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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十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上，印度參展商向觀眾介紹印度圍巾 資料圖片

中印領導人第二次非正式會晤10月11日至
12日在印度泰米爾納德邦首府金奈舉行。在訪
印期間，習近平提出，支持中國福建省和泰米
爾納德邦、泉州市和金奈城建立友好省城關係
，譜寫海上絲綢之路新篇章。通過海上絲綢之
路，泉州和金奈的交往，可回溯到1400多年前
。金奈馬馬拉普拉姆是印度有名的雕刻之鄉，
而在福建泉州海交館內，近300方印度教寺廟
建築構件，見證了兩國中印兩國 「以石為媒」
悠久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往。這裏鐫刻着印度
與中國上千年人文、商貿交流的印記，書寫了
兩個文明古國友好往來的一段段故事和佳話。
傳承友誼、面向未來，泉州與印度在考古、藝
術、經濟等領域，也續寫着時代新篇章。

大公報記者 蔣煌基泉州報道

泉州金奈石為媒 中印拓海絲新篇
三百方雕刻鐫友誼 擴商貿續千年佳話

習近平南亞行 推進中印+合作增區域互聯互通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10月11

日至1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邀赴印

度出席中印領導人第二次非正式會晤、對

尼泊爾進行國事訪問。行程結束之際，中

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向隨行記者介

紹此訪情況時說，喜馬拉雅山脈將中國同

印度、尼泊爾相隔，但是 「道阻且長，行

則將至」 。此次訪問內涵豐富、成果豐碩

，為中國同印度、尼泊爾關係注入了新動

力，為南亞睦鄰友好搭建了新平台，為區

域務實合作開闢了新前景，此訪是中國特

色大國外交又一次成功實踐。

王毅說，近期印巴關係緊張，地區局

勢動盪緊張，引發國際社會高度關注。印

巴都是中國的友好鄰邦，中方希望兩國管

控好分歧，改善相互關係。習近平主席啟

程南亞之行前夕，在北京會見巴基斯坦總

理伊姆蘭．汗，聽取巴方看法主張。在金

奈，習近平主席同莫迪總理就地區形勢深

入溝通，鼓勵各方通過對話解決目前存在

的問題。習近平主席強調，中方真誠期待

中印關係好、中巴關係好、印巴關係也好

，大家攜手促進地區的和平穩定，共同實

現發展繁榮。習近平主席還就推動加強 「

中印+」 合作闡述中方主張，強調可在現有

「中印+阿富汗」 合作基礎上，逐步將這項

合作向南亞其他國家及東南亞、非洲拓展

。指出中印應該在地區互聯互通建設方面

發揮引領作用，打造更加暢通的互聯互通

網絡。雙方還要共同努力，為盡早達成《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作出貢獻。

兩國領導人就此形成了積極共識。

與南亞各國並行不悖共發展
王毅說，中方願與南亞所有國家發展

深化互利合作。中印關係、中巴關係以及

中國同其他南亞國家的關係各有歷史淵源

和自身特點，可以並行不悖，共同發展，

互不針對第三方，也互不受第三方影響。

中國始終是世界發展機遇
習近平主席指出，過去70年，中華民

族迎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

飛躍，創造了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這是

一條不平凡的路，有鮮花和掌聲，也伴隨

坎坷和挑戰。不管外部情況如何變化，有

什麼樣的雜音，我們都會心無旁騖做好自

己的事情，堅定不移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推向前進。一個穩定、開放、繁榮的中國

將始終是世界發展的機遇。

王毅介紹，兩國領導人表示，中國的

發展是發展中國家自強的典範，給兩國、

南亞地區及世界和平繁榮帶來重大機遇，

中國的發展崛起不可阻擋。莫迪總理表示

，印中兩國都處在民族復興的進程，面臨

許多相似挑戰，印方願借鑒中方在脫貧、

生態文明建設、反腐等方面的成功作法。

尼方更期待從中國取得的巨大成功中汲取

有益經驗，相信中國能夠幫助尼泊爾實現

「繁榮尼泊爾、幸福尼泊爾人」 的願景。

泉州開元寺
獅身人面雕刻群
•福建泉州開元寺，大

雄寶殿前月台須彌座下

的獅身人面雕刻群

印度教石柱
•福建泉州開元寺大殿

後面的兩根印度教石

柱，中印建築藝術

的完美結合令人讚

嘆

泉州海交館
印度教毗濕奴神像
•福建泉州

海交館有近

三百件的印

度教石刻，

其中展出的

一件印度教

毗濕奴神像於1934年在泉州出土，

吸引遊客駐足

石刻濕婆「舞王」像
•陳列在福建泉州海交館的石刻濕婆

「舞王」 像（復原件），原件在晉江

池店，被認

為是觀音，

塑了金身，享

受村民香火供

奉

泉州白耇廟
「大象與林伽」龕狀石構件

•1933年發現於福建

泉州白耇廟焚香爐的元

代印度教 「大象與林伽」
龕狀石構件

（記者蔣煌基整理）

【大公報訊】記者蔣煌基泉州報道：近年來，中

印各領域合作穩步推進，在高鐵、電力基礎設施等開

展了一系列合作，泰米爾納德邦優勢凸顯。來

自印度的Alex（圖）已經是第十個年頭在福

建泉州從事貿易。他告訴大公報，通過陸上

和海上絲綢之路，中國與印度早在傳播文化

、拓展雙邊貿易的同時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Alex所在的泉州，亦是一個運動及休閒服

裝的大市，每年他從當地採購的童裝直接銷往迪拜。

他透露，每年他從當地採購的童裝達到100萬件，貨

值達到6000萬美元。

如今，Alex與同樣來自印度的妻子，還有一個可

愛的孩子，共同長期生活在中國。 「我們是做生意的

，尤其是做外貿生意，還是希望有一個和平穩定的發

展空間。」 他用一口中文告訴記者。

今次兩國領導人的會晤，中國駐印度大

使孫衛東形象地稱之為 「龍象跳了一支探

戈」 ，除在明年 「中印人文交流年」 舉辦

70項兩國建交70年的慶祝活動外，亦探討

福建與泰米爾納德邦開展歷史文化研究的

可行性，及開展中印之間海上交往研究。

「印度流行一句話， 『Hindi-ChiniBhai-Bhai』
（印度中國親如兄弟），中國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

最多的國家。在古時候，中印兩國人民就和睦相處，

友好往來，希望今後我們兩國人民依然是親如兄弟的

友好關係。」 Alex說。

海絲交流代表古蹟文物

印商深耕泉城 中國童裝遠銷中東

中印經貿文化交流
邁向新時代

19世紀中葉
•印度從中國引進茶籽、茶
苗及製茶工藝，如今中國是
印度CTC紅茶的重要進口國
，中國綠茶出口印度的潛力
日漸提升

1997年2月
•首屆現代印度藝術展在北
京舉行

2015-2017
•中國掀起瑜伽熱，2015
年6月中印合作創辦的雲南
民族大學瑜伽學院成立，是
印度海外的第一所瑜伽學院
；2017年6月正式掛牌 「中
印瑜伽學院總院」

2018年1月
•在印度舉辦首屆中印傳統
文化藝術交流活動

2018年12月
•在印度孟買舉辦第六屆中
國（印度）貿易博覽會暨第
二屆中國（印度）服務貿易
博覽會

2018年
•中國家電品牌銷量已佔印
度家電市場份額25%左右

（記者蔣煌基整理）

【大公報訊】記者
蔣煌基泉州報道：在福建泉

州，人們把印度教寺廟稱為

「番佛寺」 。在泉州開元寺內，大

雄寶殿前月台須彌座下的獅身人面

雕刻群和大殿後面的兩根印度教石

柱，就是中印建築藝術的完美結合。上

世紀30年代來以來，泉州不斷出土大量

精美的印度教石刻。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李俏梅（

Risha Lee）主要研究印度泰米爾地區寺廟

建設藝術史。她在走訪印度商人在印度建的

1000多座寺廟期間，得知泉州是迄今為止中

國唯一發現印度教遺物、遺址的城市，遂

來泉州調查了五個多月，走訪了泉州海交

館、開元寺和晉江池店等存有印度教遺物

的地方。她的畢業論文關注了泉州印度教石

刻。

在完成畢業論文後，李俏梅應中國海外

交通史研究會原副會長王連茂的請求，根據

泉州遺存的印度教石刻，復原泉州元代番佛

寺，並詳列復原方案。隨後，李俏梅在印度

進行了為期近三年的田野調查。

通過參考印度當地現今的印度教寺廟，

李俏梅以泉州的印度教石構件遺存為基礎，

重構復原了《清源金氏族譜》記載的泉州元

代 「極其壯麗」 的番佛寺，並於2016年在泉

州公布復原的印度教寺廟圖。

李俏梅稱，在對比了印度和泉州兩地的

印度教寺廟石構件後，發現兩者驚人相似。

學者兩地田野調查
復原元代番佛寺

在習近平出訪印度前夕，《印度斯坦時報》10日撰

文稱，中國沿海與南印度地區在將近1400年前就存在貿

易聯繫，福建的港口城市泉州，很可能是中國唯一能對

此提供證據的城市。在上世紀中葉，福建泉州及周邊地

區出土了數百件反映印度寺廟建築風格的雕塑和雕刻。

兩港密切來往追溯宋元
「在中國的宋元時期，印度泰米爾納德邦正是那個

時期海上絲路中轉站，以金奈為中心的南印度對華出口

貨物亦經此運至福建泉州的刺桐港。」 中國海外交通史

研究會原副會長、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館名譽館長

王連茂，一輩子都在研究海外交通史，他向大公報記者

介紹，當時許多印度泰米爾地區商人沿着繁榮的海上絲

綢之路來到福建泉州，在泉州定居、經商，他們在泉州

建造了規模宏大、極其壯麗的印度教寺廟。

在福建泉州海交館內，維妙維肖的古印度石柱，

半人半獸、或半鳥半獸的柱礎、門楣以及以蛇為圖的

祭壇等，近300方印度教寺廟建築構件，見證了兩國悠

久的貿易往來和文化交往，也見證了泉州與金奈的友好

淵源。

金奈不僅是印度教重要的文化中心，也是南印度重

要的港城，也是古代中國和印度 「絲綢之路」 和 「香料

之路」 的交匯點，公元7世紀，中國唐代高僧玄奘還曾來

到金奈馬馬拉普拉姆參訪。1000多年前這裏曾是南亞次

大陸的商貿重鎮。王連茂介紹，宋元時期，以金奈為中

心的南印度對華出口貨物，先是集中運至泉州刺桐港，

再轉往各地。其中，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也是大多從

金奈航運至泉州港。

經貿文化交流陸續有來
由於金奈馬馬拉普拉姆的石刻非常有名，是印度有

名的雕刻之鄉，中印兩國 「以石為媒」 的 「海絲」 故事

從遠古續寫到現今。據泉州經貿部門介紹，從泉州石湖

港入境的荒料石全部來自印度，主要有印度紅、英國棕

等幾十個品種，佔印度石材出口的70%左右。在印度，

可林那卡是英國棕產地，旺果是黑金沙產地，納里特布

是印度紅產地。三個不同產地的花崗岩，通過火車或汽

車長途運輸到印度南部港口金奈港，最終運送至全國最

大的 「石材加工基地」 福建泉州南安和 「石雕之鄉」 福

建泉州惠安進行加工。

中印兩國的經貿往來也日益密切。日前，中國商務

部組織企業赴印度，共簽署128項貿易協定，金額超30

億美元。商務部統計數據顯示，去年中印雙邊貿易額達

到950億美元，中國長期保持印度第一大貿易夥伴地位

，而印度是中國在南亞地區的最大貿易夥伴。目前，約

1000家中國企業在印度累計投資80億美元。印度企業也

積極拓展中國市場，對華累計投資近10億美元。

隨着兩國經貿交流的熱絡，近年來印度亦掀起了漢

語熱，中國強勁的奶茶需求量，讓印度CTC紅茶出口到

中國有相當潛力。中國則出現了瑜伽熱和寶萊塢熱。

2015年，印度在中國雲南民族大學設立瑜伽學院，為中

國培養專業瑜伽人才。2017年，寶萊塢明星阿米爾．汗

主演的電影《打死不離3父女》走紅中國，如今寶萊塢電

影成為中印文化交流的新名片。
▲印度展商展出精美
的工藝品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