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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3 日，2025 年日本大阪·关西世

博会正式开幕。本届世博会以“构建未

来社会，想象明日生活”为主题，吸引了

来自 158 个国家和地区以及 7 个国际组

织的广泛参与。在这个汇聚未来构想的

国际舞台上，中国馆以恢宏大气的体量、

鲜明独特的文化表达以及极具未来感的

科 技 互 动 ，成 为 最 受 瞩 目 的 国 家 展 馆

之一。

中国馆占地面积为 3509 平方米，是

本届世博会面积最大的外国自建馆之

一。中国馆建筑造型方案总设计师崔愷

介绍，数千年前，中国人用竹子制成书简

记录和传承文明。2025 年日本大阪·关

西世博会中国馆从中汲取灵感，打造出

气势恢宏的“中华书简”。建筑外立面刻

有唐诗宋词、四书五经等中华文明精髓，

还将园林的造景意境运用其中。“东方文

明中特别重视园林文化，这也是中国馆

建筑设计中的重要亮点。”崔愷说。

中国馆以“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

共同体——绿色发展的未来社会”为主

题，围绕过去、现在、未来时间轴展开一

幅时光画卷，通过“天人合一”“绿水青

山”“生生不息”3 个展区，展示中国传统

生态智慧，呈现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理

念和成果，展望中国同世界各国共同构

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在中国馆“天人合一”展区，一幅与

二十四节气有关的中国传统纹样艺术

品通过大型多媒体装置呈现在观众面

前。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先民在长期农

业生产中，根据天地运行和气候变化规

律创造的时间制度，千百年来一直指导

着人们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体现出中

国人民顺应天时、勤劳耕耘、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生态智慧。这幅作品出自 94

岁高龄的敦煌艺术图案研究和设计应

用 重 要 推 广 者 、工 艺 美 术 家 常 沙 娜 之

手。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常沙娜将这

份古老的敦煌美学智慧融入现代设计，

使之焕发新生。

中 国 人 自 古 便 对 海 洋 充 满 好

奇。清代聂璜的《海错图》用细

腻的笔触勾勒出 300 多种沿

海生物，宛如一部浪漫的

“海洋百科志”，承载着

古人对海洋的诗意

幻想。斗转星移，“蛟龙”号又带领人们

开启了奇妙的深海探秘之旅。“蛟龙”号

内部体验舱用三面全景屏打造出沉浸式

空间，观众身处其中，只需操作控制台，

就能“穿越”到浅海珊瑚群，欣赏五彩斑

斓的珊瑚摇曳生姿，还能直达深渊热泉

口，“邂逅”神秘奇特的深海生物。

在本届大阪世博会上，中国馆还带

来了令人瞩目的展品——月球正面与背

面土壤样品，让 38 万公里外的星辰触手

可及，这也是人类首次零距离对比展出

月球正面与背面的月壤。据中国贸促

会有关负责人介绍，正面月壤中有约 20

亿年前的年轻玄武岩样本，将人类对月

球火山活动历史的认知延长了 8 亿年至

10 亿年；背面月壤作为月背的“第一道

足 迹 ”，封 存 着 43 亿 年 前 的“ 太 阳 系 记

忆 ”，为 月 球 演 化 研 究 补 上 了 关 键 拼

图。此次月壤的展出不仅是中国航天能

力与技术水平的象征，也体现了中国航

天开放合作的态度。

更令观众们惊喜的是蔡旭哲、王浩

泽、宋令东 3 位中国航天员从中国空间站

发来“宇宙级”祝福。蔡旭哲说：“祖先的

星空诗篇变成了现实。”王浩泽表示，感

觉 自 己 是 人 类 共 同“ 地 球 村 ”的“ 守 望

者”。宋令东则忙着在太空栽培植物，守

护绿色。航天员们已经把浩瀚的宇宙变

成了“温暖家园”。

中国馆为全球观众呈现了一场文化

与科技交融的视觉盛宴。此次中国馆的

重要展项之一，是以中国古代经典《耕织

图》为灵感打造的艺术装置。《耕织图》诞

生于南宋，历经元、明、清多个朝代的增

补 ，被 誉 为 世 界 最 早 的“ 农 业 百 科 全

书”。它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记录了古代

耕织技艺，既是劳动智慧的结晶，也是诗

画艺术的瑰宝。此次中国馆的展陈，以

清代后期 46 幅《耕织图》为灵感，通过艺

术装置和数字化技术，再现了古代农业

社会的生动场景，让观众沉浸式体验古

代劳动场景，既讴歌了劳动之美，也展现

了中华民族的智慧与灵魂。

此次中国馆将 AI 技术与中国文化

深度交融，让观众大呼过瘾。长期大热

的 IP 孙悟空基于国产算力平台训练的

讯飞星火大模型，以 3D 形式惊喜现身，

其融合了强抗噪语音识别、多情感语音

合 成 、多 模 态 交 互 等 前 沿 技 术 ，能

够用中日英 3 种语言与观众们畅谈

历史，畅聊趣闻。中国馆内还展出

了一件珍贵而特殊的产品——日

本漫画家手冢治虫亲笔绘制的孙

悟空与阿童木相拥而行的插画木

雕 ，见 证 了 两 国 动 画 界 的 深 厚

情谊。

除了理念呈现与艺术表达，

中国馆还系统展现了中国绿色

发展在现实中的实践。

展馆以多媒体展台形式呈

现厦门筼筜湖宜人生态、湖南

十八洞村文旅融合、塔克拉玛

干沙漠生态修复、塞罕坝人工

林等多个标志性案例，向世界

展示中国人质朴而深邃的生

态观。

中 国 馆 特 别 制 作 的 主

题影片以“中国人的十二时

辰”为线索，将观众带入从

清 晨 到 夜 幕 的 生 活 长 卷

中 。 影 片 通 过 多 个 普 通

人物的一天，交织展现人

们 的 劳 动 与 休 憩 、城 市

与乡野、传统与现代，串

联起丰富的自然风光与

人文意境，映照出新时代

中国绿色发展背景下的社会律

动与精神气象。

中国馆不仅是展示空间中国馆不仅是展示空间，，也是一个文也是一个文

明交流平台明交流平台。。展期内将举办非遗表演展期内将举办非遗表演、、地地

方主题日方主题日、、文旅推介文旅推介、、经贸对话等活动经贸对话等活动，，与与

150150多个参展国展馆开展互动交流多个参展国展馆开展互动交流。。以文以文

化自觉承载东方智慧化自觉承载东方智慧，，以绿色以绿色实践回应时实践回应时

代关切代关切，，以科技互动连接未来以科技互动连接未来想象想象，，在大在大

阪世博会这场全球文明交流盛会上阪世博会这场全球文明交流盛会上，“，“中中

华书简华书简””已已然徐徐展开然徐徐展开。。

展开“中华书简”邂逅华夏

□ 陈益彤

参观者点赞大阪世博会中国馆

陈泽安

岳晨星

杨智翔

2025 年大阪·关西世博会（大阪世博

会）13 日正式开幕，中国馆当天上午举行开

馆仪式，下午 1 点左右正式接待参观者。

13 日下午下起大雨，但参观者热情不

减，中国馆前人头攒动，排队等待入馆的长

龙拐了几道弯。“上午我们参观了几个展

馆，听说中国馆下午 1 点开放，于是就来排

队了。我一直很期待参观这个展馆。”排队

等待了约 40 分钟入馆的参观者今木宏直

说。他与妻子今木理惠在此前的世博会试

运行日就入园参观过。

“ 我 当 时 就 注 意 到 中 国 馆 建 筑 外 观

非 常 有 气 势 ，想 着 一 定 要 来 看 看 。”今 木

理惠说。

中 国 馆 外 形 宛 如 绵 延 展 开 的 中 华 书

简，外立面上以多种字体镌刻着百余句诗

词名句。“中国的书法、文字非常有魅力，我

觉得展馆的外观很好地体现了这种魅力。”

今木宏直说，“日本的书道深受中国书法的

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是我们的老

师，所以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进 入 一 楼 大 厅 ，一 幅 巨 大 的“ 文 字 瀑

布”映入眼帘。通过投影矩阵，一个个中日

文字从天花板处滚动至地面。“那些字像是

从天花板流淌到地面一样，非常有创意。”

参观者有山朋树说。

在“文字瀑布”下，一件件文物讲述着

中 华 千 年 历 史 的 故 事 ，彰 显 非 凡 文 化 底

蕴。“我看到了很多非常具有历史价值的展

品，感受到了中国历史的厚重。”参观者吉

冈说。

在“绿水青山”展区，厦门筼筜湖的宜

人生态、湖南十八洞村的盎然生机、塔 克

拉玛干沙漠的生态修复成果等向世界讲

述 着 一个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故 事 ，展 现 和 诠 释 了 中 国 传 统 生 态 智 慧

和绿色发展理念。

此次中国馆最引人瞩目的展品之一当

数由中国嫦娥五号、嫦娥六号探测器采集

的月球正面和背面土壤样品，这也是首次在全球近距离对比展

出月球正面和背面土壤。

“一直很期待能看到月球背面的土壤，这次能亲眼看到真的

很开心。”参观者森山花菜说。

日本世博协会副会长、关西经济联合会会长松本正义说，中

国馆会给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留下美好记忆，中国馆充分展

现了中国风貌、中国文化的魅力，对参观者来说，参观中国馆是

加深对中国认识和理解的绝佳机会。

大阪世博会展期将持续至 10 月 13 日。在 184 天的展期里，

中国馆将举办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

（据新华社电）

搞 懂“ 危 ”，抓 住“ 机 ”
今天的人们已经认识到，金融崩溃会

拖垮整个经济。2008 年爆发的国际金融

危 机 和 2010 年 爆 发 的 欧 洲 主 权 债 务 危

机，就是其中两个典型案例。与几十年前

发生的那些区域性金融危机不同，这两次

危机不仅仅局限于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

也不仅仅表现为金融市场的巨大损失，甚

至受到其困扰的也不限于危机发源地或

者那些金融体系不完善、经济运行脆弱的

经济体——“事实上，这两次金融崩溃都

是宏观金融危机，给全世界的家庭都带来

了经济困难”。

“宏观金融危机”，正是德国经济学家

马库斯·布伦纳梅尔和葡萄牙经济学家里

卡多·雷斯在其新作《危机经济学》中着重

阐述的概念。

两位经济学家在导论中吐槽：“以往，

金融学家和宏观经济学家之间似乎存在

某种‘天然’的分工：金融学家花了很多精

力试图理解金融市场的狂热和恐慌，而宏

观经济学家则总是忙于理解大衰退和大

萧条。”但实际上，许多危机处于宏观经济

学和金融学研究的交叉领域，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这一表征更加明显。

金融市场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在

不同区域、不同领域的金融市场上，人们

总 在 与 不 同 的 交 易 对 手 交 易 不 同 的 资

产。在这个过程中，资产价格有所波动是

再自然不过的。

但金融危机远不止于此。金融危机

是在同一个时期多个金融市场同时出现

相同的亏损模式：一个角落的坏消息迅速

蔓延到其他角落；一家金融机构的失败很

快传导至其他金融机构，引起多米诺骨牌

效应。

宏观金融崩溃比一般的金融危机还

要严重。按照作者的说法，当金融危机蔓

延到实体经济，并在重创实体经济后反过

来加剧金融危机时，就会发生宏观金融崩

溃。这种危机伴随着急剧而深刻的衰退，

其后果通常包括无数人失业和民众收入

的普遍下降。

以此标准来衡量 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和 2010 年欧债危机可以看到，二者都

是妥妥的宏观金融崩溃。从阿根廷到土

耳其再到黎巴嫩，在许许多多看起来与这

两场宏观金融崩溃毫不相关的国家，国民

经济都面临巨大压力，民众幸福感也显著

下降。

作者认为，宏观金融危机的源头或主

要放大器都在金融市场上，因此，要解决

问题，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切入点必然在金

融市场上。其中，对金融泡沫的治理尤为

关键。

金融泡沫的形成机理其实非常简单，

它和资产的基本面价值无关，只要人们相

信自己可以以高于入手价格的价格将其

转让给他人时，泡沫就会出现。对于类似

的投机行为，主管机构可以采取多种策

略，但大体脱不开宣传和监管两个范畴。

前者是要告诉公众，泡沫已经出现，继续

下去就是“玩火”；后者则重在约束，尤其

是对于基金等大笔款项的进出要有一定

限制。

如果没能来得及在泡沫还小的时候

将其戳破，阻止其爆裂的恶果蔓延到实体

经济，那么之后的治理会麻烦许多，代价

也会大很多。

1929 年至 1933 年，美国经历了历史

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史称“大萧条”。

1929 年 10 月，美国股市大崩盘，道琼斯工

业平均指数在短短 5 天时间内就跌去了

25%的市值，一直到 1954 年才恢复元气。

由于大量投资者加了杠杆，投资者损失也

通过贷款逾期的方式传导给银行体系，至

1933 年，1929 年还正常运营的银行中只

有约一半依旧存活。在宏观经济层面，美

国工业产出连续 4 年下降，下降幅度根据

行业和测算方法的不同略有差别，但大体

都在 30%至 40%之间。

因为破坏性极强、影响面极广，时至

今日，大萧条依然被视作金融危机的典型

案例。由于财政政策在结束大萧条的过

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人于是将财政

支出，包括其可能带来的财政赤字增加，

视作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

当然，在复苏的过程中，货币政策也

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只不过，和立竿见影

的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需要更长的传

导链条，因而起效比较慢，看起来也没那

么起眼。

在许多国家，中央银行都承担了双重

使命，既要控制失业率，又要维持通胀不

要过于偏离目标水平，这个目标通常设定

为 2%。

当一个国家陷入经济衰退，央行的

“标准操作”是降息。降息意味着融资成

本降低，这一方面可以刺激企业增加投

资，另一方面也可以刺激家庭增加支出，

从而提高社会总需求。而需求的上升又

会以价格信号的方式反馈给供给端，于是

生产和就业也稳定下来了。

过去，中央银行降息的传统方法是降

低 银 行 间 隔 夜 拆 借 利 率 。 不 过 ，自 从

2010 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央行普

遍发现，仅靠银行间市场操作，力度有点

不够，于是所谓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开始

走向世界金融舞台中央。

中央银行通常被称为“银行的最后贷

款人”，也即要在银行资金不足的时候站

出来补上缺口。这就是中央银行创建准

备金的理由。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许

多国家的央行调整了准备金政策工具，从

单纯要求创建准备金调整为对准备金收

取利息，并从均衡时的稀缺准备金改为充

足准备金。这一规则被称为“准备金饱

和”，在金融危机期间即准备金需求增加

时尤其好用。

另一个如今已经非常“常规”的非常

规货币政策是大名鼎鼎的量化宽松，即央

行通过购买长期国债等方式，向出售债券

的银行的准备金账户注入资金。这一操

作的原理是，增加长债需求以提高其价

格，从而降低投资者要求的风险补偿，压

低国债收益率，进而压低利率水平。

准备金饱和与量化宽松的结合意味

着，许多央行如今的资产负债表构成已

经与世纪之交时大不相同了。一方面，

准备金饱和规则必然会导致央行资产负

债表扩张，因为准备金是中央银行的负

债；另一方面，量化宽松会使得中央银行

在负债端的隔夜准备金与资产端的长期

债券间形成期限错配。这确实会带来一

些副作用，因而在经济运行正常的时期很

少有人主动为之，不过当金融危机汹汹而

来，央行能做的自然也只能是“两害相权

取其轻”。

最后还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信心。

每次危机爆发之后，相关国家的政

府及经济主管部门恐怕都会对“无力感”

的感受更深一层。毕竟，市场信心刚刚

受到打击，哪怕是没有受到损失的投资

者也经受了一轮惊吓，正是需要平复一

下心情的时候。此时此刻，哪怕有实打

实的政策利好摆在眼前，许多人也会先

保持观望。

其实，何止是金融，

整个经济体系都是一个

与信心有关的故事。没

有信心，危机不会自然

而然地过去；有了信心，

一切才皆有可能。

这 就 是《危 机 经 济

学》试 图 告 诉 读 者 的

道理：

危 机 能 彻 底 消 灭

吗？不能。

那该怎么办？搞懂

它，然后，搞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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