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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5月 5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巴黎，开始对法国

进行国事访问。巴黎街头，满是华侨华人和中国留学生，他们热烈欢

迎习近平主席的到访。

从凡尔赛宫到故宫

人文交流脚步不停

今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也

是中法文化旅游年，双方将合作

举办贯穿全年的数百项精彩活

动，涵盖表演艺术、视觉艺术、文

化遗产、旅游推广等多个领域。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普瓦

提埃大学国际移民研究所研究员

李志鹏表示，中法文化都是包容

开放的。早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

动时期，包括伏尔泰在内的很多

法国思想家就对中华文化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在法国启蒙思想家

的著作和凡尔赛宫的装饰中都能

找到中华文化元素。

一直以来，两国人文交流脚

步不停歇。今年 4月 1 日，由故宫

博物院和凡尔赛宫殿、博物馆及

国家园林公共机构联合主办的

“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 世

纪的中法交往”展览在故宫文华

殿开幕。

今年年初，一场充满黔地风

情的“中国文化周”在法国里昂举

办，中法家庭联合会主席、法国小

熊猫学校校长罗坚说，这是她第

七次参与举办中国文化周，希望

能架起一座文化桥梁，带法国朋

友领略多彩贵州、感知美丽中国。

跨越百年

一战华工书写共同记忆

法国是第一个同新中国建立

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中法

关系长期走在中西方关系前列。

早在百余年前，中法两国民

从安身立命到融入主流

经贸合作日益密切

中国是法国在亚洲第一大

贸易伙伴，法国是中国在欧盟

内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实

际投资来源国。

2024 年，法国是中国国际

服务贸易交易会和第七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主宾国。

60 年间，中法两国保持持

续良好关系，不仅促进了华侨

华人经济活动的多元化发展，

还促进了法国城市商业活动空

间的整体发展。

餐饮业的菜刀、服装加工

业的剪刀、皮革加工业的皮

刀是法国华侨华人的“三把

刀”，也是他们的主要谋生方

式。

时至今日，除传统的餐饮、

服装、百货和进出口贸易外，

很多华侨华人进入新兴行业，

实现了从“三把刀”安身立命

到融入社会的转变。

法国华商王云儒从事葡萄

酒行业多年。他表示，中国的葡

萄酒市场与全球贸易发展息息

相关，过去一段时间，中国葡萄

酒市场的蛋糕有所缩小，中国

不断释放扩大开放的信号，法

国酒水集团也纷纷加紧在中国

的布局。

如今，王云儒频繁往返于

两国之间，并参与进博会、消

博会等大型展会。在他看来，

两国友好给他的生意与生活

带来巨大机遇，华商应发挥其

独特的跨国资源，为两国在政

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的持续

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徐文欣 来源：中国侨网）

众便书写下友好故事。

一战爆发后，北洋政府创造

性提出“以工代兵”计划，以民

间的形式先后向法国、英国共

输送 14万华工。香港大学历史

系教授徐国琦接受采访时曾表

示，华工身强力壮，在一战西线

战场负责挖地道、排雷、运输物

资等工作，为一战结束作出不

可磨灭的贡献。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

100 周年纪念活动上，一战华工

的故事出现在巴黎凯旋门前。

在 70 多名国家元首的见证下，

一名华裔女孩用普通话朗读了

华工顾杏卿百年前的日记。几

乎被遗忘的华人劳工终于得到

跨越百年的慰藉。

如今，每逢清明前后，旅法

华侨华人都前往墓园纪念无名

英雄。

华工中有2万人永远留在了

这片土地，目前只有 1589人有记

录被分别安葬在 24个陵园，其中

大部分人的遗骸被埋葬在诺莱

特华工墓园，还有很多先辈的遗

体不知道被安葬何处。

“我们的先辈曾经为法国这

片土地流血牺牲，为维护世界

和平奉献生命，他们不但在战

后为重建法国作出了贡献，还

留下来组建巴黎唐人街。”法国

外籍兵团退伍华人协会会长徐

大玉表示，这是中国与法国的

共同历史及记忆。

塞尔维亚侨商：我的青春在这里度过

“从摆地摊到开连锁超市，再

到经营中国商城……基本上我的

青春都是在塞尔维亚度过的。”侨

商郭晓说，“我在塞尔维亚生活了

24 年，那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1977 年，郭晓出生在浙江青

田，身边许多亲戚朋友都选择出

国谋生。毕业后，郭晓并没有选择

出国，而是到云南寻找机会，开启

自己的创业之路。

得益于准确的选址，郭晓在

云南的店铺越开越多，越开越大，

服装店、冷饮店、甜品店……他在

那里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1999 年，远在南斯拉夫转做

商品贸易的父亲一个星期打来一

个电话，告诉郭晓中国货物的销

售情况非常可观，让他也来帮忙。

“那时我刚 20 岁出头，就踏

上了出国之路，没想到一走就是

20 多年。”郭晓说，初到塞尔维亚

有些失望，狭小的机场，无趣的工

作，和家乡巨大的反差一度让他

失去了冲劲。三个月后，郭晓告诉

父亲：“我不帮你干了，我要自己

闯一闯。”

凭借自己在国内做生意的经

验，郭晓选择从成本低、更灵活的

地摊做起。经过长时间走访，郭晓

把主营义乌小商品的零售商店选

址在人流量大的菜市场门口，“一

开业生意就很火爆，两三个月就

回本了。”郭晓回忆说。

打响第一枪后，郭晓花了 7

个月时间，在塞尔维亚全国各地

开了 16 家超市，大的有 4000 多

平方米，小的也有 500 多平方米，

逐渐形成自己的连锁超市。

2003 年，郭晓选择转型，他承

包了当地一栋两层楼，成为第一个

和塞尔维亚国营公司合作的中国

人。5000多平方米的百货大楼、100

多个商店，这个大型中国批发市场

在塞尔维亚占有一席之地。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郭晓得

到了当地主流社会的认可。在机

缘巧合之下，公司迁至塞尔维亚

首都贝尔格莱德，郭晓被选为塞

尔维亚华人商业联合会会长。

“塞尔维亚首都很多景点都

专门设有中文标识；塞尔维亚的

大学、高中都开设中文课……”

说起塞尔维亚，郭晓侃侃而谈，

“塞尔维亚是我们中国在欧洲的

铁杆朋友、铁杆兄弟！”

郭晓经常对中国的朋友说，

当你走在塞尔维亚街道上，会有

很多小孩子向你招手并打招呼：

“你好！你是中国人吗？”“这让人

感到非常欣慰，所以现在有更多

的人爱上了塞尔维亚。”郭晓说。

2017 年 1 月 15 日，塞尔维亚

和中国正式实施两国持普通护照

人员入境互免签证协议，塞尔维

亚成为了欧洲第一个对中国公民

免签证的国家。

近几年塞尔维亚的旅游业发

展得非常好。对中国游客来说，到

塞尔维亚可以轻松地来一次“说

走就走的旅行”。郭晓说，其实不

只塞尔维亚，经过多年的努力，塞

尔维亚周边的国家黑山、阿尔巴

尼亚、波黑等国都已对中国免签，

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中国公民免签

游的“生态圈”。

2017 年，郭晓听取浙江省赴

塞尔维亚考察团的建议，选择回

国发展。当年，郭晓就带着团队回

国考察，他辗转国内多个城市，最

终落户在浙江宁波。

也是从 2017 年开始，郭晓开

始从事塞尔维亚商品进口。

郭晓回国创业之路并非一帆

风顺，他起初想以科技产品作为

敲门砖打开中国市场，但多次尝

试都未能成功。随后，郭晓又将视

线投射到食品行业，最终选择以

进口塞尔维亚红酒为起点。

“我们从单一产品已经做到

了 400 多个产品，从单一的国家

到现在扩展到 9 个国家，做到了

整个中东欧地区品类最多的进口

商。”随着 2023 年 10 月，中国与

塞尔维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

中国对塞尔维亚商品进口的数量

和品类都在增长。

进口很简单，谁来卖？卖给

谁？这也是一个问题。2021 年，郭

晓创建“中东欧之家”品牌。什么

是“中东欧之家”？郭晓解释说，

“中东欧之家”是一种独特的、具

备时尚基因的、可复制的复合型

商业模式。

“中东欧之家”既是咖啡厅，

又是国际旅行社，还是中东欧国

家商品馆。郭晓介绍，顾客在这里

喝咖啡、购物，沉浸式体验中东欧

风土人情，我们也提供一站式中

东欧旅游的业务，与顾客产生更

深层的联系，提高顾客的回购率

与忠诚度。

目前，“中东欧之家”已经从

宁波走到了全国 30 个城市，每个

场馆 150 平方米到 3000 平方米

不等。

前几年，连塞尔维亚人都怀

疑塞尔维亚商品怎么卖到中国，

是否适合中国市场，卖给谁。但这

几年，随着两国经贸往来不断密

切，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企业看

到了中国市场带来的机遇。

多年来，郭晓往返于中国和

塞尔维亚之间，积极参与并见证

了两国间的多项合作从蓝图变为

实景。“前 20 年，我把青春献给了

塞尔维亚，未来的几十年，我要扎

根中国，为中国—中东欧合作再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郭晓说。

（韩辉 来源：中国侨网）

巴黎街头，华人华侨和中国留学生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中新社记者盛佳鹏 /摄

当地时间 5月 4日，法国巴黎街道挂起中法两国国旗。

塞尔维亚侨商郭晓。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