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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 記者 張石

張家界，對喜歡旅遊和攝影的人來說

是一個夢幻般的仙界，張家界位於湖南西

北部，澧水中上遊，屬武陵山脈腹地，為

中國最重要的旅遊城市之一。1992年，由

張家界國家森林公園、索溪峪風景區、天

子山風景區三大景區构成的武陵源自然風

景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自然

遺產名錄》，也是國際教科文組織首次登

錄的世界地理公園。

張家界包容了砂石山峰林、方山台

寨、天橋石門、障谷溝壑、巖溶峽谷、巖

溶洞穴、泉水瀑布等豐富多採，變幻莫測

的地貌景觀，那裡有千年古樹構成的茂密

原始森林和三千多座奇峰峻嶺，登上海拔

1200米、張家界最大的凌空觀景台，千山

萬壑盡收眼底，沿著山頂環寨遊道行走，

可欣賞到黃石寨絕美的自然風光，沿途有

六奇閣、摘星台、雙門迎賓、五指峰、霧

海金龜、天然壁畫、黃石鬆、回音壁、九

重壁等絕境，它是人間仙境《桃花源》的舞

台，也是融佛土天宮為一爐的《西遊記》的

背景，還是好萊塢大片《阿凡達》懸浮山的

原型，在這裡，可以零距離體驗遠古的地

貌、人間仙境般的自然、古老馥鬱的文化

及《阿凡達》潘多拉星球上納美人的生存環

境……

為紀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日本

著名攝影家安珠在張家界觀光大使、在日

中國人藝術家耿忠介紹下，受張家界市觀

光局的邀請，來到張家界攝影，以她獨特

的藝術視角，展示了張家界攝魂奪魄的魅

力。

11月 1日，在東京銀座的佳能畫廊，

舉行了題為“仙人千年，蜻蜓一瞬”的安珠

張家界攝影藝術展。該攝影藝術展在東京

展出，還將在大阪、札幌、仙台巡展。

從展出的作品可以看出，安珠的攝影

作品有其獨特的視角。首先，安珠喜歡拍

攝陰影中的張家界的風景和人物，無論是

高聳的山峰，還是古老的村落，無論是瀑

布河流，還是城市人物，她大膽地運用逆

光等手法，在陰影中表現張家界的神秘與

深邃，山在陰影中若動若止，水在陰影中

波光粼粼，城市在陰影中萬點燈火，古屋

在陰影中如夢似幻……

安珠對《中文導報》記者說:陰影中的

物象更有深度，更充滿神秘。

也許，張家界在陰影中能向人們訴說

更多的寓意，更多的美，更多歷史，更多

的柔情。

也許，在晴空烈日下，張家界更多地

體現了它坦盪而崔嵬的陽剛之美，而在陰

影下，它深情似水的陰柔之美就在鏡頭下

如歌如弦……

日本文學家谷崎潤一郎在他的散文

《蔭翳禮讚》中強調:日本人正是在陰影中發

現自然與藝術之美，他說:觀賞泥金畫，在

那光亮的場所是不可能立即洞觀其全貌

的，必須在黝暗處觀賞其各部分時時、點

■ 本報記者 楊文凱

編者按：中共十八大召開，完成黨內

領導體制的交接，也標志著中國的社會和

經濟發展由“胡溫十年”向“習李十年”轉

化。如何評價過去十年的經濟成就？如何

解讀當前面臨的發展陷阱？如何把握未來

十年的發展之路？野村資本市場研究所首

席研究員關志雄先生接受《中文導報》專

訪，表達了自己的見解。

關志雄指出：按照重工業比例的變

化，1949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可分為三個階

段：1949 年 -1979 年是重工業化階段；

1979 年 -1998 年是離脫重工業化階段；

1998年至今是再次重工業化階段。“胡溫

十年”的中國經濟發展，與“再次重工業

化”階段完全重合，國家規模以上企業的

重工業比例從60%上升到70%，達到歷史

新高。這相當於日本追求“重厚長大”產業

的70年代。

從個別產業來看，中國經歷了“紡織-

家電-鋼鐵-汽車”這樣從低附加值產品向

高附加值產品的推移過程。中國的汽車制造

業在2001年全年生產230萬台，排名世界第

八位，剛剛超過墨西哥，但到了2011年全

年生產汽車1841萬台，比美國和日本產量

總和還要多，當仁不讓地躍居世界第一。中

國的粗鋼產量從2001年中國產鋼1.5億噸上

升到2011 年的6.8 億噸，佔世界粗鋼產量

46%。在產業“再次重工業化”的牽引下，

中國的GDP從2000年的1.2萬億美元快速

上升到2011年的7.0萬億美元，人均GDP也

從不足1000美元上升到超過5000美元，達

到中等收入水平。可以說，過去十年的中國

經濟走在快速發展的道路上，成就有目共

睹。

不過，關志雄也指出，中國在走向以

工業和服務業為中心的現代市場經濟過程

中，面臨著“中等收入”和“體制轉型”兩

大陷阱--這可能是今後十年必須解決的問

題。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

界銀行在《東亞的復興》報告中提出的概

念。據該報告稱，許多發展中國家擺脫了

“貧困陷阱”之後，進入“經濟起飛階段”，

暫時實現了高速增長。但是一旦人均國內

生產總值（GDP）達到中等水平，就出現了

貧富差距擴大、腐敗蔓延等伴隨高速發展

而產生的負面現象，經濟也開始停滯，陷

入“中等收入陷阱”。巴西、阿根廷等國家

就是典型。中國人均GDP超過5000美元，

達到了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中國能否跨

過“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坎，一鼓作氣趕超

發達國家，今後的走向受到關注。

關志雄分析稱，當前中國面臨兩大人

口問題：1、農村剩余勞動力正在消失，這

意味著發展過程中實現了充分就業的“劉

易斯拐點”已經到來，在日本這種情況出

現在1960年代初期；2、從15歲到59歲的

勞動年齡人口在 2015 年之前進入下滑通

道，即“人口紅利”開始減少，在日本這種

情況出現在1995年 --兩大拐點的出現在

日本相差了35年，在中國卻同時到來。迄

今被認為取之不盡的豐富勞動力支撐了中

國高速增長，然而隨著接近充分就業階段

和老齡化社會，中國經濟的整體增長率必

然會下降。

關志雄介紹有關研究指出，外向型經

濟大致可分為四個發展階段。1 、初期外

資導入，社會處於低收入階段，其特點是

在外資主導下從事單純的加工、組裝、縫

紉等工作，比如現階段的越南；2、零部件

生產開始本地化，處於中等收入階段，其

特點是形成了零部件產業，但依然離不開

外資主導，比如現階段的泰國、馬來西亞

等；3、技能和技術實現本地化，社會進入

中高收入階段，其特點是學會了現代化的

經營和技術，能夠生產出高質量的產品，

比如現階段的韓國、台灣等；4、擁有“創

造性的破壞能力”，進入高收入階段，其

特點是擁有產品的開發和創新能力，成為

全球化的產業領袖，比如現階段的美日

歐。從第一階段進入第二階段的關鍵詞是

“產業集群”，從二進入三的關鍵詞是“技

術掌握”，從三躍進四的關鍵詞是“自主創

新”。目前的中國已開始從第二階段向第

三階段躍進，能否突破橫亙其間的看不見

的“中等收入陷阱”，對今後十年的中國是

一大挑戰。

關志雄指出，要想維持住高速增長，

首先必須從粗放型增長（增加勞動力等生

產要素的投放）向集約型增長（提高生產

率）轉變。根據其他國家經驗，當經濟發

展走過“劉易斯拐點”之後，政府政策的重

點不再是創造就業，而是提高生產率。隨

著中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經濟發展

不能再靠勞動力和資本投入，要靠自主創

新，靠產業結构升級，這樣才可能走出

“中等收入陷阱”；其次，中國自1992年提

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後，經濟社會

的市場化轉型非常快，但政府職能轉型太

慢，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滯後，近年更出

現了“國進民退”現象。為此，政府需要推

進“國有經濟的戰略重組”，其實質就是國

企民營化，同時加快政府職能轉型來適應

市場經濟要求，盡可能回避“轉型陷阱”。

作為正在出現的“中等收入陷阱”和

“轉型陷阱”的交集，由於收入差距擴大、

部分幹部腐敗、環境惡化等問題，勞資爭

端和群體事件頻繁發生，社會存在不穩定

因素。為了應對這些問題，中國過去十年

打出了建立“和諧社會”的旗幟，未來十年

更是試金期。

如何擺脫“轉型陷阱”？關志雄引用清

華大學課題組的報告稱，首先，不能動搖

融入以市場經濟、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等

普世價值為基礎的世界主流文明的方向。

因為拒絕世界主流文明，不僅是中國陷入

“轉型陷阱”的主要原因，也成為維護現有

既得利益格局的借口；其次，加速政治體

制改革。權力的腐敗會削弱政府的威信和

執政能力。政治體制改革必須以提高政府

的透明度、形成制約權力的機制為突破

口；其三，改革決策必須在政府頂層設計

之下進行，不能像以往那樣委托給各地方

政府和各政府部門。在推進改革時，必須

傾聽人民意見，取得人民支持，同時必須

以公平和正義為基本原則。

如果能夠克服上述兩個陷阱，中國在世

界經濟的地位將繼續上升。關志雄曾在2009

年時在《中國第一》一書中預測中國會在

2026年趕超美國，理由是中國經濟總量超越

美國取決於 “增長率差距”和“匯率”兩

大因素。假定中國GDP在2010年代的平均

增長率為8%，2020年代為6%，2030年代

為5%，而美國的平均增長率為2.5%，再加

上人民幣匯率每年上升2%，這樣推算起來

中國可能在2026年超過美國。但是就過去

幾年人民幣升值速度來看，每年2%的漲幅

計算顯然偏低。按照新的數據計算，中國

GDP 總量很有可能在2020 年左右超過美

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大國”。

最近由於中日關系惡化，很多日本企

業重新考慮實施所謂“中國＋1”戰略，把

部分對中國投資移向海外，而巴西、印

度、俄羅斯新興經濟體作為新的被投資國

備受關注。但關志雄指出這三國經濟規模

與中國相差甚遠：去年中國的GDP總量相

當於巴西、印度、俄羅斯的總和的1.2倍，

是巴西的2.9倍、印度的4.4倍、俄羅斯的

3.9倍；中國的貿易規模是巴西、印度、俄

羅斯總和的1.7倍。日本對中國的貿易總量

(進出口合計)，是對巴西、印度、俄羅斯貿

易量總和的5 倍。基於這些事實，這些國

家不可能代替中國。所以，日本企業如果

失去中國，後果難以想象。

點地放射底光的情景，其豪華絢麗的模

樣，大半隱於“暗”之中，令人感到不能言

喻的余情韻味；而且那種熠熠生輝的表層

光澤，在暗處靜觀，隻見燭光搖曳掩映；

而在幽靜的居室觀賞，又覺得清風徐來，

不由地誘人遐想。”

安珠說她讀過《蔭翳禮讚》，可以說，

她鏡頭下的張家界，是她用獨特的日本視

角發現的張家界的獨特之美。

她的作品中有一張照的是一名張家界

的少數民族少女，這位少女帶著潔白、漂

亮的頭飾，穿著五彩繽紛的少數民族服

裝，而她背景，首先是一層薄霧般的蚊

帳，而蚊帳的周圍，是由淡到濃的陰影，

幾重陰影從灰白、淡灰、灰黑演進為濃

黑，使少女的美有了立體的縱深感，在美

麗中滲透出沉靜、悠遠和神秘。

在攝影過程中，安珠還追求“剎那之

中的永恆”的禪境，飄落的紅葉在盡覽億

萬年風光的山峰上飄然而下，潔白的雪花

在石生物化石的地質遺跡上悄悄地融

化……“鬆樹千年朽， 槿花一日歇。畢竟

共虛空， 何須夸歲月”(白居易詩)，“仙人

千年，蜻蜓一瞬”，寂而常照，照而常

寂，永恆就是瞬間，剎那就是永恆。這是

靜穆的觀照和飛躍的生命构成的自然的兩

元，又在鎂光燈亮麗的閃爍中构成藝術的

一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