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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发表对华

政策演讲，将美方对华战略概括为“投

资、结盟、竞争”，即投资本国优势基础、与

盟友共同行动、同中国展开竞争。不难看

出，美方对华战略“新表述”在本质上仍

是你输我赢的冷战旧思维，根本企图仍

是要遏制中国发展从而维护自身霸权。

近些年，美方一些人患上了“对华

焦虑症”，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迅速发展

和影响力扩大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因此

不断渲染抹黑，放大所谓“中国威胁”，并

以此为由四处围堵中国。无论是此前所

谓“竞争、对抗、合作”的“三分法”，还是

如今所谓“投资、结盟、竞争”的“三点

论”，都不过是美方遏华战略的不同包

装，换汤不换药。

布林肯口口声声说不寻求与中国

发生冲突或“新冷战”，但演讲却充分暴

露美方时时处处把中国当作“假想敌”。

假如美国仅仅是说要搞好自己的创新、

增强自身的竞争力，仅仅是说与他国开

展正常协调合作，倒也只是美方自己的

事情。然而事实上，美方并不是要直面

自身问题，不是要遵守国际公理，而是想

靠树立“假想敌”、搞封闭排他的“小圈

子”、通过无底线打压眼中的“对手”来抬

高自己，这显然是不光彩的，也是绝不可

能成功的。

美方固守零和博弈和冷战思维，在

亚太地区拉帮结派、大搞封闭排他的“小

圈子”，大开集团对抗的历史倒车，这与

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维护和平稳定、谋

求发展繁荣的共同愿望背道而驰，无疑

将加剧地区紧张氛围、破坏地区团结合

作。对美方包藏祸心的种种行径，一切

关心亚太和平发展的地区国家都看得很

清楚，都不会答应。

事实上，美方的对华极度焦虑完全

没有必要。人类已进入互联互通的新

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

连，求和平、促发展、谋共赢是不可抗拒

的时代潮流。中国的任务是集中力量

发展自己，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同时致力于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美方如果一味以旧式大国竞争定

义中美关系，挖空心思谋求遏制中国发

展，只会将中美推向对抗冲突，将世界推

向分裂动荡。

当前中美关系中的种种不确定性，

根源都在美方对华认知出了问题。美方

应切实“睁眼看世界”，走出思维误区，理

性看待中国发展，深刻认识相互尊重、和

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符合自身长远战

略利益的正确选项，同中方相向而行，共

同造福中美两国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

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任何遏制中国的企图都不可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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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节日，各地

的 民 俗 大 同 而 小

异，但是要论其源

起，就如磁针指南

一样，“齐刷刷”地

指向 2000 多年前被

发行吟、自沉明志

的大诗人屈原。

人们对屈原的

景仰，很早就跨越

了地域的界限。屈

原生活在诸侯纷争

的年代，他是楚国

的大夫，悼念他的

汉代辞赋家贾谊则出生在洛阳，那

曾是楚人有心问鼎的所在。大史

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为他立传。

人 们 对 屈 原 的 景 仰 ，也 没 有

因为时间而消磨。端午文化其实

有多个源头，像吴越大地上的端午

传说就有别于古楚文化。但是，千

年以降，屈原的故事愈发家喻户

晓，楚辞的篇章更加脍炙人口。风

云散去，时空变幻，文化高峰愈显

巍峨。

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在端午节

景仰屈原，这就是一段中华文化多

元一体、百川归海的历史，彰显了

中华文明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

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精神特

质。屈原对个人修为的讲求、对家

国情怀的坚守、对民生的关切、对

革新的疾呼，这些文化遗产，早已

融入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特质之

中，是中华民族的文脉正宗。

端午节，它厚重的文化底蕴也

正焕发出更为青春的光彩，成为国

人感受文化传承，涵育家国情怀的

重要节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

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

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有人这

样释义“端午”：“端”指“端正”，

“午”即“正中”。行正方能致远，守

正方能创新，基于深厚中华文化底

蕴的中国道路，就是一条自信之

路、自立之路、自强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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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相关部

门一直大力整治粽子

市场的过度包装与“奢

侈品化”。然而，“新华

视点”记者近日在全国

多地采访发现，一些

五星级酒店、电商平

台销售的粽子，经过

豪华包装价格超千元，

海鲜、红酒、茶叶等高

档礼品成为礼盒搭售

标配。有销售人员坦

言，高价粽子礼盒大多

用于“打点关系”。

新华社发 王鹏 作

乱 象

又是一年端午时，龙舟竞渡，两

岸薪传。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厦门

集美，“龙腾虎跃”2022 海峡两岸赛

龙舟活动火热登场。鼓声三下红旗

开，蛟龙跃出浮水来。赛龙舟，既是

一种中华传统民俗，更是一种民族精

神象征。

龙舟文化因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而相沿成俗。“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爱国情怀，滋养了代代

中华儿女的心灵，亦在两岸同根同源

的文化传承中生生不息。

龙舟作证，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

历久弥新 ，共同的文化基因不可磨

灭。在闽南和台湾地区主要方言中，

赛龙舟都称为“别舲舳”。相传清朝

嘉庆年间，集美“十八龙舳”勇士将闽

南龙舟文化带到台湾。今年端午，两

岸龙舟队伍再度聚首海峡西岸，台湾

和大陆同胞组成“融合搭档”，激扬续

写“龙舟精神”，又成一段佳话。

“龙舟精神”薪火不断，深刻联结

着海峡两岸代代中国人。作为竞技的

龙舟赛，激发昂扬拼搏的斗志；而作

为民族文化的赛龙舟，饱含追思与乡

愁。龙是中华文明的象征 ，每逢端

午，两岸各地赛龙舟活动数不胜数，

同循古礼为龙舟“点睛”，都是云旗猎

猎、雷鼓嘈嘈，桨手们同心同德、中流

击水。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两岸中国

人，只一眼，就会瞬间唤起情感共鸣。

“龙舟精神”追古鉴今，寄托着深

沉的家国情怀。此次两岸龙舟赛举办

地集美龙舟池，由 20 世纪 50 年代爱国

侨领陈嘉庚先生筹建，他希望以龙舟

赛强健国人体魄、发扬团结奋斗的民

族精神。嘉庚先生一直牵挂着台湾，

留下三个遗愿之一就是盼望祖国早日

统一。

今天，海峡岸边、龙舟池上，两岸

桨手同舟共济、同心奋力。他们说，

比起成绩，更重要的是过程。他们用

汗水凝聚情感，用默契诠释心意。他

们在相知相助中，写下“两岸一家亲”

的生动注脚。

从历史走来，在当下落笔，“龙

舟”承载传承千年而始终强烈的爱国

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意识，滋养和鼓

舞着两岸同胞。声声龙舟鼓，浓浓两

岸情，闪耀的是中华文化自信之光，

必将照亮游子回家的路。

声声龙舟鼓，振奋两岸共同文化活的基因
新华社记者 康淼 邓倩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