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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中国河西走廊的敦煌莫高

窟，在千百年前东西方文明对话中塑

造了交流交融的奇迹，如今继续见证

着新时代鲜活蓬勃的文明对话。近

日，来自 22 个国家的驻华使节、高级

别外交官来到这座文明殿堂，共同探

讨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意义。

萨摩亚驻华大使卢阿马努韦·马

里纳说，这样一场关于文明的对话“有

趣且成果丰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将为世界作出更多贡献，与此同时，相

隔千万里的国家还可以通过共建“一

带一路”寻找文化的共通之处，在对话

中求同存异。

纵观人类历史，把人们隔离开来的

往往不是千山万水，不是大海深壑，而是

人们相互认知上的隔膜。当前多重危机

挑战交织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

期，人类社会再次来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文明的繁盛、人类的进步，离不

开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离不开文明交

流、互学互鉴”“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

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精

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

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习近平主席

的声声话语，蕴含着如何用文明对话

之钥破解时代困境的答案。

不久前，“文明交流互鉴理念国

际研讨会”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举行。参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跨文

化对话部门项目专员尤安·麦克韦－

琼斯认为，对话有助于建立信任与合

作，当今世界面临气候变化、地区冲突

和数字治理等诸多挑战，文明对话可

以成为有效应对上述挑战的工具。

在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卡文斯·

阿德希尔看来，文明对话正是一条实

现可持续全球和平、安全和包容性发

展的必经之路，“期待中国继续推动以

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文明对话，促进不

同文明间通过对话达成共识”。

面向未来，新时代中国将继续做文

明对话的推动者和践行者，愿同国际社

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

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新局面，将世界

文明百花园建设得更加繁盛多彩、生机

盎然。（参与记者：张文静 徐永春 林晶

蒋超 陈刚）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
——世界瞩望中国以对话推动文明和谐共生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王雅晨 汤洁峰

今年6月10日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从汨罗江到墨西哥霍奇米尔科湖、英国曼彻斯特运河，不
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龙舟竞渡的团结拼搏和欢快氛围中，体验文明交融的魅力。这一天，
也是联合国大会设立的首个文明对话国际日，见证了中国携手各国推动文明对话、促进文明互鉴的最
新努力。

“在此，我愿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去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
话会上，面向世界发出深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真挚呼吁。

全球文明倡议为不同文明更好地实现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世界文明百花园更加繁荣贡献中
国智慧，提出一年多来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和呼应。正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所说，联大关于
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决议，充分体现全球文明倡议的核心要义，再次彰显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正越
来越多地成为国际共识。

◀这是2023年4月19日，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中文日活动现场。 新华社记者 王天聪 摄

中国提出决议后，第 78届联合国

大会协商一致通过，联合国大多数会

员国联署、支持该决议。文明对话国

际日的设立，众望所归。

“充分发挥文明对话对于消除歧

视偏见、增进理解信任、促进民心相

通、加强团结合作的重要作用，为人类

社会团结应对共同挑战注入正能量。”

傅聪如此阐述推动联大设立文明对话

国际日的初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拉

莫斯表示，跨文化对话是相互理解、合

作和建立信任的一种手段。而设立文

明对话国际日正是一个“挖掘对话潜

力的机会”，它能够“跨越差异建立桥

梁”，从而提供解决所有挑战的手段。

对文明交流互鉴的倡导与珍视，与

习近平主席 10年前在法国巴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部所阐述的文明观一脉

相承：“我们应该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

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

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

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10 年过去，习近平主席演讲中

说的每一句话都没有过时，甚至更具

现实意义。”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干事伊琳娜·博科娃曾在现场聆听习

近平主席那次重要演讲。“习近平主席

推动文明对话、尊重文明多样性的理

念，对当下至关重要”，她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文明互鉴对促进世

界和平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而“中国将在这方面为世界作出很多

贡献”。

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娜格玛纳·

哈什米说，中国始终坚定倡导和推动

文明互鉴，通过发起文明对话国际日

等方式，推动不同文明、种族、民族之

间的相互了解，她感到由衷赞同。

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交流交融。

“万里之遥，不以为远。文明之光，相

互映照。”作为今年中法文化旅游年的

一项文化盛事，“紫禁城与凡尔赛宫”

特展正在北京故宫举行，以约 200 件

文物详尽展现中法之间互学互鉴的文

化交流史。

在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最具盛名

的卡尔纳克神庙区，中埃两国考古学

家经过近 6 年合作发掘，让尘封 3000
多年的孟图神庙遗址逐渐重现往日图

景，为中埃文明交流互鉴搭建起一座

新的友谊桥梁。

从与多国互办文化旅游年、合作开

展考古研究、开展经典作品互译，到举

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主场外交，中国

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行动有目共睹。

塞内加尔通讯社前总编谢赫·恩迪亚耶

认为，中国一直积极倡导不同文明间的

对话，“为世界作出长期贡献”。

南非西开普大学孔子学院外方院

长武长虹说，有关设立文明对话国际

日的提议，“不仅体现了中国对多边主

义和联合国工作的坚定支持，更体现

了中国在百年大变局中的大国担当”。

今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对法国进

行国事访问期间，向法国总统马克龙

赠送多本中国翻译的法国小说，包括

《九三年》《包法利夫人》《红与黑》《高

老头》《茶花女》《三个火枪手》。马克

龙总统也为习近平主席准备了一份

“书礼”：1856 年出版的雨果著作《沉

思集》。

“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

中法历来相互欣赏、相互吸引。”习近

平主席道出“以书会友”的文明底蕴。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

而丰富。新时代以来，从主场外交、

国事访问到多边舞台，习近平主席一

次又一次向世界阐释中国的文明

观，顺应时代潮流提出促进文明对

话交流的中国倡议，亲力亲为推动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

相知相亲。

“文明是多彩的”“文明是平等

的”“文明是包容的”，在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总部，习近平主席提出文明交流

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

发展的重要动力；“和羹之美，在于合

异”，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阐明人类

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

人类进步的源泉；“文明因多样而交

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在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强调夯

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人文基础……

希腊前总统帕夫洛普洛斯告诉记

者，从雅典到北京，他多次同习近平主

席就人类文明展开对话，在思想交流

中深感共鸣。在他看来，正如习近平

主席所阐明的理念，世界文明应当在

不同文明的合作与对话之中不断丰富

完善，各国携手加强文明对话才能有

益于和平与团结。“如果世界各国都秉

持这样的理念，人类前行之路将越走

越宽广。”帕夫洛普洛斯说。

“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

无高低优劣之分”，习近平主席的这番

话让巴西东方学教授、《易经》葡萄牙

文版译者古斯塔沃·平托印象深刻，并

感同身受。“不同文明要保持相互交

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在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思·贝内

特看来，习近平主席倡导多层次推进

文明交流互鉴，“这不仅将促进科学和

认知的发展，也将促进相互了解、和平

与友谊”。

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交流交融

“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文明对话”

“人类前行之路将越走越宽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