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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非洲小组
委举行听证会，极尽抹黑之能事，对中非合
作进行了一番无中生有的攻击。

中非合作到底怎么样，遍布非洲大地的
成果是最好的回答：中国在赞比亚建设的下凯
富峡水电站每年减少当地 66.35 万吨碳排放，
每天可获得 100多万美元电费收入；肯尼亚蒙
内铁路累计创造当地就业4.6万个，员工本地
化率超过 80%；中国积极支持“非洲绿色长
城”建设，帮助有关国家荒漠化治理取得新
进展……南非驻华大使谢胜文评价非中关系
是“相互尊重的关系、共同发展的关系”。

然而，美国对中非合作成果视而不见，
对非洲人民感谢中国的真切心声充耳不闻，
只顾一个劲地“冒酸水”“说酸话”，妄图在
中非友谊中作梗。美国为什么这么“酸”？因
为中国做到了美国做不到的事。

从去年大张旗鼓地操办美非峰会，到今
年初多名美国高官密集访非，美国拉拢非洲
的意图清晰可见。然而，非洲国家却反应寡
淡，因为大家很清楚：美国在美非峰会上承
诺未来3年向非洲提供550亿美元，无非是又
一张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面对虚情假
意，非洲国家自然不会买账。这也难怪美国
看到中非友谊不断加深，酸水直往外冒。

其实，美国对中国的“酸葡萄”心理不
止出现在对非合作领域——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众多
国家和地区积极响应，美国联合西方盟友接
连提出的“重建更美好世界”“全球基础设施
和投资伙伴关系”“全球门户”等全球基建计
划却应者寥寥。美国“政客”新闻网站文章
一针见血：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很快转
化为实打实的钢筋混凝土，美国的倡议却始
终如镜花水月。美国大肆抹黑“一带一路”
倡议，试图用“债务陷阱论”等谣言来破坏
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美方的言行透着一
股“酸”气。

今年初，中国积极斡旋，推动中东多国
化解矛盾，掀起一轮“和解潮”。美国坐立不
安，一边酸溜溜地称对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
响力感到惊讶，一边急吼吼地派出多名高官
访问沙特等国，还扬言要推出一项跨地区重
大联合基建项目，在中东刷一波存在感。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从掩耳盗铃、大肆唱衰中国经济，到
贼喊捉贼、诬称中国偷窃美国技术；从妖魔化上合组织、称其是与北
约作“对抗”，到攻击中拉合作、挑拨中拉关系……只要谈及中国举
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和日益提升的国际影响力，美国那些政客话里
话外都有一股子酸味。

美国这种“酸葡萄”心理的背后，是维持自身霸权的危机感与
焦虑感。过去很长时间里，美国习惯了以唯我独尊的姿态矗立在
世界之巅，如今眼看中国综合国力大幅跃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
强，而其自身却日益陷入政治失能、经济失衡、社会失序、霸权
衰落的泥潭，于是又急又酸，并在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作
祟下，动歪脑筋、想馊主意，试图给中国这个“假想敌”使绊子。

与其犯酸，不如反思。中国始终秉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鉴、
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不谋私利，不搞小圈子，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在世界促合作，
为人类谋福祉。而美国却脑袋里装着零和博弈的旧思维，动辄以
意识形态划线，搞阵营对抗。这样的霸权思维和霸道行径怎么可
能做成事、赢人心？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国与国之间并非只有你死我
活的决斗赛。从冷战迷梦中清醒过来，少一些“酸葡萄”心理，
多一些开放包容心态，多做符合全人类共同发展利益的事，才是
一个大国应有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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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及、卡塔尔和联合国斡旋下，巴勒斯坦武装
组织和以色列于5月3日凌晨达成停火协议，双方交火
仅持续一天即告结束。尽管以军4日和6日在约旦河西
岸分别又打死4名和2名巴勒斯坦人，但巴以局势总体
上保持相对平静。

分析人士指出，巴以冲突近年来常常出现这样
“快打快停”的情况，虽然双方小规模冲突不断，但大
规模交火往往会在短时间内结束，这次也延续了这一
趋势。双方既有各自内部原因，也受到最近中东“和
解潮”的影响，都意识到不会从冲突升级中获益，因
此在彼此威慑中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克制。

点到为止

5月2日，在以色列狱中绝食抗议的巴勒斯坦伊斯
兰圣战组织 （杰哈德） 高级成员卡迪尔·阿德南陷入昏
迷，后不治身亡。杰哈德随即发表声明称，要让以色
列“付出代价”。当天下午，以色列南部便遭到来自加
沙地带的火箭弹袭击，以军则在夜间出动战机对加沙
地带多个军事目标发动空袭。加沙地带卫生部门3日发
表声明说，以军空袭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根据以
色列方面的消息，至3日凌晨，以南部共遭到来自加沙
地带的逾百枚火箭弹袭击。

自4月5日以色列警方与巴勒斯坦民众在耶路撒冷
老城的阿克萨清真寺发生冲突以来，巴以紧张事态频
现，局势一度剑拔弩张。4月 6日至 9日，来自加沙地
带、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的累计约 80枚火箭弹射
向以色列领土或其控制区，以军均进行了报复性炮
击。此外，以军持续在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多个地
区与巴勒斯坦人发生冲突并造成伤亡，约旦河西岸和
耶路撒冷等地也发生数起针对以色列人的枪击事件。

不过，回顾巴以近日的交火，巴方对以方造成的
实际伤害有限，比如从黎巴嫩境内发射的火箭弹虽多，
但据以军发表的声明，仅有5枚落入以色列境内，造成3
名以色列人受轻伤。而以军对加沙地带的空袭则主要
针对巴武装组织的军事设施而较少波及平民，对黎巴
嫩、叙利亚的报复性打击更是局限于少有人居住的边境
地带，释放出“点到为止”的克制信号。

华盛顿海湾阿拉伯国家研究所高级驻会学者侯赛
因·伊比什认为，目前巴以之间处于一种“新常态”，

其特点为冲突多点频发、彼此针锋相对，但往往不会
升级为大规模军事行动。

各有考量

分析人士指出，巴以双方在最新这轮冲突中选择
快速停火，既有各自内部的原因，也受到沙特阿拉伯
和伊朗复交带来的中东“和解潮”的影响。许多国家
看到以武力手段解决分歧矛盾的局限性，以谈促和的
势头愈发强劲。巴以问题牵动整个中东地区，涉及多
国利益，在“和解潮”背景下，相关各方都不愿进一
步升级冲突。

从巴勒斯坦方面看，巴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
斯） 等激进武装派别一直与较为温和的主流派巴民族
解放运动 （法塔赫） 争夺巴内部主导权，常常以强硬
对抗以色列来获取巴民众支持。支持哈马斯的伊朗和
支持法塔赫的沙特关系缓和，必然会对巴内部各派之
间关系及巴以关系产生影响。巴勒斯坦圣城大学政治
学教授艾哈迈德·拉菲克·阿瓦德认为，地区和解势头
有助于巴勒斯坦各派别减少彼此对峙，减弱激进武装
派别强硬对抗以色列的动机，从而有助于缓和巴以紧
张关系。

从以色列方面看，中东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和解让
以方感到更大压力，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
联盟在国内也因司法改革渐失民心，此时升级与巴勒
斯坦方面的冲突只会在“内忧”之上徒增“外患”，进
一步动摇日益脆弱的民意基础。阿瓦德表示，内塔尼
亚胡当前对巴武装组织袭击仅采取“有限反应”，就是
为了避免一旦事态升级将不得不与周边多个国家发生
冲突。以色列地区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尼姆罗德·戈伦
认为，对以政府而言，既不刻意升级局势也不轻易妥
协，寻求微妙的战略平衡或为当前最佳选择。

事实上，近年来，以色列与部分阿拉伯国家间以
经济交流为引领的合作步伐日益加快，基于共同利益
的多方面合作蓄势待发。当前，由沙特和伊朗复交开
启的对话和解势头在中东地区不断积蓄。分析人士认
为，在这一背景下，巴以及相关各方在保持克制的同
时，更应顺势而为，拿出政治勇气，迈出恢复和谈的
步伐，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卓伦、吕迎旭、柳伟建）

巴以冲突为何呈现“快打快停”之势巴以冲突为何呈现“快打快停”之势

风筝冲浪又被称为滑翔
伞冲浪，是一种受到欢迎的
水上运动。图为近日在新西

兰拉格伦，一名玩家进行风
筝冲浪。

新华社/法新

风筝冲浪环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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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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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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