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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告
邱蔡秀卿

（石獅市錦尚鎮西港村）
逝世於元月十三日
現設靈於西港村霞園派中厝房祖廳
出殯於元月廿一日上午七時三十分

陳岱煜
（晉江市深滬鎮南春村）

逝世於元月十三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靈堂
出殯於元月廿一日上午六時

洪文挺（晉江市龍湖鎮杭邊西頭)

逝世於元月十六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1-LILY OF THE 
VALLEY）靈堂
出殯於元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時

施遠生
（晉江衙口村）

逝世於元月十二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13-ORCHID）靈堂
出殯於元月廿一日上午十一時

王蘇莉娜（石獅庵前）

逝世於元月十六日
現 設 靈 於 計 順 市 亞 蘭 禮 沓 大 街 聖 國
殯 儀 館 （ S A N C T U A R I U M  2 0 7 -
ANTHURIUM）靈堂
出殯於元月廿一日上午七時

李許美真
（晉江金井鎮晉井村）

逝世於一月十八日
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靈堂  
出殯於一月廿五日上午十時

洪其仁捐三中僑中
金中職校福利

晉江三中、金井僑中、金井中學、晉江

職校菲律賓校友聯誼會訊：本會洪諮詢委員

其仁學長尊夫人，洪府王秋珍夫人(晉江市金

井鎮玉山鄉頂柯坑村)，不幸於二○二四年

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三時壽終內寢，享壽七十

有六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其哲嗣孝

思純篤，秉承庭訓，守制期間,不忘公益，特

撥菲幣伍萬元，作為本會福利金之用。仁風

義舉，殊堪欽式，謹藉報端，以予表揚，並

致謝忱。

郭亞平同志捐
宿務菲華聯誼會

宿務菲華聯誼會訊：本會理事長郭亞平

同志令德配郭王毓瑱夫人，不幸於12月28日

(星期六)上午五時十三分壽終於萬那威UCmed

醫院，享壽53歲，英靈西歸，軫悼同深。出

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郭理事長亞平同志，雖遭斷弦之痛，仍不忘

公益，特獻捐本會福利基金伍萬，仁風義

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

謝忱。

郭亞平鄉賢捐
菲律濱南安同鄉總會

宿務分會暨商會
菲律濱南安同鄉總會宿務分會暨商會

訊：本會名譽理事長郭亞平鄉賢令德配郭

王毓瑱夫人，不幸於12月28日(星期六)上午

五時十三分壽終於萬那威UCmed醫院，享壽

53歲，英靈西歸，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

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哀榮。郭名譽理事

長亞平鄉賢，此番雖遭斷弦之痛，仍不忘公

益，特獻捐本會福利基金伍萬，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並申謝

忱。

郭亞平先生捐
菲律濱宿務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
菲律濱宿務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訊：本

會理事長郭亞平先生令德配郭王毓瑱夫人，

不幸於12月28日(星期六)上午五時十三分壽

終於萬那威UCmed醫院，享壽53歲，英靈西

歸，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

令典，極盡哀榮。

郭理事長亞平先生，此番雖遭斷弦之

痛，仍不忘公益，特獻捐本會福利基金貳

萬，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郭亞平先生捐
菲律濱宿務華助中心
菲律濱宿務華助中心訊：本會主任郭

亞平先生令德配郭王毓瑱夫人，不幸於12月

28日(星期六)上午五時十三分壽終於萬那威

UCmed醫院，享壽53歲，英靈西歸，軫悼同

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

哀榮。郭主任亞平先生，此番雖遭斷弦之

痛，仍不忘公益，特獻捐本會福利基金貳

萬，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

表揚，並申謝忱。

郭亞平先生捐
宿務菲華商會

宿務菲華商會訊：本會副理事長郭亞平

先生令德配郭王毓瑱夫人，不幸於12月28日

(星期六)上午五時十三分壽終於萬那威UCmed

醫院，享壽53歲，英靈西歸，軫悼同深。出

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典，極盡哀榮。

郭副理事長亞平先生，此番雖遭斷弦之痛，

仍不忘公益，特獻捐本會福利基金貳萬，仁

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端，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郭亞平先生捐
菲律濱長和郎君社宿務分社

菲律濱長和郎君社宿務分社訊：本會副

理事長郭亞平先生令德配郭王毓瑱夫人，不

幸於12月28日(星期六)上午五時十三分壽終於

萬那威UCmed醫院，享壽53歲，英靈西歸，

軫悼同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飾終令

典，極盡哀榮。郭副理事長亞平先生，此番

雖遭斷弦之痛，仍不忘公益，特獻捐本會福

利基金貳萬，仁風義舉，殊堪欽式，特藉報

端，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柯莊美玲捐石鼓廟
菲律濱青陽石鼓廟敕封順正府大王公董

事會婦女會訊:本婦女會名譽會長柯莊美玲

女仕令家姑，柯府李玉璇太夫人，不幸于二

0二五年元月三日逝世。寶婺星沉、珍悼同

深。出殯之日，白馬素車，極盡哀榮。

莊美玲女仕熱心公益孝思純篤，雖守制

期間，乃不忘慈善，特捐菲幣十萬元充作為

本會福利用途。仁風善舉，殊堪嘉許，特藉

報端 ，予以表揚，並申謝忱。

李雯生丁母憂
菲華新聯公會/總商會訊：本會監事長

李雯生先生令萱堂李許美真老太君，於元月

十八日上午九時榮歸天國，安息主懷，息勞

於拉牛坂市本宅，訂廿一日開始設靈於計

順市亞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Fleur-de-lis 101)靈堂，擇訂元月廿五日(星期

六)上午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本會

聞耗，全體理監事同表沉痛哀悼，亦將持續

跟進飾終事宜，提供一切協助，以盡同仁之

誼！為荷

李國箴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李國箴令德配，李府許

太君諡美真（原籍晉江金井鎮晉井村）亦即

李雯生，霦生，霽生，靄生令慈，不幸於二

○二五年一月十八日上午九時榮歸天國，安

息主懷，息勞於拉古坂市本宅，在世寄居壹

佰零三載。訂一月二十一日設靈於計順市亞

蘭禮沓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1-Fleur 

de lis )靈堂，爰訂一月廿五日（星期六）上午

十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如何推動智能時代的東西方合作？
——專訪世界經濟論壇執行董事、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年會總體負責人米雷克·杜謝克

中新社瑞士達沃斯1月19日電　世界經濟

論壇2025年年會將于1月20日至24日在瑞士東

部小鎮達沃斯舉行，屆時全球商業領袖將齊

聚一堂，圍繞「智能時代的合作」主題展開

探討。

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多年來一直聚焦全球

面臨的變化與挑戰，每年議程都會根據最緊

迫的議題進行調整。今年論壇主題「智能時

代的合作」反映了當今技術進步與全球合作

需求之間的矛盾與機遇。世界經濟論壇執行

董事、世界經濟論壇2025年年會總體負責人

米雷克·杜謝克（Mirek Du□ek）近日接受中

新社「東西問」專訪，分享了他關于智能時

代為全球經濟和社會帶來的深遠影響，以及

中國在推動智能技術創新和發展方面表現的

看法。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為何將今年論壇主題定為

「智能時代的合作」？

米雷克·杜謝克：當今世界處于一種非常

矛盾的狀態，一方面，我們在地緣政治、經

濟和社會領域看到令人擔憂的分裂；另一方

面，我們正經歷著一個指數級創新和技術進

步的時代。分裂和非凡的技術進步，這兩種

在許多方面相互矛盾的力量，發展速度大致

相當，突顯了我們需要抓住機會，開始構建

更具生產力、包容性和可持續性的經濟，同

時盡量減少風險。

因此，一方面人們確實可以稱我們所處

的時代為「分裂時代」——其特徵是經濟分

裂、關稅和貿易限制激增、資本流動受阻以

及技術脫鉤風險加劇，這些都在加深全球經

濟中的裂痕和低效現象。然而，另一方面，

我們也進入了「智能時代」，這一時代以各

類技術的指數級進步為基礎，如果運用得

當，可以削弱分裂的影響，或者最大限度地

減少分裂的拖累。

在這一充滿動態變化的背景下，第55

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以「智能時代的合作」

為主題召開，將探討如何重塑合作創新的能

力，以應對共同挑戰，並圍繞一個務實、以

人為本的議程開展。

 中 新 社 記 者 ： 您 如 何 定 義 「 智 能 時

代」？您認為它正在或將對全球經濟和社會

產生哪些深遠影響？

米雷克·杜謝克：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是，

各類技術——包括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氣

候與能源轉型相關技術、量子技術、機器人

和自動化、太空技術、生物經濟、半導體、

傳感器和物聯網等——正在經歷一個快速且

指數級增長的創新、投資和應用時期。「智

能時代」反映了這些新興技術在社會和行業

中推動的深刻且多方面的變革。

這一轉型超越了以往經濟轉型的範疇，

不僅是一場技術革命，而是一次全面的變

革，可與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過程

相媲美，但其速度要快得多。這也代表了社

會經濟變革和增長驅動因素的巨大轉變。

從容應對這一轉型帶來的機遇和風險很重

要——雖然我們可以預期「智能時代」將徹

底變革產業、提高生產力並促進創新，但我

們也必須認識到，這一轉型需要新的技能、

監管框架和倫理考量，以確保技術惠及所有

人。

 中新社記者：可否簡要介紹今年論壇中

國企業參與情況？

米雷克·杜謝克：來自大中華區的70多位

商業領袖將出席本次年會。他們來自不同行

業，預計將參與多場會議和互動，為全球對

話與合作貢獻來自中國視角的見解和思想領

導力，以共同應對最緊迫的問題。

 中新社記者：您如何評價中國在推動智

能技術創新和發展方面的表現？

米雷克·杜謝克：中國是全球技術創新

的重要引領者，在電池、電動汽車、人工智

能、智能基礎設施和5G技術等領域取得了

重大進展。中國製造商正在利用智能技術推

動行業轉型。這也體現在我們的工作中，例

如，我們看到超過40%的「全球燈塔網絡」

工廠（世界經濟論壇的一項倡議）位于中

國，這些工廠在大規模部署先進製造技術方

面處于領先地位。

 中新社記者：人工智能和數字技術推

動了全球化，但也帶來了不平等現象。您認

為，在「智能時代」應如何縮小技術鴻溝，

讓技術進步惠及更多人？

米雷克·杜謝克：在全球範圍內，「智能

時代」將對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產生相

似的影響。儘管對關鍵技術的開發目前主要

集中在科技中心，但我們必須確保這些技術

帶來的益處是可及的。如果能夠實現技術的

公平可及性，將使新興經濟體在多個關鍵領

域實現跨越式發展，因為這些技術將為它們

提供實現指數級擴展解決方案所需的工具。

當前全球經濟增長率仍低于過去30年來

約4%的全球增長率，且各地區增長情況不

平衡，政策制定者和企業需要著眼于未來的

新領域和增長源。創新將在加速全球經濟復

甦、實現可持續和具有韌性的增長方面發揮

核心作用。例如，有數據顯示，數字經濟多

年前已佔全球GDP的15.5%，並可能佔到未來

十年全球經濟中新創造價值的70%的基礎；

僅人工智能一項就可能每年為全球經濟增加

2.6萬億至4.4萬億美元的等值產出，同時提高

生產率。所有這些都是「智能時代」的技術

成果可轉化為良好增長和為人們帶來積極經

濟成果的方式。

 中新社記者：在推動「智能時代」的東

西方合作中，企業、政府和非政府組織應分

別扮演什麼角色？世界經濟論壇作為國際合

作平台，將如何推動「智能時代」的合作與

發展？

米雷克·杜謝克：世界經濟論壇為利益

相關方建立有意義的聯繫提供了一個全球性

的、公正的平台，以建立信任並制定合作與

進步的倡議。當今競爭與衝突加劇，同時技

術變革也在進行之中。諸如生成式人工智能

等前沿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應用正蓄勢待發，

重新塑造經濟和社會。負責任地利用前沿技

術以及應對世界上的其他共同緊迫任務，不

能由單一國家獨自完成，而祗能通過多邊和

多利益相關方的合作機制實現。中國與世界

經濟論壇長期保持合作關係，這種合作通過

達沃斯年會、新領軍者年會等持續深化。

美國人林登：遊歷110多國 為何最終以中國為家？
中新社雲南迪慶1月19日電　2025年1月

初，美國人布萊恩·林登（Brian Linden）經營

的第6家喜林苑酒店在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

德欽縣奔子欄鎮試營業，開啟他探索和推廣

中國文化的新旅程。自從1984年來到中國留

學，林登認識中國已超過40年，定居雲南大

理喜洲鎮超過20年，成為當地有名的「洋村

長」。

曾遊歷110多個國家的林登為何最終選擇

以中國為家？他對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有怎

樣的理解？他想向世界展示怎樣的中國？林

登近日在雲南迪慶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

訪，逐一解答。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20世紀80年代選擇到中國

留學，這一決定對您來說意味著什麼？

林登：1962年，我出生在美國芝加哥一

個非常普通的家庭。高中畢業後，我在美國

東北伊利諾伊大學讀夜校，為了賺學費和生

活費兼職清洗地毯。在學校偶然得知中國政

府提供留學獎學金，對當時的我來說，繼續

留在美國前途並不樂觀，到中國留學反而是

一次機會。我忐忑地向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遞

交了申請書。原本以為中國不會對一個需要

助學金的夜校生兼地毯清潔工感興趣，但中

國給了我這個機會。

要知道，20世紀80年代，中國剛剛由世

界上較貧困的國家之一進入改革開放不久，

而美國是當時最富有的國家之一，中國選擇

為一個需要幫助的美國青年提供教育資助。

時至今日，這仍然是我收到的最珍貴的禮

物，這份情誼也牽引著我最終回到中國。

 

中新社記者：您曾遊歷110多個國家，為

什麼最終選擇以中國為家？

林登：中國人的包容性是獨一無二的。

我在中國的頭20年裡，老百姓對我這個金髮

碧眼的外國人非常好奇，但我從未感受到不

適、威脅，而是友好和歡迎。

在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大學）學

習期間，我被邀請參演電影《他從大洋彼岸

來》，擔任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駐華攝影

記者，曾採訪過中國領導人。在南京大學讀

書時，認識了我太太瑾妮（Jeanee Linden），

她是美籍華裔。當時我們乘坐綠皮火車遊覽

西安、上海、桂林、敦煌、雲南、西藏、新

疆等大半個中國。那時中國的旅遊市場尚未

成型，許多景區還未對外開放。我和瑾妮就

這樣走進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被他們的樸

實、友善感動。

1988年，美國斯坦福大學接受了我的

博士申請。但我總感覺自己不屬於那裡。後

來我就職于一家跨國公司，輾轉于全球60多

個國家從事國際教育工作。正是因為這段經

歷，我越來越認識到西方對中國是多麼缺乏

瞭解。于是我和瑾妮決定回到中國，希望建

立一個民間交流平台，向世界分享真實的中

國。

隨著中國對外開放愈加深入、經濟快速

發展，中國人對外國人的「聚光燈效應」逐

漸消失。

但我希望能徹底擺脫外國人的特殊性，

找到能真正融入當地生活的地方。

2004年我和瑾妮再次來到雲南，被洱海

之畔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大理市喜洲鎮深深吸

引。這裡居住著白族、漢族、回族、納西族

等十多個民族，許多傳統古建築保存完好。

我們對原為喜洲商人楊品相的私宅興趣濃

厚，希望將它修舊如舊，改造為酒店，成為

一個中外交流的地方。

它是文物保護單位，而我祗是一個賣掉

房子來到中國的美國人，當地政府願意傾聽

並認可我的保護和發展理念，把楊品相宅交

給我們運營，這是信任我們。

更重要的是，這裡的村民看待我就像看

待當地其他民族一樣，平等包容。作為一個

「美國族」，我在這裡自由自在。所以這裡

最終成為我的家。

中新社記者：您在自傳中提到，「自從

來到中國，我已經將構成中國社會交往基礎

的儒家思想進行了內化。」您是如何理解儒

家思想和中國社會的？

林登：我對儒家思想有種特別的感覺，

它務實且更和諧。在中國人正朝著一個美好

的未來前進時，儒家思想就像道路兩旁的欄

杆，大部分中國人都走在這個欄杆裡，朝著

共同的目標向前，如果有人要跨欄走不同的

道路，大家會尊重他，並繼續向前。

而美國的情況是，跨欄的人太多了，雖

然我也很尊重他們，但有時我不知道該聽誰

的。

因此，儒家思想給我帶來一種安全感，

這種安全感進而帶來一種自由。我祗需要做

好父親、丈夫、喜林苑經營者該做的事，其

他的不用想太多，一切順其自然，所以我更

喜歡待在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