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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是 外 媒 笔 下

“彬彬有礼且行事老

练的前中国财政部副

部长和前亚洲开发银

行官员”，是财政部工

作人员眼中好读文学

书籍的领导；他是许

多国家政要眼中“说

话有技巧”的金融外

交家，说一口流利的

英语，法语也不错。他

就是金立群。

7 月 6 日，中国财

政部网站发布消息，

根据亚投行候任行长

遴选程序，中国政府

正式提名金立群为亚

投行候任行长中方候

选人。按照相关程序，

亚投行成员将在 8 月

下旬举行的第六次首

席谈判代表会议上确

定候任行长人选。外

界普遍认为，现年 66

岁、在亚投行筹建过

程中获誉颇多的金立

群，是亚投行首任行

长的热门人选。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宣布金立群
将成为亚投行候任行长中方候选人的消
息时曾这样评价他：“金立群先生具有在
政府部门、国际机构和私营部门丰富的
领导和管理的经验，目前他担任亚投行
筹建多边临时秘书处的秘书长，为筹建
亚投行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主导亚投行筹备过程中取得的超

预期成果，无疑是金立群成为亚投行行
长的最大砝码。

从 2015 年 3 月起，英国、法国、德
国等G7成员陆续加入，被视为亚投行取
得的重大胜利。而作为亚投行筹建多边
临时秘书处秘书长的金立群，被认为在
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3 月 12 日，英国

“突然”宣布加入亚投行，让曾明确表态

反对的美国目瞪口呆。此后的剧情演绎
更是超出美国预期，法国、德国、意大
利在 3 月 16 日相继宣布加入亚投行。再
后，韩国、澳大利亚也都成为亚投行的
意向创始成员国。

金立群的斡旋能力与外交策略在其
中产生了不小影响。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全球治理研究室副主任黄
薇对媒体表示，金先生在外交策略方面很
灵活，3月份很多发达国家要求加入亚投
行，与金立群的有效工作分不开。

为筹建亚投行作出突出贡献

财富基金国际论坛荣誉主席，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亚洲
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第一副行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监
事长——这一连串头衔显示出金立群丰富的财经工作经验及其
国际履历。

自1980年起，金立群进入中国财政部工作，先后在外事财
务司、世界银行司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开始了与国际机构打交
道的职业历程。

1988年至1993年，金立群担任世界银行中国副执行董事。
1995年担任财政部部长助理，3年后任财政部副部长。在担任
财政部副部长期间，他还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
员。2003年，金立群竞选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一职并胜出，成
为亚行历史上第一位中国籍副行长，2006年获得连任。

不仅如此，金立群还有掌管金融机构的丰富经验。2008年
9月起，他担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2013年 5月起
至 2014年 10月，担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时是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全球22位受托人之一。

除了耀眼的履历，金立群出众的工作能力也为人所称道。
他作为亚洲开发银行第一位中国籍副行长，在5年任期内，

推进了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改革、改组；为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必要
的资金和技术援助；曾积极推动亚开行参与中国银行、光大银

行、厦门国际银行、杭州市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
2008年至2013年间，身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监事长，

金立群主要负责内审部门和公关外事部，并作为中央汇金公司
的领导小组组长，规范了汇金的管理模式。通过加强内部审
计、监督力度，促进管理部门完善决策程序和风险管理。

2012年，金立群获得了美国亚洲协会授予的“杰出国际公
共事务奖”。这一奖项正是对他20多年来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
融危机之后，积极从事国际经济事务的表彰。他曾协助几任中
国财政部长代表中国政府组织和参与多边、双边经济和金融论
坛的工作，如中美联合经济委员会、APEC财长会议等。

处理国际经济事务经验丰富处理国际经济事务经验丰富

亚行人在非正式场合都称金立群为“老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高级研究员
王军表示，金立群是一个技巧非常高超
的“拆弹能手”，应对各种挑战游刃有
余。他愿意直面问题，从来不会逃避，
而且总是能找到解决办法。

任职亚开行期间，金立群主管南亚
和湄公河区域事务，包括柬埔寨和缅甸
两国。当亚开行给柬埔寨的贷款出现问
题时，金立群乘飞机到金边，与柬埔寨总
理洪森面谈，此举为他在亚开行内部赢
得了信任。

处理亚投行这种多边开发机构的事
务无疑需要相当的外交艺术，如何利用
每一次发声机会来回应外界关心与质疑
是对金立群的重要考验。

2014年11月，金立群在博鳌亚洲论

坛上作了一个比喻：“有人质疑中国发
起成立亚投行的动机，这让我想起了一
部电影：《末代皇帝》。一天，皇帝的英
文老师建议皇帝佩戴一副眼镜，大臣们
认为以皇帝的视力不需要佩戴眼镜，英
文老师说，‘他需要的是视野’。”

4 个月之后，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5 年年会上，他再次对中国在亚投行
中的作用作出阐释。对于外界的颇多猜
测巧妙地予以化解。金立群表示，中国成
为大股东是根据亚洲地区中经济的体量
确定的。“第一大股东的地位不是特权，
而是责任、是担当。”在中国发展高层论
坛2015年年会上，金立群强调，亚投行将
是高度精简的机构，专业人员全球招聘，
坚决杜绝机构臃肿。对于腐败问题，他直

言，亚投行将对腐败“零容忍”。
众所周知，亚投行针对基础设施融资

而设立，环境问题无法绕开。对此，金立群
坚决表示：“亚投行未来在从事基础设施投
资中，将会十分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改
善，会重视搬迁居民的利益。”

（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

直面问题应对挑战游刃有余

金立群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言金立群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发言

当当代代

英杰英杰

庄富泉是浙江富阳人。富阳的造纸至少可追溯到
魏晋时期。从唐五代时期我国出现竹纸始，富阳就开
始用嫩竹为原料生产土纸，名曰“竹纸”。宋代时当地
竹纸便以“制作精良、品质精粹、光滑不蠹、洁白莹
润”而被誉为“纸中上品”，是当时朝廷锦夹奏章和科
举试卷的首选用纸，与井亭纸、赤亭纸并称为“三大
名纸”。清咸丰年间，庄家村出过顶级文化纸——簿坯
纸。庄家村的元书纸还成为晚清时期的一项贡品。槽
户庄廷亨所生产的元书纸，销往京、津、沪、杭、甬
等大都市，而且还外销日本、东南亚各国，深受客户
欢迎。

庄富泉的祖先从福建建阳迁到徽州歙县，明代宣
德年间又从歙县绵潭迁来浙江富阳双溪坞，以烧炭、
垦荒种粮维持生计。明代万历年间，随着人口增加、
劳动力增多，烧炭使得山上的树木越来越少，于是，
他的祖先也学习生产土纸，还仿效歙县造宣纸的工艺。

庄富泉的曾祖父庄玉璋、祖父庄渭林、父亲庄安
根世代做纸，一直传到庄富泉。庄富泉生于 1955 年，
自幼耳濡目染，也常去尝试做纸。1971 年初中毕业
后，他便跟着父亲学起了造纸。长期以来，富阳竹纸
的生产技艺依靠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言传身教是主
要的传承方法，有的工序必须从小学起，依靠个人悟
性以及长期实践才能掌握。为求工艺精湛，庄富泉常
趁师傅休息时，偷偷加练“抄纸”（俗称“捞纸”） 的
技术。手工造纸的三四十道工序中，这是难度最大的
工序，全凭心头感觉、手中功夫，“抄”出高质量的纸
张。冬天纸槽结冰，双手在水中作业，冰冷刺骨。三
伏天，又要在温度高达 80 摄氏度至 100 摄氏度的专用
烘房内晒纸，要求运气吹纸、手指灵巧、干净利落。
1978年，庄富泉已是生产队里造纸的一把好手了。

“造纸这个活很苦，现在愿意做的人不多了。”庄
富泉说，上世纪80年代，他曾毫无保留地将这门技艺
传授给村里各户乡亲，但很多人在利益权衡之下，转
向了赢利更高的其他纸类的生产。

庄富泉却不想让老祖宗的宝贝在他这一代丢失，
他选择了坚守，同时也尝试创新。他利用当地资源，
以竹浆为主要原料，模拟宣纸流程，在传统手工竹浆
纸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大获成功。其书画纸可以和安
徽宣纸媲美，落笔粗细自如，书写畅如游龙，而且竹
纤维制作的纸存留时间长，不易被虫蛀，书画家们非
常喜欢。随后，庄富泉又开拓出古籍书纸、挂历纸、
仿古印刷国画纸、仿古国画长卷扇面纸、罗纹宣纸等
新产品 （下图）。

庄富泉还是国内机器造宣纸的第一人。虽然机器
宣纸占了公司总销量的 80％，但庄富泉最钟情的依旧
是手工技艺，他的厂房里至今还保留着纸槽、石磨、
竹帘等最原始的传统造纸工具，再现于此的还有“人
尿发酵”“荡纸打浪”等富阳传统竹纸制作技艺。

“手工竹纸质量上乘，可贮存时间很长，这些都是
化工机械纸所不能比拟的。”庄富泉说。他派师傅到本
市的湖源、上里、礼源等地传授竹纸生产工艺，还用
请进来的方式培养省外的手工纸技术人员。他让儿子
庄丹枫从小接触造纸，儿子读高中放暑假，就让他学
习抄纸。

庄富泉也有他的烦心事。造纸行业是个高污染的
产业，这些日子他正忙着将他的企业迁入工业园区，
治理污染必须要做，但带来的成本上升也是实实在在
地存在着。不过，庄富泉对未来依然充满信心。总投
资2.7亿元的土纸艺术博物馆正在建设中，建成的博物
馆将融生产、展示、销售于一体，以“工业旅游+文化
旅游”的运营模式，传承竹纸制作技艺，助推区域经
济发展。

浙江富阳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竹纸制作技艺，迄今已有

1000多年的历史。今年60岁的庄富泉

是竹纸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如

今，他正一手谋划着将竹纸制作技艺

和老作坊原封不动搬进他的土纸艺术

博物馆，保护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一

手准备将他的工厂迁入新的工业园

区，将他的机械化造宣纸产业做大。

千年竹纸守护者
庄富泉

蒋水荣

千年竹纸守护者
庄富泉

蒋水荣

在北京出生的魏金栋从小就对歌舞很有兴趣，8 个
“样板戏”说唱就唱，还排演过《洗衣歌》《大刀进行曲》等舞
蹈，在学生时代就是能歌善舞的文艺骨干。凭着天生的好
嗓子，魏金栋考入了北京戏曲职业学院，之后进入了北京
曲艺曲剧团。但是，内心深处不可抑制的对民歌的热爱，促
使魏金栋离开了北京曲艺曲剧团，来到中央音乐学院系统
学习声乐，最终进入北京歌舞团，正式开始了歌唱生涯。

春晚零点送祝福

上世纪90年代，魏金栋总是在大年初一零点钟声之
后，在央视春晚给观众们带来新春的第一份祝福。为
此，魏金栋被观众们亲切地称为“带来好运的使者”。那
时的央视春晚没有现在这样高科技的炫目舞美，为准备
春晚的节目，演职人员要在央视待两个月，凭着超乎寻
常的热情、认真和责任感，一遍一遍地排练，一遍一遍
地审核。两个月下来，整个团队也融合成一个整体，有
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热乎劲儿。

尽管对演出精益求精，可长年在舞台，难免会遇到突
发状况。有一次，魏金栋在钓鱼台国宾馆演出时，国宾馆刚
从国外进口的带子机似乎有些“水土不服”，越转越快，曲
子升了半个调儿。魏金栋有些紧张：这高音还能不能唱上
去？好在魏金栋演出经验丰富，能够很快冷静下来，凭着扎
实的功底完成整首曲目，赢得一片喝彩。

用民歌传递乡音

1986年，魏金栋随北京歌舞团第一次出国演出。那

时候条件艰苦，人员少，就十几个人，也没有复杂的舞
台设计。但他凭着满腔激情和优美的演唱，赢得了华侨
华人热烈的掌声。现在的演出条件可要好多了。前些
天，他赴土耳其、以色列等国进行慰侨演出，所有人员
加起来有四五十位。不过，现在的魏金栋压力比以往更
大，因为台下的观众不仅有华侨华人，还有当地的居
民，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兼任了演出的艺术总监。为了给
海外华侨华人带来一场完美的视听盛宴，为了能够将中
国的文化传递给世界，魏金栋不仅要唱好歌，还要在舞
台设计上下足工夫。虽然工作量多了，压力也大了，但
他却觉得很兴奋很幸福，因为这说明祖国发展得更好了。

在20多年的歌唱生涯中，魏金栋多次参加“文化中
国·四海同春”“亲情中华·走进侨乡”等慰侨演出。老一
辈华侨每每听到他的歌都会老泪纵横。演出结束后，他
们会激动地握着魏金栋的手，表达对祖国的思念与祝
福，感谢他带来熟悉而久违了的故乡的声音。通过多年

的海外演出，魏金栋感受到祖国富强给华侨华人带来的
自信和自豪，也深深感到，民歌是连接全球华人心灵的
长丝带。时代在变，华侨华人对祖国的情感不变，对民
歌的热爱不变。因此，魏金栋更坚定了唱好民歌的信念。

热心于民歌发展

如今，魏金栋已是享誉歌坛的歌唱家，但谈起民歌，
他却又激动又忧心：“我现在开车听广播，广播中都少有民
歌了，这是很可怕的！民歌的衰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民
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失传啊。”因此，
如何发展好民歌是魏金栋现在常常思考的问题。

民歌生于民间、盛于民间，不深入基层是无法传递民
歌的独特魅力的。如今虽然新曲数量不少，但能广为传唱
的少，能成为经典的更是少之又少。魏金栋认为，个中缘由
恐怕跟民歌的创作过程有关：“原来写一首曲子要到基层
待半年，跟当地老百姓一起工作和生活，体验当地的民风
民俗。像现在有人坐飞机去晃悠两三天，怎能写出接地气
的作品？”为此，魏金栋常年奔波于全国各地，采风和演出。
深入基层体验到的各种风土人情让他积累了丰富的创作
题材，演出时自然也能更好地投入其中，唱出真情。

魏金栋还注意到，现在有很多节目将民歌重新包
装，民歌多了一些流行的元素，却已经没有多少民歌味
道。这也引起了他的思考：难道民歌只有加上流行元
素，才能被年轻人接受吗？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民
歌、喜爱民歌，魏金栋参加了 《中华好民歌》 的录制。
在节目中，魏金栋对年轻的流行歌手耐心辅导，对自己
不熟悉的流行歌曲也认真准备，那认真又可爱的神情给
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给观众带来好的歌曲，
让民歌代代相传才是最重要的。”这位心系民歌发展的歌
者，依然奔波在以民歌弘扬中华文化的路上。

传承人

楼道里回荡着嘹亮悠扬的歌声。

循声而去，只见魏金栋正坐在钢琴前

练声，这是他多年保留的习惯。作为

中国广播艺术团电声乐团团长，魏金

栋说，一位优秀的民歌演唱者必须时

时保持最好的状态，唱出的每一个音

符都必须饱含着对民族艺术的责任；

这样用心唱出的歌，才能温暖人心。

魏金栋 用心唱民歌用心唱民歌
崔乃文

亚投行首任行长热门人选

““拆弹拆弹能能手手””金立群金立群
陈惟杉陈惟杉 刘刘 钊钊

魏金栋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即兴演唱。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