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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比建交 45 周年之际，“魅力上海”
城市形象推广活动日前在比利时首都布鲁
塞尔开幕。《诸子百家国风画展》作为此次
活动的重头戏，也在比利时开启海外展首
展。

《诸子百家国风画展》 将在布鲁塞尔市
中国文化中心展览一个月。本次展览由上
海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上海市文化广
播影视管理局、布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
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共同主办。来自

上海和布鲁塞尔政商界、文化传媒机构的
嘉宾，以及 2000 多布鲁塞尔市民先后参观
了展览。

本次展览内容来自三年创作、百万投
资、多地联动、跨界合作的创作成果 《诸
子百家国风画传》出版项目。《诸子百家国
风画传》 丛书于 2012 年底启动，是一次以
国风连环画为载体、契合“读图时代”特
点，探索中华传统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新
尝试。上海城市动漫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总

经理刘军说，近半年来，一直在紧张地筹
备 《诸子百家国风画传》 的海外版权输
出。在中英双语的基础上，与法国机构合
作出版的法文版已经顺利出版，日文和韩
文版权目前也在洽谈中。

刘军介绍，《诸子百家国风画传》 借由
擅长讲述故事、描摹人物的连环画手法，
通过生动形象的绘画，讲述诸子家庭生活
故事，展现亲情瞬间、日常细节，烘托出
四时风俗的特点。把中国故事讲得好、讲
得美，最重要的还是要讲得让外国人喜
欢。“这些展览、图书和书画表演提供了感
受中国文化、体验上海魅力的很好机会。”
许多参加展览的比利时民众说。

《诸子百家国风画传》 采用发源于上海
的连环画艺术，以其浓郁、独特的中国韵
味受到比利时市读者的欢迎。本次展览也
成为比利时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
魅力之旅。比利时展览，只是全球巡展的
第一站。未来一年内，该展览有望在法
国、英国、美国、韩国等国家的中国文化
中心或孔子学院陆续展出，向世界讲述中
国诸子文化故事，持续增进与举办国家的
文化交流。

（摘自法国欧时网）

6月16日，上海迪士尼乐园正式
开园，世界上最成功的主题公园终于
登陆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娱乐市场。中
国有大批的迪士尼迷，特别是对上世
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很多中国人来
说，迪士尼伴随了他们的整个少年和
青年时代。上海迪士尼乐园开业前，
美国、日本、法国和香港的迪士尼乐
园就吸引了大批中国游客，今天，迪
士尼乐园在上海开园，不少人都为终
于能在家门口圆迪士尼梦而欢喜。

并不是每个人都看好迪士尼在中
国的前景，前不久，中国富商王健林
就抛出了迪士尼不该来中国的言论，
他认为迪士尼在中国不会取得成功。
王健林的一家之言并没有得到太多回
应，大部分人也并不接受他的观点。
当然，上海迪士尼乐园在价格和服务
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适应中国人消费
习惯，但从消费者对迪士尼的认可程
度来看，迪士尼在中国是有足够稳固
的文化基础的。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大众文化产
品相当匮乏。随着经济、社会各领域
的不断开放，中国才建立起了自己的
大众文化体系，可以说，中国的大众
文化成长、成熟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
与世界其他各国文化的交流。中国大
众文化形成于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
融，其中，美中文化交流又是最重要
的一个环节。美国对当代世界大众文
化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好莱坞、迪士尼等美
国文化娱乐产业巨头更是在数十年间
一直引领着全球文化市场的风潮。

美国文化有鲜明的消费文化属
性。19 世纪，纽约富商斯图亚特创
办世界上第一家百货商场，将女性服
装展示在玻璃展柜里，并采取了统一
明码标价的销售方式。斯图亚特的这
一举动将通过消费获得更好的生活享
受这一理念灌输给消费者，这种观念
也逐渐被美国民众接受。上世纪初，
消费文化走出美国国门，先后传播到
欧洲、日本，最终影响到世界各国。

迪士尼就是消费文化的典型。迪
士尼给消费者的梦想和感动，都是通
过消费获得的。无论是观看影片还是
前往主题乐园游玩，消费支撑了迪士
尼发展，从而形成了大众消费支撑大
众文化的文化发展模式。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给
中国当代大众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
源，要利用好这些资源就要将传统融
入现代，从而将文化资源转化成大众
乐于接受的文化产品，同时，让消费
者可以通过消费获取文化享受，并在
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产品体系。而要
建立这样的模式，中国文化产业有必
要从美国同行那里取经，而迪士尼乐
园开业正是他们近距离观察美国大众
文化和文化产业的最好窗口。

一些人视以迪士尼为代表的美国
大众文化为洪水猛兽，是一种文化侵
略。其实大可不必。要知道，在开放
中比较、选择、融合、提高，才是王
道。相反，如果相互隔绝、排斥，结
果就是愚昧和落后。这一点，不妨向
迪士尼学习。迪士尼是美国大众文化
的旗舰，但对包括中华文化在内的精
品，从来是拿来主义，如重新演绎中
国历史经典的《花木兰》就是成功之
作。同时也吸纳其他民族文化的精
品，如《阿拉丁》等。这也是迪士尼
不仅被美国人喜爱，也被世界各民族
接纳的秘诀。对于中国人来说，迪士
尼来了，很好，让我们就近观察、借
鉴、提高，最终拿出有民族风格、民
族气派，并能走向世界的大众文化精
品。 （摘自美国《侨报》）

中美大众

文化对接
乔 平

2016 年 7 月 3 日，将是新西兰怀罗阿小镇的
Write Price （白色价格） 超市最后一天营业，这也
意味着这家有着 90年历史，跨越三代人经营的超市
将从此画上句号。

这家超市的现任店主是今年 68岁的王先生。在
经营了 35 年后，他近日宣布，将从 7 月 3 日起正式

“退休”享受人生。他期待有更多的时间玩水上滑板
和骑摩托车巡游。王先生家族 19世纪末从中国来到
新西兰，祖父开始经营杂货店。1972年，他的祖父
搬到了这个小镇，同年在小镇开了一家杂货店。“我
大概8岁的时候就在爷爷的店里帮忙。后来他又开了
一家水果超市。再后来，我的父亲接手了店铺，我
继续在店里帮忙。1981 年，我去了一家超市上班，
也就是后来的新世界超市，当时是小镇上的第一家
超市，”他说，“6年后，我们有机会在这栋大厦里开
了现在的这家Write Price超市。”之后，王先生就一
直在经营这家超市。大部分时候他都是一周工作7天
的，最近几年，他才逐渐减少到每周5天，周六周日
只是偶尔去店里看看。

业余时间，他大多在进行水上运动，或者骑摩
托车出行。“我希望在我退休以后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放松骑行，”他说。王先生有两个女儿和四个外孙、
外孙女。因为没人对继承他的“超市王朝”感兴
趣，所以他只能关门谢客。

多年来，王先生经历了超市的众多变迁，“扫描
价签是其中最大的一个进步，这让许多事情都变得
容易了许多。我们以前要在每个商品上手写价格，
这也是超市名字的由来，不过这也会耗费许多时
间。”他说，“超市歇业后，一部分员工将会到其它
超市工作，还有一些人准备退休，或者去上学，但
仍有10人左右需要重新找工作。”

（摘自新西兰天维网）

西班牙相关部门统计，2016
年春节期间，赴西旅游的中国游
客消费总额与往年相比有所下
降，近几个月来，中国游客在西
的消费能力也不如往年。

逛街购物是中国游客出国游
最基本的活动，他们最青睐名贵首
饰和奢华手表。据统计，每10位中
国游客就有6人会走进首饰店和手
表店，大手笔地买。但是，据全球最

大的退税公司蓝联统计，今年第一
季度中国游客购买奢侈品的消费金
额同比下降了11%。这一现象也让
不少想从中国游客那里挣大钱的西
班牙商家“失望不已”。

尽管中国游客的消费能力有
所下降，但仍是带给西班牙最多
收益的外国游客。据统计，西班
牙的外国游客消费收益的 40%来
自中国游客，平均每个中国游客

约消费 1000欧元。西班牙作为欧
盟国家中退税比率最高的国家，
吸引力远超法国和英国。

除了西班牙，中国游客也是
整个欧洲最受欢迎的游客。据统
计，中国游客在欧洲旅游购物，
平均每人消费 3500欧元左右，毫
无疑问，中国游客仍是欧盟商家
最期待的顾客。

（摘自西班牙《欧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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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华商：

塞尔维亚投资机会巨大
高晓梅

塞尔维亚华商近日接受《欧洲时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近年来，塞中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塞尔维

亚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中资在塞尔维亚的投资机会

巨大。目前有1200多家中小型中国企业，约5000名

华商在塞尔维亚从事服装、鞋帽、日用百货等领域

的商贸活动。据中国海关统计，2015年，中塞双边

贸易额为5.5亿美元，同比增长2.3%，其中中国出口

4.2亿美元，进口1.3亿美元。中国目前已成为塞尔

维亚第4大进口来源地。 塞尔维亚中国贸易中心塞尔维亚中国贸易中心

走出战火又陷低迷

郭晓是塞尔维亚华人商业联合会会长。他
的父亲和两个弟弟于 1996 年就来到塞尔维亚
创业。1999年之前，每次与父亲通话，郭晓都
会听到父亲如此说：“国外的百货公司，一节
柜台只要摆一两个样品，东西都能卖光。”每
每挂掉电话，郭晓脑海中都会呈现出一个“货
品奇缺又极容易赚钱的天堂”塞尔维亚。

1999年5月，郭晓决定来到塞尔维亚闯一
闯。回忆当年从飞机上看到的塞尔维亚，郭晓
用“非常荒凉”形容历经战火洗礼的塞尔维
亚，“感觉自己像是走错了地方。”到达目的地
——贝尔格莱德唐人街的 70 号商城时，商城
里360多家中国商户、2000多名华裔，琳琅满
目的中国服装百货，约一两万人光顾的热闹景
象，令郭晓一下惊呆了。而郭晓的家人就在这
座商城里有3个十多平方米的小铺面，每年大
致有上百万元 （人民币，下同） 的收入，郭晓
从此加入到华商的队伍中。

在塞尔维亚经商 17 年，郭晓摆过地摊，
开过小商店，也开过有 4000 多个货柜的商

城，高端中餐酒店也经营得相当有规模，这些
让他觉得充实、快乐。但 17 年间华商人数流
失，让他有了一些失落，“近年来，受金融危
机的影响，较2008年1万余名的华商人数走的
只剩 5000 余名了，现在还有大批大批的华商
陆续离开”。

传统华商需要转型

塞尔维亚华侨华人商业总会会长金东荣，
于 1993 年从浙江青田来到塞尔维亚创业。他
指出，目前，塞尔维亚和中国的贸易往来还处
于初级阶段。受欧债危机影响，塞尔维亚人购
买力萎缩，在塞尔维亚的中国企业遭遇经营困
难，剩下的5000余名华商中约50%从事百货批
发。华商继续从事贸易活动将不具优势，“眼
下，华商亟需向企业转型。”

郭晓直言，他所经营的商城一年期有4000
多个货柜，现在只剩下300多个。10年前，来
塞尔维亚探亲嗅到商机的陈镁在塞尔维亚成立
了两个外贸进出口公司。近 10 年，其经营的
卡麦箱包已成为当地比较有名的品牌，但近年
来还需要靠同时经营百货零售商店来实现资金

周转。身为塞尔维亚华侨华人妇女联合会会长
的陈镁也意识到华商需转型。

金东荣认为，在当地建立工厂或引进中国
的国有企业到塞尔维亚合资办工厂是 1200 多
家在塞尔维亚的中国民企转型的方向。在金东
荣看来，转型不仅有利于华商民企就地取材，
减少成本；另一方面，华商民企可通过雇佣当
地劳动力，为塞尔维亚人民创造就业机会。

中资投资机会巨大

自中塞两国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向来友
好。2009年，塞尔维亚成为第一个和中国建立
战略伙伴关系的中东欧国家。2014年，塞尔维
亚和中国签订 13 项协议，涉及金融、基础设
施、电信和运输等领域。郭晓指出，目前，塞
尔维亚有 502 家企业向私有化转型，涉及能
源、农业、电子商业等领域，其中农业占
50%，但塞尔维亚在这些领域缺少技术和资
金，没法大批量生产。“当地非常希望资金雄
厚的中国企业到塞尔维亚来投资。”

对于来塞尔维亚投资的优势，郭晓认为，塞
尔维亚不仅具有优质且廉价的劳动力，塞尔维亚

还与欧盟国家签订免税政策，成为中部欧洲自由
区签署国，与欧洲有过渡性协议，与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土耳其等国实现自由贸易，市场人口辐
射8亿。部分产品出口美国免关税，更有利于产
自塞尔维亚的产品遍及欧洲乃至世界。

陈镁则表示，塞尔维亚为吸引外商投资陆
续推出系列对外投资的优惠政策和法规，“外
资可投资塞尔维亚的任何工业，资金、资产、
利润、股份均可自由转移；可在对等的条件下
购买房地产，外资租用建筑用地期限最长可达
99年；在进口再生产型材料、半成品或零部件
方面，外资享有减免关税政策。”

金东荣还指出，2014年，两国领导人互访
催化了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等基
础设施方面的建设，塞尔维亚政府非常欢迎中
国政府和中国企业来塞尔维亚投资项目。塞尔
维亚工商协会主席顾问韦利科·约万诺维奇日
也曾表示，塞尔维亚在中国与中东欧、中国与
欧洲的关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双方
合作潜力很大。塞尔维亚希望吸引中国投资，加
深双方合作，尤其是在投资、能源、基建、贸易、
旅游以及科技等领域的合作。“相信随着习主席
的到访，中塞两国间的经贸合作将进一步发
展。”郭晓说。 （摘自《欧洲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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