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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 集 中 体 现 了 中 华
民族“天下为公”“以和为
贵 ”“ 以 义 为 先 ”的 天 下
观、价值观、义利观，是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在 新 的
历 史 条 件 下 的 弘 扬 和
升华

新年伊始，一列满载新鲜果蔬的

国际货物列车从云南驶向老挝首都万

象；在不少中国超市，通过中老铁路国

际冷链专列进口的老挝香蕉丰富了消

费者的选择。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

作用日益凸显，促进中国和周边国家

共同发展，展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光明前景。

在 二 〇 二 五 年 新 年 贺 词 中 ，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做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是倡导者，也是

行动派，用笃定的信念和扎实的行动

凝聚和平发展力量、积极推动全球治

理变革，展现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

大同的勇毅担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集中体

现了中华民族“天下为公”“以和为贵”

“以义为先”的天下观、价值观、义利

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的弘扬和升华，指明了人类社

会共同发展、长治久安、文明互鉴的正

确方向。面对时代之变、历史之问，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旗帜鲜明地倡

导“同球共济”的精神、开放包容的胸

襟、合作共赢的愿景，主张以和平发展

超越冲突对抗，以共同安全取代绝对

安全，以互利共赢摒弃零和博弈，以交

流互鉴防止文明冲突，以绿色发展呵

护地球家园，推动国与国关系从和平

共处迈向命运与共。

在人类追求幸福的道路上，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中国始终

坚持胸怀天下、立己达人，坚持和平

发展、开放发展、合作发展、共赢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

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 10 万

列，秘鲁钱凯港见证新时代亚拉陆海新通道的诞生，155 个

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大家庭，惠及世界的“幸福

路”越走越宽广；连续 7 年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断向

各国开放市场；宣布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同广大发展

中国家携手迈向现代化……中国用实际行动诠释“中国人

民 不 仅 希 望 自 己 过 得 好 ，也 希 望 各 国 人 民 过 得 好 ”的 真 诚

愿望。

“别再让世界四分五裂，而是联合起来，使 2025 年成为一

个新的开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在新年致辞中呼

吁。中国始终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平等有序的世

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宣布支持“全球南

方”合作八项举措，倡导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做维护和平的稳定

力量、开放发展的中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文明互鉴

的促进力量，坚定发出“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时代强音，为完

善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正能量。面对地缘冲突频发，中国为恢

复热点地区和平安宁奔走，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积极劝和促

谈。瑞士共产党总书记马西米利亚诺·阿伊认为，中国外交为

国际社会带来了和平的“新鲜空气”。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倡议变成共识，从愿景成为实践，

成为推动当今世界面貌发生积极而深刻变化的重要力量。过

去一年，中国同塞尔维亚启动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同

非洲国家一致同意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同巴

西宣布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

体。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同中国构建不同形式的命

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全球

发展共同体等多边合作持续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多次

写入联合国大会决议和多边文件，日益成为具有世界性标识

意义的最重要公共产品，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

的光明前景。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

的目标，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才能实现。在历史的关

键当口回首过去、展望未来，人类建设美好世界的努力不会止

步。中国将继续同各方和衷共济、团结合作，书写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新篇章，共同开创世界的美好未来。

（本系列评论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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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日本纪录片导演

竹内亮的新版纪录片《再会长

江》在 日 本 二 次 上 映 ，这 是 继

2024 年 4 月这部纪录片在日本

上映后的再次上映，反映了日

本民众对于了解中国的呼声。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竹内

亮表示：“我希望通过我的作品

向日本社会介绍真实的中国，

带 动 更 多 人 认 识 中 国 、前 往

中国。”

2023年 5月，竹内亮的《再会长江》《华为的 100张面孔》等 4部

纪录片在东京有乐町的影院滚动播放一周。2024 年 4 月，经改

编的剧场版《再会长江》在日本展映，引发日本各大媒体的关注，

获得诸多好评，也一度登上日本文艺片票房排行榜第一。在这

部长达 129 分钟的纪录片中，竹内亮从上海出发，沿长江溯流而

上，记录了长江沿岸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变迁。“不少日

本观众向我反馈，《再会长江》让他们对中国很有好感，很想去中

国旅游，实地看看。”竹内亮说。

2010 年，当时在日本广播协会工作的竹内亮来华拍摄了纪

录片《长江天地大纪行》，该片在日本播出后获得不少关注。竹

内亮表示：“10 多年前拍摄长江时，我被中国优美的风景、悠久

的历史文化、热情的人民所吸引。由于不会讲中文，无法深入了

解中国人的生活和想法，尽管该片反响很好，我自己并不满意。”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竹内亮辞去工作，举家迁至中国南京

生活。“定居中国后，我切身感受到中国的快速发展变化。”如今，

南京已经成为竹内亮的“第二故乡”。

讲述再次拍摄长江的原因，竹内亮话语中充满激情：“对于

很多日本人来说，长江有一种特别的魅力。长江是亚洲第一长

河，画面的震撼感特别强。不少日本人喜欢中国的三国文化，长

江沿岸有许多与三国文化相关的古迹，比如赤壁和白帝城。”在

竹内亮看来，拍摄长江可以展现中国的幅员辽阔、自然景观、文

化魅力、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面貌。通过此次拍摄，竹内亮重走

长江，发现长江沿岸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当地文旅产业发展很

快，在长江沿岸一些乡村，村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

在沱沱河畔的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竹内亮发现人

们可以用垃圾换来免费的咖啡。几名生态保护志愿者正在分

类记录垃圾信息，积累到足够数据后会反馈给品牌方，希望他

们今后可以使用更环保的包装材料。“我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民

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增强了。”竹内亮还发现，长江禁渔实施以

来，许多渔民加入长江江豚保护事业。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

也加入进来，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生态环境治理。10 多年来，长

江水更清、环境更美，江豚的数量也明显增加了。

在湖南岳阳，竹内亮注意到，当地农业农村加快了现代化发

展步伐。“例如，有的农民利用小龙虾防治农业害虫，几乎不使用

农药，种植出每斤售价近 70 元人民币的稻虾米。他们还通过手

机小程序销售农产品，扫描大米包装上的二维码，消费者可以

24 小时实时观看稻虾米的种植状况。”竹内亮表示，“还有的农

民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播撒种子。在这些使用无人机的农民

组建的聊天群里，大部分成员是 50 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这让我

很吃惊。”

纪录片中，藏族女孩仁青茨姆的生活变化，给许多日本观众留

下深刻印象。10多年前，生活在云南香格里拉的茨姆，由于家境贫

困，只能靠抱着羊羔与游客拍照谋生，如今她通过不懈努力实现开

办民宿的梦想。“2022年，我去香格里拉拍《再会长江》时，只能从昆

明开车过去。2023 年 11 月，茨姆的家乡香格里拉已经通高铁了，

这就是中国速度！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惊叹。”竹内亮说。

在采访的最后，竹内亮表示：“两次走完 6300 多公里长江旅

程的日本人，应该只有我一个。再过 10 年或者 20 年，我想挑战

第三次长江之旅。届时，长江会以怎样的姿态展现在我们面前

呢？我充满期待。” （本报东京电）  

“向日本社会介绍真实的中国”
——访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

本报记者   朱玥颖

在二〇二五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

重申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做文明互鉴的推动

者。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国际人士积极评价

中国推动不同文明和合共生的智慧与远见，

认为中国理念和行动彰显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的格局与担当。

“中国悠久历史与丰
富文化的独特魅力让人
着迷”

赤金走龙活灵活现，三彩骑驼奏乐俑惟

妙惟肖，嵌松石立凤金饰件工艺精湛……“中

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 至 10 世

纪）”展览正在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展出。“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文物带领观众走近

曾经的世界性大都会——长安。在这片土地

上，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彼此联通、相互影

响，因此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法方策展人之

一、吉美博物馆韩国和古代中国馆藏保管员

阿诺·贝特朗说。

“我宣布，委员会决定 19.COM 7.b.29 通

过！”2024 年 1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十九届常会

上，中国申报的“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

年的社会实践”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差异是我

们成为人类的根本，也是我们的优势，人类正

是在这种多样性中蓬勃发展的。我们是如此

不同，但共同之处在于，我们都拥有灿烂的文

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政府间委员会主席南希·奥韦拉尔认为，中国

在保护文化遗产方面付出大量努力，为其他

国家树立了榜样。

中国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充分挖掘各

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各国优秀传统

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

“中国悠久历史与丰富文化的独特魅力

让人着迷。”在西班牙 IE 大学中国研究中心

主席菲利克斯·瓦尔迪维索看来，其中体现的

和合共生理念为当今世界提供了新的思考

视角。

“‘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

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中国世界

遗产总数达 59 项，这离不开中国政府对历

史遗产的保护、监测和管理付出的努力。”葡

萄牙智库“中国观察”主席鲁伊·洛里多曾多

次游览参观北京中轴线，在他看来，北京中

轴线体现的中国传统都城规划理论与“中”

“和”的哲学思想，为世界城市规划史作出了

重要贡献。

“新中式茶饮风靡东南亚多国，成为中国

企业挖掘历史文化时代价值、促进产业发展

的成功案例。”泰国正大管理学院中国—东盟

研究中心主任汤之敏表示，传统中国茶文化

在新时代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

2024 年，取材于中国神话小说《西游记》

的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火爆全球。常居

中国的意大利视频博主阿雷赴山西打卡发布

其中涉及的古建筑视频，播放量突破 130 万

次。“游戏中的很多画面取材自玉皇庙、延庆

寺、龙泉寺等知名景点，中国传统建筑艺术让

人着迷。”阿雷说，这款游戏把珍贵的中国古

建筑介绍给更多外国民众，“相信未来有更多

外国人跟我一样来到这里，感受对中国历史

与文化的心动”。

“推动世界文明交流
互鉴之路越走越宽广”

中法元首以书会友，《红与黑》《茶花女》

《三个火枪手》等中译本法国名著作为中国

“国礼”重返故乡；一件件纹样丰富的中国文

物艺术品从意大利回到中国，中意两国“让文

明的灯塔照耀人类前行的正道”的共识更加

坚定……2024 年，东西方文明双向奔赴的佳

话不断延续，中国以实际行动推进不同文明

交流互鉴。

2024 年，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在希腊雅

典设立，推动古典文明在当今世界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在希中领导人关心下，2024年

希中文明交流互鉴成果丰硕，为世界作出典

范。”欧洲研究国际中心欧洲—中国项目负责

人乔治·佐戈普鲁斯表示，希中文明互鉴中心

与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先后成立，这为希中、

欧中乃至世界科研机构在考古和文明研究领

域的学术交流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

“习近平主席对巴中两国人文交流的重

视让我更加坚定相信文化交流工作的意义和

价值。”去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复信巴西各界

友好人士，巴西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要

塞乐团艺术总监玛西娅·梅尔基奥尔便是其

中一员。科帕卡巴纳要塞乐团是一支由贫困

社区青少年组成的乐团，原本濒临解散的乐

团在中国企业资助下得以重生，继续为当地

民众和各国游客带来美妙音乐享受，还被列

入里约热内卢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今

乐团积极参与中巴文化交流活动，用音乐拉

近两国人民的距离。梅尔基奥尔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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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巴中两国务实合作和民心

相通搭建了重要桥梁。”

在埃及南部古城卢克索最负盛名的卡尔

纳 克 神 庙 区 ，中 国 和 埃 及 的 考 古 学 家 经 过

6 年多合作发掘，让尘封 3000 多年的孟图神

庙遗址逐渐重现往日图景。中埃联合考古队

成员胡斯尼说，埃中同属文明古国，虽远隔山

海，但在研究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等问题上

有许多可以相互借鉴之处。埃中团队多年合

作 ，考 古 发 掘 工 作 不 断 取 得 新 突 破 。“ 在

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与各国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推动世界文

明交流互鉴之路越走越宽广。”如今，胡斯尼

正自学中文，“期待未来能为埃中考古合作、

文明交流互鉴贡献更多力量”。

“推动不同文明和合
共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注入力量”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全球文

明倡议践行机制。推动走出去、请进来管理

便利化，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未来，中国

将不断积极推动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促进不

同文明国家人民心灵相通，让人类文明的丰

富成果造福更多民众。

“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开幕式上宣布推进实施‘十大伙伴行动’，其

中第一项就是文明互鉴伙伴行动。打造非中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平台，设立非中发展知识

网络和 25 个非中研究中心等具体举措，将进

一步增进相互理解，促进相知相亲。”南非中

国问题专家谭哲理曾赴中国出席第二届世界

汉学家大会，他表示，近年来学习祖鲁语、阿

姆哈拉语、马达加斯加语等非洲语言的中国

学生越来越多，非洲国家也掀起“中文热”，不

少非洲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随着

非中文明交流互鉴不断深入，双方在文化层

面呈现出相互吸引的趋势。

“‘周五下班去中国’已成为韩国网络热

词，韩国年轻人通过到中国旅行切身感受中

国的开放和包容。”韩国韩中城市友好协会会

长权起植说，这样的旅行有助于韩国年轻人

更多了解中国、正确理解中国。2024 年中国

不断扩大过境免签等来华便利化措施，外国

来华旅游人数实现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外

国游客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中国之美，看见一

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科威特《阿拉伯人报》开罗分社社长法

迪·菲利普·内森去年应邀参加了由人民日报

社 举 办 的 2024“一 带 一 路 ”媒 体 合 作 论 坛 。

“这次赴华经历让我亲眼看到中国发展取得

的卓越成就，感受到中国式现代化为各国发

展带来的巨大机遇。”法迪表示，“中方提出的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三大全球倡议等，不仅

为共建国家提供经济发展机遇，也为促进人

文交流与文明互鉴搭建桥梁，推动不同文明

和 合 共 生 ，为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注 入

力量。”

2024 年 6 月，第七十八届联合国大会协

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

决议。“文明对话国际日的设立提醒人们，文

明的核心意义在于人类相互支持，将促进多

边主义、推动以和平方式实现全球普惠增长

与发展。”巴基斯坦前驻华大使娜格玛纳·哈

什米认为。

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

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中国展

现知行合一的大国担当，与各方携手共同书

写多彩文明新篇章。

（本报北京、马德里、曼谷、里约热内卢、

罗马、开罗、约翰内斯堡、首尔、迪拜 1月 5日
电   记者周輖、颜欢、许海林、张矜若、陈一

鸣、谢亚宏、沈小晓、戴楷然、莽九晨、张志文）

推动文明互鉴    促进相知相亲
—从新年贺词感受习近平主席的天下情怀

本报记者

“2023 年中国经济增长 5.2%，

2024 年 预 计 全 年 经 济 将 增 长 5%
左 右 。 这 些 数 字 说 明 ，中 国 的 经

济 增 长 稳 中 向 好 ，许 多 跨 国 企 业

对 于 在 中 国 的 发 展 前 景 信 心 坚

定 。”日 前 ，麦 肯 锡 中 国 区 主 席 倪

以 理 在 接 受 本 报 记 者 采 访 时 ，从

科 技 创 新 引 领 作 用 、超 大 规 模 市

场优势和中国企业国际化发展趋

势 等 角 度 分 析 ，表 示 长 期 看 好 中

国经济发展前景。

“对比全球市场，许多跨国企

业发现，中国庞大的市场、创新能

力 很 难 在 其 他 地 方 找 到‘ 替 代

品’。”倪以理表示，中国产业链供

应链的效率、成本优势和规模无与

伦比，中国业务往往占跨国企业全

球业务份额的 15% 到 40% 不等。随

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不少跨国企业已开始着手新的布

局，“努力实现产品创新、渠道转型

等业务调整，在高质量发展的中国

把握机遇”。

在 瑞 士 达 沃 斯 参 加 世 界 经 济

论坛 2024 年年会期间，倪以理与多

位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面对面探

讨了中国经济前景以及跨国公司

的发展空间。他在分享参会感受

时说，一些首席执行官承认，中国

的 创 新 能 力 处 于 全 球 领 先 水 平 。

“一位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说：‘如

果你不在中国，就会错过创新。我

们的全球创新周期跟不上中国市

场的快速演变。’毫无疑问，在中国

取得成功的标准越来越高。跨国

公 司 要 么 提 升 自 己 ，要 么 认 输 出

局。”倪以理说。

在倪以理看来，中国经济发展

存 在 许 多 优 势 ，除 了 超 大 规 模 市

场，中国企业在高技术制造业和绿

色产业布局多年，具有领先优势。与此同时，中国企业

的国际化发展步伐正在加速。

不久前，在麦肯锡举办的一场中国企业出海拉美

主题圆桌会上，倪以理惊讶地了解到，已有超过 1 万

家中国企业在拉美布局，还有许多企业正准备去拉

美考察市场和拓展业务。“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东

南亚、拉美、中东等地建立工厂。”倪以理表示，多元

化的布局不仅拓展了中国制造业的成长空间，推动

了中国自身经济发展，也为全球经济和可持续发展

作出贡献。

倪以理认为，青年人和新型人才提高适应性和敏

锐性至关重要，要培养终身学习、具有韧性且能够驾驭

不确定性的思维模式。“保持永远在改变、永远在转型

和永远在提升的学习心态，相信中国的青年一代一定

会迎来更多新机遇、拥有更光明的未来。”

﹃
在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中
国
把
握
机
遇
﹄

本
报
记
者  

俞
懿
春

■见证·中国机遇R

中国企业承建的孟加拉国最大铁路项目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日前开通运营。帕德玛大桥铁路连接线由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

司承建，全长 170 公里，首通段已于 2023 年 10 月开通。孟加拉国铁道部相关负责人说，该铁路连接线的运营将极大缩短首都达卡和

西南部城市之间的通行时间，更开启了孟加拉国铁路发展史上的新篇章，该铁路连接线将有力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图为在帕德

玛大桥铁路连接线上，列车驶过一座大桥。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