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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活

海外观察

王明明和冯烨是一对“80 后”美籍华人夫妇。十多年前，一件寄往中国的包裹将两人联系在了

一起。

“当时我去寄快递。他的公司小小的一间，就几个人，但是服务态度挺好。我公司离他也很近，

就常去他那寄快递。后来两人就在一起了。”

王明明说，2015 年中国跨境电商风头正劲，对仓储和配送服务的需求迅速增长，她也加入了

这一行。

从零进入跨境物流行业

在王明明看来，跨境贸易一

行在发展初期经历了一段“野蛮

生长”的时期。

一些从传统外贸企业在刚转

入跨境电商时只有一个目标：把

货卖出去。对于出口物品的质量

标准、配套售后服务体系、资金和

货物流向、关税等都不太在意。部

分信息只掌握在报关的物流企业

手里，但双方并没有一个有效的

沟通和运作体系。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出去

的货回不来。买家想要退货或者

维修没有途径。企业也没法得知

买家的后续需求。”

王明明说，为了解决这些问

题，中国也一直在不断摸索实践。

以现阶段为例，如果企业能

够很好地利用中国海关总署的

“9710”（跨境电商 B2B 直接出

口）或“9810”（跨境电商出口海外

仓）清关模式，便可以借助综合保

税区的力量进行商品的检修翻

新、二次销售或退货等操作。

“运营合规化很关键。这需要

联结各方力量。跨境电商服务商

可在其中发挥作用，与各地市场

的电商协会、贸易协会等建立联

系，搭建信息通道。”王明明说。

对于企业来讲，合规化的运

营模式使各个环节更加透明，可

以帮助降低成本，减少亏损。也有

助于形成良性的行业生态，帮助

更多品牌出海。

为此，王明明和冯烨不断地

寻求合作，与欧洲、南美洲等的电

商协会联系，举办相关活动，“吃

透”当地有关政策，帮助企业建立

合规化运营的意识。

“除了政策相关的知识，市

场动态也是我们可以向企业传

递的。”王明明说，东南亚、南美

洲等地的电商平台层出不穷，

但不少中国跨境电商企业仍依

赖于一家大的平台。这使得运

营风险变高。

王明明认为，这些民族企业

已经在海外做出了市场，但却

因“信息、数据不共享”“规则不

互通”等因素而遭遇了打击。这

也让诸多从业者对海外运营模

式有了更多认识：不能把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要多渠道多

平台运营，把流量掌握在企业

自己手中。

中国文化 IP出海

王明明和冯烨同时提到了中

国文化 IP 出海。

冯烨表示，敦煌文化在海外

很受欢迎。如果能将莫高窟壁画、

雕塑等文化元素应用到日常用品

的设计中，或许能吸引不少海外

消费者，同时将这一传统文化推

广出去。

在冯烨看来，跨境电商企业

可深度挖掘中国各地传统文化

特色，并将其应用到产品和包

装设计中，赢得海外消费者青

睐。

跨境服务商则可利用好积累

的品牌设计渠道和线下商超资

源，为产品建立从初始设计到最

终销售、从平台展示到内容营销

的链路，助推中国文化 IP 走向世

界。

“中国的跨境电商企业对市

场的反应非常迅速。比如户外移

动电源火了，一大批商家就会涌

到这个市场里面来。等下一个产

品火了，再去涌入下一个市场。但

是，这个过程中少了品牌的概

念。”

冯烨认为，创新和文化 IP 的

建立是跨境电商企业急需考虑的

问题。中国有很多优质的商品，但

却缺少了一些“特色”，使得其在

海外的销售变得很零散。品牌和

文化 IP 的建立可以为这些产品

加持“光环”。

在此次回到中国的调研行

中，二人有许多不错的发现：甘肃

的农副产品甜醅子与美国的麦片

相似，适合美国人的口味；江西的

荷叶茶在降低甜度后符合美国减

脂人士的需求。

如果将这些产品与当地的文

化风俗相结合，做出品牌，或许会

为其带来新的海外市场。

“我们有非常多优秀的民族

企业，也有着瑰丽多姿的民族文

化。我们希望能联结更多人的力

量，用产品作为载体，让中国文化

走向世界。”冯烨说。

（刘洋来源：中国侨网）

谢增英：

马来西亚华人谢增英从小接受华文教育，致力于华文教科

书的研究。她是作家、学者，也是一名从业 20 多年的编辑。

“通往祖灵的护照”

谢增英出生在马来西亚，从

小接受华文教育，小学时所有

科目都用中文学习。“当时觉得

中文尤其是古诗词特别美。”谢

增英说。她的老师会把古诗词

编成歌曲教大家吟唱，方便大

家记忆。杜甫的《春望》是她最

喜爱的一首古诗，“寥寥几笔就

写出了忧国思家的情感。”

她从小喜欢阅读写作，小学

时就开始在《青苗周刊》发表文

章。至今，她还记得文章第一次

发表时的兴奋心情。“稿费很

少，但特别开心。学校老师还在

周会上表扬我，鼓励喜欢写作

文的同学像我一样去尝试。”谢

增英说。

进入中学后，公办学校不再

开设华文班，但谢增英对华文

学习的兴趣不减。她和 16 位同

学一起向校方申请，每周末到

专门的华文学校学习。大学她

也选择了中文专业，并在拉曼

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

谢增英对华文写作的热爱

持续至今。在马来西亚嘉应散

文奖获奖作品《通往祖灵的护

照》中，她讲述了自己成长过程

中，对潮州方言从亲近到疏远、

再到亲密的变化。她在南开大

学访学时，讲师教她用潮州方

言念唐诗的经历让她认识到，

潮州方言是语言的“活化石”。

“方言代代相传，是一个族群和

文化的脐带，是母亲的语言，更

是通往祖灵的护照。”她写道。

“一代人的回忆”

谢增英所在的马来亚文化

事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历史较长

的教育出版社，主要出版马来

西亚华文小学的教材教辅。在

博士导师建议下，她梳理了马

来西亚华文教科书的历史，重

点阐述了二战后到马来西亚独

立前的教科书的特点。

“二战后，华文课本多数从

中国购买。对许多华人来说，南

洋虽是第二故乡，但他们始终

期盼能回到祖（籍）国。他们希

望子女能通过华文教育了解中

华文化。为满足他们的需求，小

学华文课本中有很多内容涉及

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名人故

事。”谢增英说。

谢增英曾专程到新加坡国

家图书馆寻找资料，还从收旧

物的人手里购买了不少旧书。

谢增英说，看着旧书上前人留

下的字迹，“我常常会想，他们

上课时的情景是怎样的。”

为了寻找老课本，谢增英拜

访过不少老人。听说她在做华

文课本研究，老人们都热情地

让她拿走自己的老课本，有一

位老人还背诵了一段课文给她

听。“那位老人的朗诵，就像述

说一个过去的故事。他让我体

会到，在物质匮乏、缺少娱乐的

年代，课本是多么珍贵。这些老

课本已经成为一代人的回忆。”

谢增英说。

谢增英目前在马来亚文化

事业公司的子公司大树出版社

负责编辑工作。谈起做编辑和

写文章的区别，谢增英说：“做

编辑是完成别人的梦想。看着

作者们慢慢成长，和自己写文

章是完全不同的快乐。”

谢增英还是《“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儿童文学经典书系·

马来西亚卷》的编辑。在编辑

和阅读全系列书目的过程中，

她发现，每个国家的儿童文学

都有不同侧重点。“‘一带一

路’倡议下的‘丝路书香出版

工程’不仅促进了中国与马来

西亚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让我

们对沿线国家有了更多了解。”

她说。

（睿加 冷子纯 来源：人民

日报海外版）

近日，24 岁的狮舞艺人胡隆

颖和堂弟胡金山抵达马来西亚吉

隆坡，参加在当地举办的“世界狮

王争霸赛”。他们是广西壮族自治

区梧州市藤县人，自幼受狮舞文

化熏陶。这次参赛对他们而言，既

是机遇也是挑战。“我们精心准备

了约 20 个高难度动作，希望我们

的演出能让更多海外观众爱上藤

县狮舞。”胡隆颖说。

狮舞是一种传统的亚洲民间

表演艺术，在中国、马来西亚、新

加坡等国均有狮舞习俗。藤县狮

舞以高桩舞狮的高难度动作、独

桩挟腰转体 450 度等绝技，名扬

世界，享有“世界狮王”之美誉。

2011 年，藤县狮舞被列入中国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这些年，我们经常到马来西

亚、新加坡等国家演出，参加一些

国际狮舞比赛，这项技艺在东盟

国家很受欢迎。”胡隆颖说，为学

好狮舞，自己也曾历尽磨难。

“要想在台上表演出漂亮的

动作，只能靠日复一日枯燥地练

习。”胡隆颖说，学狮舞，最难的是

坚持，最辛苦的是体能训练。从

16 岁开始学习狮舞，除重要节假

日休息外，他几乎每天都要进行

6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

“作为一个狮舞人，无论是狮

形狮貌，还是力量、胆识、心理素

质、默契度，都要以一流状态呈现

在观众面前。”胡隆颖说，这些年，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都未曾想

过放弃，“如果不是真的喜欢狮

舞，很难坚持到底，我的很多师兄

弟都改行了。”

近年来，藤县狮舞多次走进

新加坡、文莱、泰国、越南等东盟

国家开展文化交流，并在中国与

东盟各国联手举办的专业狮舞比

赛中频频获奖，先后摘得马来西

亚“世界狮王争霸赛”、马来西亚

国际狮王邀请赛、印度尼西亚雅

加达狮王争霸赛、中国 - 东盟国

际狮王邀请赛等专业狮舞比赛冠

军。

藤县龙狮运动协会副会长邓

彬光说，起源于中国的狮舞运动

如今在东盟国家很受欢迎，希望

中国传统的狮舞技艺借助新技

术、新媒体等手段，“圈粉”更多东

盟民众。

“狮舞艺术有一种巨大魅力，

这种魅力是我努力的动力。”尽管

工作忙碌，胡隆颖仍然坚持在短

视频平台上传播狮舞文化。视频

里，无论是他和搭档日常的精彩

训练，还是师弟们练习狮舞时的

卖萌表演，都让粉丝回味无穷。

狮舞队员们顶着狮头披着狮

被，在梅花桩上翻腾跳跃，倒挂飞

攀。在广西藤县中等专业学校狮

舞训练馆内，一个个未来的“狮

王”正崭露头角。“人生就如同狮

舞，有起有落，关键是不能低头，

不能认输。”胡隆颖坚信，“藤县狮

舞”能给更多人带来乐趣，“期待

藤县狮舞在世界舞台上大放异

彩”。（张广权来源：中国新闻网）

王明明和冯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