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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至 19 日，备受瞩目的中国—中亚峰

会将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这是今年中国首场重

大主场外交活动，也是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1 年

来，六国元首首次以实体形式举办峰会，在中国同

中亚国家关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此次峰

会将为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

体注入新动力，也将引领中国同吉尔吉斯斯坦关

系取得新发展。

中吉毗邻而居，是名副其实的好邻居、好朋

友、好伙伴、好兄弟。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始终沿

着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轨道不断前行，实现跨越

式发展，已经建成高水平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元 首 外 交 为 双 边 关 系 发 展 提 供 战 略 引 领 。

2021 年 2 月，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

帕罗夫通电话 ，就 推 动 中 吉 全 面 战 略 伙 伴 关 系

迈上新台阶达成重要共识。2022 年 2 月和 9 月，

习近平主席和扎帕罗夫总统分别在北京冬奥会、

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期间举行会见，达成

一系列重要共识，有力促进两国各领域合作。

务实合作为互利共赢筑牢坚实基础。中国

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和第

一大进口来源国地位 。 2022 年 ，双 边 贸 易 额 达

155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

支持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之一。

10 年来，中吉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同实施

了达特卡—克明输变电线项目、中吉乌公路、比什

凯克市政路网、灌溉系统改造工程、奥什医院等一

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项目，双方正加快推进

中吉乌铁路等项目。中吉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走

深走实，不断拓展两国务实合作的空间。

人文交往为民心相通搭建重要桥梁。中吉两

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长篇史诗《玛纳斯》是

两国人民共同的文化瑰宝。近年来，“中文热”“中

国文化热”在吉尔吉斯斯坦持续升温，孔子学院及

孔子课堂吸引许多当地学生学习中文和中国文

化，数千名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在中国高校学

习。两国已建立 20 余对友好省州和城市。双方

正积极推动互设文化中心、在吉设立鲁班工坊等，

进一步推动在教育、卫生、青年、媒体等领域合作，

不断夯实中吉友好的民意基础。

多边协作为深化互信凝聚广泛共识。中吉在

国际事务中始终相互支持。吉方积极支持习近平

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

倡议、全球安全 倡 议 、全 球 文 明 倡 议，两国在联

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中密切合作，在

中国—中亚机制框架下保持高水平协作。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

同中亚五国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相信中国—

中亚峰会将擘画双方关系新蓝图，开启双方合作

新时代，中吉友好关系也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为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

开创中国吉尔吉斯斯坦关系新未来
杜德文

新华社维也纳 5月 11日电 当地时间 5 月 10 日至 1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同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

晤。双方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了坦诚、深

入、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王毅就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了中方

严正立场。双方还就亚太局势、乌克兰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

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继续用好这一战略性沟通渠道。

王毅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晤

本报巴黎 5月 10日电 （记者刘玲玲）当地时间 5 月 10 日，

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巴黎同法国外长科隆纳举行中法高级

别人文交流机制牵头人磋商。

秦刚表示，马克龙总统访华期间，两国元首一致同意要以

中法建交 60 周年为契机，全面重启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的

交流合作，推动中法关系再上新台阶。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

首共识，用好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文交

流、增进民众相互了解。建议双方重点推动体育、教育、语言、

科技创新、旅游等领域合作。面对变乱交织国际局势，作为拥

有灿烂文明的古老国度，中国和法国有责任促进文化文明间

的相互尊重与包容，消除隔阂偏见，在世界人民心中播撒和平

的 种 子 。 这 也 正 是 习 近 平 主 席 提 出 全 球 文 明 倡 议 的 初 衷

所在。

科隆纳赞同中方建议，表示法方高度重视法中人文交

流。明年是两国建交 60 周年，法国将举行奥运会，愿同中方

共同规划好建交 60 周年庆祝活动，推动旅游、体育等领域合

作取得更大发展。法中两国都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应

加强文化交流，包括文化遗产、文化旅游以及教育语言方面的

合作。

两国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

秦刚同法国外长科隆纳举行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牵头人磋商

■大使随笔R

历史长河里，古丝绸之路打开了中国与中亚交往

的窗口，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留下众多佳话。现在，随

着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文交

流合作更加密切，合作成果丰硕。从互派留学生到联

合考古，从互译图书到合拍电影等，中国与中亚国家延

续千年的友好情谊更加深入人心。

携手保护历史文化遗产

去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

访问期间，在中方赠送给乌方的国礼中，有一座中乌合

作修复的希瓦古城历史文化遗迹微缩模型。“我 2013 年

访问撒马尔罕时启动的希瓦古城历史古迹保护修复

项 目 已 经 圆 满 竣 工 ，让 希 瓦 这 座 古 城 更 加 绚 烂 夺

目。”习近平主席访问前夕在乌兹别克斯坦媒体发表

的署名文章中专门提到这一项目。

中亚地区有这样一句谚语：“我愿出一袋黄金，只

求看一眼希瓦。”足见希瓦往日的辉煌灿烂。然而，由

于年久失修，希瓦古城部分古建筑不同程度受损。经

过中乌双方的合作修复，希瓦古城焕然一新。如今，城

内人流如织，各国游客慕名而来一探这座丝路名城的

芳华。希瓦古城伊钦·卡拉内城博物馆学术秘书卡米

尔让·胡代别尔加诺夫告诉记者，中国不仅修复了文

物，更重要的是带来许多先进的文物修复和文保人员

培训理念，有力促进了乌中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鉴。

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吉尔吉

斯斯坦考古学家巴吉特·阿曼巴耶娃表示，中国学者在

文物修复、遗产点的保护管理等方面经验丰富，与中国

的合作不仅推动了遗址的考古发掘，也助力加速培养

当地年轻人才。

自 2012 年起，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学家组成

联合考古队，先后对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明铁佩古

城遗址进行了 8 次考古发掘，取得一系列重要考古发

现；2014 年 6 月，由中、哈、吉三国共同申报的“丝绸之

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首个被列入名录的丝路遗产，也

是中国第一个跨国联合申遗项目；2019 年以来，在中国

国家文物局指导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西安国际保护

中心为哈、吉、塔、乌四国的“费尔干纳—锡尔河廊道”项

目申报世界遗产提供技术指导……10 多年来，中国与

中亚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汗血马见证了土中悠久的交往史。”去年 2 月，土

库曼斯坦时任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在赴华出席北京

冬奥会开幕式前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特别提到了土

库曼斯坦的国宝汗血马。早在 2000 多年前，汗血马就

穿越古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中土建交以来，土方多次

将汗血马作为国礼赠送中方。在别尔德穆哈梅多夫看

来，人文领域的合作促进了土中两国友谊和相互了

解。两国民众对彼此的艺术和文化有着共同的兴趣，

双方将继续为各领域广泛接触创造便利条件。

共建“一带一路”拓展合作
新空间

“人文交流合作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

容。真正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

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亚是“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在

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在能源、基

建、农业、水利、电力等领域合作方兴未艾，给各国人民

带来切实福祉，也为双方人文交流合作拓展了新空间。

4 月 26 日，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援建塔吉克斯坦第

三所学校的揭幕仪式在哈特隆州丹加拉市举行。塔吉

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携塔内政部长、教育部长等多位政

府官员出席。拉赫蒙对学校的质量非常满意，高度评

价中国企业为塔吉克斯坦公益事业作出的贡献。

去年底，中亚首家鲁班工坊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

尚别投入运营。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欧亚研究所首

席研究员阿卜杜加尼·马马达齐莫夫表示：“塔吉克斯

坦人民非常欢迎开办鲁班工坊，相信塔青年人在这里

经过职业技术培训，能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鲁班工坊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也在加快建

设。从职业教育专业建设到本土师资培训，再到培养当地

社会发展所需人才，鲁班工坊正成为促进共同发展的技术

驿站，架起了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的桥梁。

去年 9月，以“赓续传统友谊，深化民间合作”为主题

的中国—中亚民间友好论坛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论坛

举办期间，“中国—哈萨克斯坦传统医学中心”“中国—中

亚农业合作中心”“中国—中亚综合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揭牌，“教育培训计划”和“减贫惠农计划”正式启动。吉

尔吉斯斯坦国立民族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中

国问题专家拉希德·尤苏波夫表示，共建“一带一路”框架

下的人文交流合作为吉中学术交流创造了宝贵机遇。

近年来，许多中亚国家的年轻人赴华留学、经商，

中文热持续升温。哈萨克斯坦目前建有 5 所孔子学

院，每年完成中文培训 3000 余人。哈萨克斯坦欧亚大

学语言系主任肖丽盼·贾尔肯别科娃表示，哈萨克斯坦

就业市场对中文人才需求越来越大，民众学习中文的

热情越来越高。

构建多元互动人文交流大
格局

在哈萨克斯坦最大城市阿拉木图，有一条以中国

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命名的街道——冼星海大道。不远

处，有一条以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赫德让·拜卡达莫夫

命名的街道。 2019 年 5 月，中哈首部合拍影片《音乐

家》上映，讲述了两位音乐家在战争年代结下的患难之

谊，广获好评。《音乐家》哈方制片人朱班德阔夫说，哈

中合作不仅发掘和传播了两国友好交往史上的一段佳

话，也让哈国电影业界接触到更前沿的产业发展理念

和影视技术，影响深远。

通过与中国民营企业尚斯国际出版集团合作，吉

尔吉斯斯坦东方文学和艺术出版社成为该国第一家直

接从中文原文翻译书籍的出版社。“截至目前，我们已

经向本国读者提供了 90 多本政治、历史、文艺学、艺

术、科普等领域的中国图书。”东方文学和艺术出版社

执行经理和总编娜孜古丽· 阿萨拿库诺娃介绍。根据

去年 2 月中吉双方签署的关于经典著作互译出版的备

忘录，未来 5 年内，双方将共同翻译出版至少 50 种两国

经典著作，为两国读者和人民奉献更多优秀文化产品。

不久前，“中国—中亚旅游文化周”在甘肃省张掖

市举办。活动上展出的百余幅图片，集中呈现了中国

和中亚五国的自然风光和璀璨文化。今年 2 月，乌兹

别克斯坦旅游和文化遗产部同陕西旅游集团等探讨加

强旅游合作，希望借鉴中国经验，促进乌旅游业发展。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发展。中国与中亚

五国构建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大格局，将为推动人类

文明发展进步作出积极贡献。哈萨克斯坦著名汉学家

克拉拉·哈菲佐娃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亚国

家与中国在科技、教育等领域的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就，

双方专家学者互访以及国际会议、学术交流、联合研

究、互译图书等活动的举办已经成为常态。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为双方人文交流合作注入了新动力。“相信

在不久的将来，中亚各国同中国的人文交流必将达到

更高水平。”

（本报记者谢亚宏、李强对本文亦有贡献）

让友好情谊更加深入人心
本报记者 曲 颂

聚焦中国—中亚峰会

近来，美国一些人为了给即将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国集团

峰会造势，升高了鼓吹所谓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调

门。这套话术并不新鲜，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

美国在国际上强划阵营、向别国施压时越来越频繁使用的幌

子。美国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和标准强加于人，用自身在盟友小

圈子里打造的“家法帮规”取代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法则，

其实质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国际社会对其危害性早有认识。

（一）

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一个彻头彻

尾的“三无产品”。

1945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正义战胜了

邪恶。联合国宪章的制定，奠定了现代国际秩序基石，确立了

当代国际关系基本准则。70 多年来，国际社会公认，世界只

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

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与国际社会公认的国际

秩序没有丝毫关系。联合国宪章里没有这个说法，联大和安

理会决议里也没有这个概念。“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没有得

到国际社会的认可，至多只是在美国及其部分盟友组成的小

圈子中流通。“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迄今也没有准确定义，关

于谁制定规则、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如何遵守规则、维护什么

样的秩序等关键问题，美国的回答充满了随意性和选择性。

国际人士指出，美国政客口中“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既不能

在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法中找到身影，也没有任何具体内涵，不

过是一个“模糊的名词”。

美国包装出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目的是随意

解释和适用国际法，垄断国际规则、国际秩序的定义权。“秩

序”“规则”越不具体，美国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任何国家

的任何行为只要触及了美国的霸权利益，都可以被贴上“违

反规则”“破坏秩序”的标签。美国专栏作家彼得·贝纳特指

出，正因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未得到充分定义，“美

国维护这一秩序的主张，也永远无法被证伪”。有英国学者

形 容 ，讨 论 这 个 美 国 政 客 从 来 没 有 明 确 定 义 过 的 词 ，就 像

“和迷雾搏斗”。

美国如果真心想维护国际秩序，完全不必费力鼓吹所谓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只需把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

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落到实处。美国应尽快把

拖欠联合国的会费以及维和摊款欠款缴清，尽快批准联合国

《儿童权利公约》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停止独

家阻挡联合国《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停止拒

不执行国际法院的判决，停止一而再、再而三违反世界贸易组

织规则……美国长期以来唯我独尊，对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

则弃，对国际组织合则进入、不合则退出，打着维护国际秩序

之名行破坏国际秩序之实，真实意图就是在现有公认的国际

体系、国际秩序之外另搞一套美式“家法帮规”，服务自身霸权利益。

（二）

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植根于美式霸权，服务于美式霸权。

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获得独霸全球的地位。为摆脱联合国体

系和国际法的约束，美国炮制“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用于美化包装美式霸权。据

美国芝加哥大学学者保罗·波斯特的研究，“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从 20 世纪 90 年

代开始出现，2003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越来越多地被美国政府使用。美国贩卖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与冷战后美国霸权不断扩张同步。

美国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虽然顶着“规则”“秩序”之名，但常常有两副

面孔、两套标准。同样是打击极端暴恐势力，在美国是反恐，在其他国家就成了人

权问题；同样是维护国家安全，在美国是必要之举，在其他国家就成了“侵犯民主自

由”；同样是支持国际交流，在美国天经地义，在其他国家就成了“搞宣传渗透”……

这种双重标准正应了美国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麦科伊的话：“必须遵守国际法，除

非你是美国。”

经过话术包装，美国对外采取的武力干涉、经济制裁、技术封锁等种种霸权霸

道霸凌行径，披上了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虚伪外衣。从在阿富汗、伊拉

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发动战争，到在欧亚多国导演“颜色革命”，再到肆意对几十

个国家实施非法单边制裁、“长臂管辖”，美国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动，

给世界带来的不是和平稳定，而是动荡和灾难。

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还是美国拉拢盟友、制造阵营对立的工具。美

国执迷于遏制打压其选定的“假想敌”，但凡被其定义为“竞争对手”的国家，无一

例外都被贴上了所谓“规则破坏者”“秩序颠覆者”的标签。美国频繁以“基于规

则的国际秩序”之名在世界上生乱，让国际社会看得越来越清楚：在所谓“基于规

则的国际秩序”包装之下，藏着一颗美国利益至上的霸权之心；美国以所谓“基于

规则的国际秩序”为幌子，拉帮结派搞集团政治，才是当前国际秩序稳定面临的

主要威胁。

（三）

当今世界，多重挑战和危机交织叠加，全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亟须携手应对，

共克时艰。在此形势下，国际社会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

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必要

性、紧迫性正变得更加突出。

美国应尽早认清，世界不需要由一个国家发号施令，也不需要“价值观同盟”，

需要的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相互尊重，在遵守联合

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础上实现真正的团结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当前，国际

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的呼声更加强烈。广大发展中国家战略自主意识不断提升，

在维护国际秩序问题上更加积极主动发声，强调回归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主张

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作为二战中伤亡最大的反法西斯盟国之一和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创

始会员国，中国始终把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二战后国际秩序视为自己的神圣职

责，在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方面，保持着最好

的记录。近年来，美国为了遏制打压中国，极力给中国贴上所谓“国际秩序挑战者”

的标签。这种歪曲抹黑影响不了国际社会的客观判断。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主任

马克·伦纳德认为：“美国押注于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而中国正在全力推进一个更

加多极化的世界。”

当前，国际力量对比深刻演变，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反对“强权即

公理”的霸权行径，超越阵营对立的陈旧思维，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

守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等国与国交往的黄金法则，这不仅是中国的主张，也是国

际社会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诉求。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真正为维护国际

秩序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美国拼凑的排他性小圈子，代表不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美国所谓“基于

规则的国际秩序”，代替不了以国际法为基础

的国际秩序；美国的“家法帮规”，代表不了以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国际秩序将继续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发展，不以个别国家的霸权意志为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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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所谓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
序”，实际上是把自己的意志和标准强加
于人，用自身在盟友小圈子里打造的“家
法帮规”取代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国际法
则，其实质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本报北京 5月 11日电 （记者张天培）国务委员、公安部

部长王小洪 11 日在京应邀以视频形式出席巴基斯坦第三届

“伊斯兰堡安全对话”国家安全顾问论坛并作主旨发言。

王 小 洪 表 示 ，习 近 平 主 席 提 出 全 球 安 全 倡 议 ，回 答 了

“世界需要什么样的安全理念、各国怎样实现共同安全”的

时代课题。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相互尊重、坚持公平正

义、坚持合作共赢、坚持统筹兼顾，推动全球安全倡议在亚

洲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亚洲变得更加和平、更加安全、更

加繁荣。

王小洪出席第三届“伊斯兰堡安全对话”并作主旨发言

由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承建的玛依纳水电站，位于哈萨克斯坦东南部的恰伦河上，自投入运营以

来，年发电量约 10.27 亿千瓦时，极大缓解了哈南部地区电力紧张状况。 张国平摄

新华社北京 5 月 11 日电 5 月 11 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

部部长刘建超集体会见欧亚地区国家驻华大使。双方就加强

党际交往，推动中国同欧亚地区国家关系、促进地区和世界和

平发展繁荣文明等交换意见。

刘建超集体会见欧亚地区国家驻华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