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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荷兰小城雷嫩市掀起了一
股“熊猫热”，各种熊猫元素在城中随处可
见。为了迎接中国大熊猫，雷嫩市欧维汉
兹动物园建造了一座总面积 9000 平方米、
熊猫生活区面积 3400 平方米的宫殿式豪华
熊猫园，莱顿市还特意举办“熊猫杯”乒
乓球赛，以促进荷兰与中国民间交流。

这是中国大熊猫首次踏上荷兰土地，
荷兰也成为继英国、法国、德国、奥地
利、西班牙和比利时后第七个与中国开展
大熊猫合作研究项目的欧洲国家。

在世界各国人民眼中，大熊猫温和敦
厚，带着东方文化独特的气质，成为中国的
一张独特名片。近年来，越来越多像熊猫这
样的中国元素走出国外，成为中外情感共融
的纽带。

好莱坞的 《功夫熊猫》 系列电影以中
国古代为背景，其景观、布景、服装以至
食物均充满中国元素，更以“功夫”和

“熊猫”来命名，把中国元素精细地展现出
来；各大时装品牌纷纷挖掘中国元素，从
中国传统服装中的盘扣、流苏、刺绣，到
中式立领、龙纹刺绣、旗袍式腰身，把中
国元素推向国际时装展；国外大型游戏中
的中国元素也日益增多，京剧脸谱、神话
人物等都出现在游戏人物设置之中……

然而，我们也发现，讲述中国神话故事
的优秀国产电影少之又少，国内商场中很难见到中国传统民族服饰品
牌，反而许多国外品牌不断渗透各种中国元素，并取得不俗反响。我们不
得不承认，挖掘中国元素，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一方面，中国元素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应用不足。中国元素更多地存
在于深厚的文化积淀中，而在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中缺位。

由于近代欧美经济的强盛，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学习并接受着西方文
化，涉及服饰、餐饮、建筑风格、电影娱乐等。而我们自己的文化元素，存
在于老一辈的口头故事中，存在于博物馆中，存在于隆重的晚会盛典中，
却少了一些“生活气”。

另一方面，我们缺乏对中国元素的创新开发。中国元素在世界范围
内获得认可，却在主动“走出去”方面力度不足。

要成为一个文化大国，仅有成熟的文化产业链是不够的，还要有走
向世界的雄心和能力。日本从一本漫画的创作、出版，到动漫、电影和游
戏，实现了完整精细的产业链，更是利用动漫和游戏实现文化产业的弯
道超车，让日本元素走向了世界。美国将中国元素进行再加工再造，创作出

《花木兰》《功夫熊猫》这类的文化产品，获得了国际市场的青睐。中国传统
文化历史悠久，但由于创新能力不强，在世界上叫得响的中国文化品牌还
不多。

中国元素的藏宝箱里不乏瑰宝，我们应该从“熊猫热”中找启
示，不断挖掘，在世界掀起更多中国元素的热潮。

6 月 24 日，德国柏林
舍內菲尔德机场人头攒动，一大批当

地政要、媒体记者和民众早早守候在这
里，他们等待的不是哪位大人物，而是两只

来自中国的大熊猫。在经历十余个小时飞行
后，大熊猫“梦梦”和“娇庆”乘专机抵达。
为迎接这两位“贵宾”，德国人举办了隆重的
欢迎仪式，并为它们预先修建了占地近5500
平方米的“新家”。

几十年来，凡是大熊猫所到之处，都
会刮起一阵“熊猫旋风”。凭借憨态可
掬的身形和与生俱来的“萌态”，中国
大熊猫在全世界吸粉无数，同时在中
国对外交往中扮演着“友谊大使”

的角色，成为最具认知度的中国
符号之一。

全世界都爱大熊猫
本报记者 卢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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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久不衰“熊猫热”

一张憨厚的大圆脸、两只喜感的
黑眼圈儿、胖乎乎的身子……在许多
外国人眼里，只要瞧一眼大熊猫的“萌
态”，许多生活中的压力、烦恼就能烟
消云散，这种天生的“亲和力”使熊猫
迷们遍布全球。

事实上，大熊猫在海外“吸粉”
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 1000 多年前
的唐朝。当时，熊猫被当作国礼送给
日本天皇。1938年，大熊猫还远赴英
国，与英国人民共同经历了二战硝烟。

新中国成立后，熊猫成为中国外
交的使者。1957 年，中国向苏联送
出第一只熊猫“平平”。1972年，时
任 美 国 总 统 尼 克 松 开 启 “ 破 冰 之
旅”，访问中国。到访第二天，作为

“熊猫迷”的尼克松夫人就来到北京
动物园观看大熊猫。在访问接近尾声
时，周恩来总理在答谢晚宴上突然宣
布，把四川宝兴县的大熊猫“玲玲”
和“兴兴”作为国礼，送给美国人
民，这让尼克松夫妇欣喜不已。几十
天后，当两只熊猫乘坐一架波音 707
专机跨越太平洋，飞抵华盛顿时，
8000 多名美国民众冒雨相迎。其在
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的首秀，更吸引超
过2万人观看。这一年，被美国人称

为“熊猫年”。
“第一个来看大熊猫的是尼克松

夫人，在工作人员向她介绍大熊猫
时，她一直咯咯笑个不停。”《纽约时
报》的一篇文章生动地写道。

此后，熊猫在西方走红，大熊猫
以“亲善大使”的身份被赠送给友好
国家。然而，1982 年以后，熊猫生
存环境恶化，数量锐减，中国政府不
再向外国赠送熊猫。但大熊猫的出国
之路并没有因此中断。1984 年，中
国提出大熊猫租借方案。

截至 2016年底，中国大熊猫保护
研究中心已与 10 个国家的 12 家动物
园建立科研合作关系，研究中心先后
有26只大熊猫旅居海外。作为人文交
流的纽带，这些大熊猫始终以它特有
的敦厚可爱，见证着中国与世界各国
友好关系的发展。

■“熊猫外交”聚民心

今年春天，远在华盛顿的福尔茨
一家给中国大使馆寄去两幅大熊猫

“宝宝”的图画，并用中文在画上写

下“熊猫”二字。“她 （宝宝） 的回
家让我们对她的家乡充满好奇。”福
尔茨在信中写道。

福尔茨信中的大熊猫“宝宝”于
2013 年在华盛顿出生，是中国租借
给美国的大熊猫“美香”和“添添”
的爱情结晶。为履行中美两国约定，
今年 2 月，“宝宝”如期登上回归中
国的专机。旅美期间，“宝宝”收获

了许多美国民众的喜爱，在回国一个
月内，来自太平洋彼岸思念和祝福的
信件、照片雪片般飞来，塞满了“宝
宝”在新家的信箱。

“宝宝”是熊猫连接中外民心的见
证之一。事实上，这些以熊猫为纽带的
民间交流，也为中国与世界的深度融
合奠定基础，营造氛围。大熊猫是中国
国宝，赠送或租借大熊猫，展现出的是
中国政府和人民加强同这些国家友好
关系的善意。有媒体评论说，大熊猫传
递出的是“互信、互惠与坚实的伙伴关
系”这一信号。

今年 4 月，大熊猫“武雯”和
“星雅”乘坐专机抵达荷兰。在机场
内外，无数等候的荷兰民众和120多
位国际媒体记者，纷纷拍照、欢呼。
而几十辆警车开道、随处可见的熊猫
海报、街道两旁的熊猫彩旗、耗巨资
修建的“熊猫宫殿”，无不显示出两
只大熊猫给当地带来的轰动。

“星雅”和“武雯”的到
来，对中荷两国有着特殊的
象征意义。2015 年，中国与
荷兰签署协议，同意与荷兰

合作开展大熊猫保护研究，也是在同
一年，荷兰申请加入亚投行。两年
后，在中荷建交 45 周年和中国召开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重
要时间节点上，作为陆上丝绸之路欧
洲起点的荷兰，迎来了中国大熊猫。

“两只大熊猫首次赴荷，让大熊
猫国际合作交流开启一个新篇章，必
将在促进两国国际交流、增进两国友
谊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中国大熊猫保
护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张志忠表示。

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大熊猫在海
外见证了中国与世界深度合作的进
程，也见证了中国影响力的不断增
大。例如，当第一对熊猫在美国定居
时，中美年双边贸易额只有 10 亿美
元。到 2016 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
达到 5196 亿美元；人员往来从上世
纪 70 年代的几千人次，增长到去年
的500万人次。

■ 熊猫文化成热点

今年1月，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
布了其招募的17名“熊猫使者”。这
些使者来自全球五大洲的 14 个国
家，将承担推广联合国 17 个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任务，包括消除贫困、提
高公平正义、保护环境、清洁饮水、
消除饥饿等。联合国将这些志愿者命
名为“熊猫使者”，这源于大熊猫亲
和友善的形象和风靡世界的感染力。

如今，随着“旅居”海外的中国

大熊猫越来越多，作为一种有着浓郁
中国印记的文化符号，大熊猫的影响
力也走出动物园，演变成全球独有的
熊猫文化——从熊猫电站到熊猫债
券，越来越多的国际合作项目开始以
熊猫命名，世界自然基金会等许多国
际组织也使用熊猫作为标志。同时，
以熊猫为原型开发的影视、设计等文
化产品层出不穷，得到全世界“熊猫
迷”的喜爱。英国广播公司网站还曾
作出“大熊猫为中国软实力加分”的
判断。

《功夫熊猫》 是近年来风靡全球
的一部电影，讲述了一只笨拙的大熊
猫立志成为武林高手的故事。该片三
部曲已经收获逾 18 亿美元的全球票
房。无独有偶，52 集动画片 《熊猫
和小鼹鼠》也在中国和捷克两国产生
较大影响。作为中捷两国的国家级文
化交流项目，《熊猫和小鼹鼠》 是中
捷双方首次在儿童动画领域的合作，
也是中华文化和世界文化充分交流与
融合的新实践。而即将开拍的印度电
影 《阿辛哥的奇妙之旅》，则讲述了
这样一个故事：印度某动物园生意惨
淡即将倒闭，年轻的园长为了吸引游
客，决定到中国找一只熊猫……

如今，随处可见的熊猫元素，正如
一张张名片，将中国人温暖敦厚的性格
魅力、亲和友善的文化特点展现在世界
面前。而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时空变迁，
这些漂洋过海的大熊猫，也已成为中
国与世界各国民心相通的桥梁。

数说“熊猫旋风”数说“熊猫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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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7 月
18 日，大熊猫“佑
佑”在中国亚布力熊
猫馆玩耍。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2016年9月15日，在比利时布吕热莱特的天堂动物园，工作人员展
示大熊猫宝宝“天宝”。 新华社记者 潘革平摄

2016年9月15日，在比利时布吕热莱特的天堂动物园，工作人员展
示大熊猫宝宝“天宝”。 新华社记者 潘革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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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4 月 12 日，荷兰小朋友欢呼大熊
猫的到来。 黄锦鸿摄

当地时间当地时间 44 月月 1212 日日，，荷兰小朋友欢呼大熊荷兰小朋友欢呼大熊
猫的到来猫的到来。。 黄锦鸿黄锦鸿摄摄

公元 685 年，武则天

赠日本天皇两只大熊猫。

公元 685 年，武则天

赠日本天皇两只大熊猫。

姬姬，曾生活在伦敦动物

园，系世界自然基金会会徽原型。

1972 年，尼克松访华，

中国赠送美国两只大熊猫。

● 赠送 ● 租借 ● 合作研究

（注：图表数字为不完全统计）

苏联 1957/1959年 2只
美国 1972年 2只
法国 1973年 2只
西班牙 1978年 2只
德国 1980年 2只

1982 年以后，中国
不再赠送熊猫。1984年，
中国提出大熊猫租借方
案。此后陆续租借给加拿
大、比利时、泰国等国。

目前，中国已同日
本、美国、英国、法
国、新加坡等国进行大
熊猫合作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