面
向亚洲、辐射世界的区位优势。”

在新西兰亿贝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王思维看来，海南是新西兰优质产品进
入中国市场的重要目的地之一。“疫情期
间，国际往来一度受阻，海南离岛免税
利好政策凸显优势。自 2021年起，我们
加大了对海南各大免税店、线上线下超
市投放产品的力度，销售业绩相当可
观。今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释放出更多
利好消息，相信随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

作，企业关税成本降低，利润空间会更
大。”王思维说。

自贸区 （港） 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
化方面将发挥哪些作用？海南打造高水
平开放高地有哪些路径？如何全面深化
与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 各成员方的务实合作？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上的“海南议题”，引起李桂
雄的浓厚兴趣。

“海南地处东南亚和中国大陆两个最
活跃市场的交汇点，深化与东南亚的合
作是海南自贸港重要发展方向。”李桂雄
介绍，不久前，海南省贸促会、泰国中
华总商会在泰国曼谷联合举办中国 （海
南） —泰国经贸合作推介洽谈会，两地
企业现场签约7个项目。“作为海南省贸
促会驻泰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我见证了
琼泰合作结出的硕果。通过参与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我了解到更多有关中国对
外开放及海南自贸港建设的最新信息，
对未来两地深化合作有了更大信心。”

同为旅泰华商，李嘉淳也在积极布
局海南。“海南自贸港在区域经济合作中
有独特优势，一是支持外资力度大，二是
地理位置优越，旅游业等第三产业发展势
头良好。目前，我计划将公司的珠宝生产、
研发、设计、展示等业务逐渐向海南转移，
后续将推进更多合作项目落地。”

信号：增强发展信心

春为岁首，标注梦想的新起点。从
博鳌出发，广大华侨华人踌躇满志、干
劲十足。

“从全国两会到博鳌亚洲论坛，中国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信号更加清晰。”
李嘉淳表示，中国市场消费潜力巨大，
消费升级趋势明显。随着中国调整疫情
防控举措，中国的市场活力将进一步得
以释放。泰国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
要国家，泰中经贸合作前景可期。“我们
将努力把更多更好的商品带给中国消费
者。目前，我已经预订了第六届进博会

的展位，并筹备带动一批泰国珠宝企业
参展，抢抓中国扩大开放重大机遇。”

王思维的公司也早早定下了“进博
会之约”。“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
高、健康意识的增强，中国市场对新西
兰优质产品的需求将进一步提升。我们
对布局中国市场充满信心。”王思维说，

“近期，我会回国与中国团队加强协调配
合，从渠道端、产品端推动公司产品深挖
中国市场，同时将依托各大电商平台、‘网
红带货’等加强宣传，创新营销模式。”

“开放的中国带给世界更多机遇。”瑞
士欧亚论坛主席朱爱莲表示，“我希望推
动瑞士欧亚论坛尽快落户海南，在海口成
立中国办事处。我个人还计划在海南成立
一家投资贸易公司。最近，我正在研究公
司落户海南能享受到的具体优惠政策，这
也是许多外商、侨商朋友共同关注的话
题。期待国内相关部门能组织更多商务考
察活动，让全球企业进一步关注海南、关
注中国。”

“海外创业者将海南视为进入中国市
场的一个重要通道，他们非常关注自贸
港各类政策在海南的落地。”詹胜洁表
示，作为海南贸促会驻法国代表，不久
前我在法国组织了几场海南推介会，近
期还将举办更多类似活动。同时，今年
我们还将扩大孵化器规模，预计将在艺
术、品牌零售等专业性行业，为年轻的
华侨华人创业者提供创业孵化服务。

参与创建中欧跨境法务科技综合服
务平台、筹备成立海外华侨华人社团长
乐联络总部、在中德之间奔走牵线企业
合作……这段时间，陈云斌收获不小。

“中国积极参与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多边合
作，不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推动
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对全
球企业来说都是重大利好。作为旅欧侨
商，我将继续扮演好民间使者的角色，
推动更多企业合作对接，拥抱‘一带一
路’发展机遇。”

上图：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
外旗帜飘扬。

蒙钟德摄 （人民图片）

旅日摄影家冯学敏：

光影为媒，讲述故乡文化之美
蒋文月 朱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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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博鳌声音”侨胞干劲十足
本报记者 李嘉宝

3月 28日至31日，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

在海南博鳌举行。今年是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博

鳌亚洲论坛年会首次完全恢复线下会议。本届年会

的主题是“不确定的世界：团结合作迎挑战，开放

包容促发展”。

“发展与普惠”“治理与安全”“区域与全球”

“当下与未来”……会场内外，海外华侨华人聚焦

博鳌关键词，从中发现商机、提振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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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冯学敏在云南元
阳拍摄的作品 《云南元阳梯
田》。

右图：冯学敏在浙江绍
兴拍摄的作品《夕阳晚归》。

冯学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