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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太阳底下的人们都应
该好好合作、好好相处”

“我们应该去探寻过去，挖掘祖先留
下的宝贵美德宝藏，利用这些无价财富塑
造未来。”埃及前总理、兰花奖得主伊萨
姆·沙拉夫相信，和合文化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能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
用，“我们必须重视全球所面临的挑战，
通过合作而非排斥和冲突来应对。让我们
携手合作，秉承和合文化，响应时代召
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和合文化对于当前世界意味着什么？
与会嘉宾达成了共识。

“所有太阳底下的人们都应该好好合
作、好好相处。”联合国前副秘书长埃里
克·索尔海姆在发言时说，和合文化的核
心是和谐和团结，这是一种非常谦虚的、
值得学习的精神。当前，我们面临很多全
球挑战，希望大家能秉承和合文化，团结
合作。

“理解始于共情和共鸣。我们常常先
入为主地假设东方和西方在根本上完全不
同，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情况恰恰相反。
东方和西方都重视共情，珍视家庭，强调
追求有意义的美好生活。”国际特殊奥林
匹克运动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皮特·斯蒂尔
认为，和合文化的理念是世界和谐共处、
求同存异之道。当前世界面临的挑战影响
到所有人，任何一个民族或者国家都不可
能提出所有的解决方案。只有互相尊重和
学习理解，人们才能够找到可持续的解决
方案。

和合文化源于中国，属于世界。浙江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文序表示，当
前，正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合”应
成为世界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地缘
冲突等问题的共同选择。我们要以“和
合”探寻世界文明包容互鉴之道，以“和
合”谋求各国各方互利共赢之路，以“和
合”提供全球安全治理破题之法。

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古典与现代语文
学院汉学系主任、孔子学院原保方院长安
冬妮娅·赞科娃也相信，在当代全球化的
语境下，探讨和合文化与现代哲思，不仅
有助于理解中国文化的深层价值，也为世

界 提 供 了 解 决 冲 突 、 共 促 全 球 发 展 的
智慧。

法国前国会议员、国会法中友好小组
前主席陈文雄表示，推广和合文化，不仅
有助于加强中法两国之间的关系，还可以
为构建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贡献。

北京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中外
关系史学会副会长、沈阳故宫博物院原院
长武斌表示，在全球化和多元化并存的今
天，文化的交流、互鉴和融合至关重要，
要弘扬和合文化，在与世界各国文明交流
互鉴中彰显中华文化的世界价值，实现人
类文明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和合文化是人类和谐精神
的中国版”

“我找不到比 《之江新语》 当中对和
合文化的描述更好的表达了，我这里直接
引用。”伊萨姆·沙拉夫说，“‘和’指的
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是汇
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
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
格，是我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指出，在
全世界各民族的思想当中都有类似于、接
近于和谐思想的宝贵资源，而和合文化是
人类和谐精神的中国版。墨西哥学院教
授、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得者莉莉亚
娜·阿索夫斯卡认为，“和”“合”的内涵尤
其丰富，包括和谐包容、和平合作、做人的
道德、善良、美德、互相理解、相互谅解、和
而不同等价值观。

安冬妮娅·赞科娃认为，和合文化是中
国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中国历
史、哲学、精神思想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这一文化不仅在中华文明中深植千年，还对
东亚乃至全球文化产生了广泛影响。

武斌表示，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核心
内容之一，是中华文化持续发展的内在动
因。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开放性与先进
性，造就了其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和影
响，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和合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也
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中国外文局副
局长于涛指出，和合文化历久弥新，焕发
出了新的生机活力。和合文化能够为维护

和平安宁、推动合作共赢、促进文明互鉴
涵养培育力量。

“和而不同”是与会嘉宾关注的焦点
之一。意大利资深外交官、北京语言大学
世界汉学中心中意文化交流大使倪波路强
调和谐共生的重要性，他提出，这意味着
我们需要更加谦卑，需要尊重他国文化。
北京语言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世界汉学
中心博士后范狄相信，不同文明之间可以
建立、也必须建立和谐的对话，这是一种

“和而不同”。尼泊尔特里布文大学教授、
孔子学院首任尼方院长、尼中社会关系学
院创始主席雷格米指出，我们有自身的文
化，同时需要尊重他国的文化，才能在各
国文化之间寻找和而不同的发展道路。

和合文化博大精深、独具特色，为人
类文明发展进步提供了丰富启迪。中华文
化学院教务长徐绍刚指出，和合文化和而
不同的理念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理论支
撑，和合文化协和万邦的追求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内生动力，和合文化天
人合一的思想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
了有益经验。

“我将尽一切努力讲好和合
故事”

“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再到伏尔泰，
西方一直有着研究中国语言、文学和艺术
的传统。今天，世界正迅速迈向多极化，
文明、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变得尤为重
要。”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格里菲斯
大学荣誉教授、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
士马克林重点讨论了汉学在当今时代的重
要意义，“和合文化非常有吸引力，体现
了中国热爱和平的传统价值观以及倡导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希望越
来越多人了解这个理念。”

“过去一年里，我在日本积极推广和
合文化，并多次访问中国、韩国、德国等
国家，倡导各国应在正视各自文明差异的
基础上，着力构建相互尊重、相互扶助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日本前首相、东亚共
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在为论坛发
来的视频中说。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前 总 干 事 伊 琳
娜·博科娃也为论坛发来祝贺视频，她

说：“和合文化强调宽容、团结，也强调
多样性，这与我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干事的经历产生共鸣。”

去年，鸠山由纪夫和伊琳娜·博科娃
荣任首届“和合文化传播大使”。今年，
伊萨姆·沙拉夫、埃里克·索尔海姆和皮
特·斯蒂尔被评选为 2024“和合文化传播
大使”。

“我很喜欢和合文化，很高兴能够成
为和合文化传播大使。”埃里克·索尔海
姆说，“接下来，我将尽一切努力讲好和
合故事，推动世界的团结与和平。”

“无论是个人之间还是民族或者国家
之间，每一次互动都是一次加深理解、强
化友谊的契机。”皮特·斯蒂尔说，“让我
们继续秉持和合精神，汲取古代智慧，开
辟合作新路径。今天我们的努力可能微不
足道，但是以此为基础，明天就有希望实
现和谐。”

和合文化全球论坛创办于 2021 年 ，
至今已连续举办四届。论坛每年吸引全球
数百名热爱和合文化、认同中国和合文
化、欣赏和合价值的政要、友城市长、智
库专家等各界人士参与对话研讨与参访
体验。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陆彩荣指出，
和合文化全球论坛如今已发展成为具有较
高品牌知名度与较大国际影响力的中外文
化交流与思想对话平台。论坛在“和”文
化与“合”理念的国际传播中发挥了示范
引领作用，为分享中华传统文化智慧、阐
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促进世界文明互学
互鉴，作出了重要贡献。展望未来，和合
文化将展现出更为突出的价值与意义，和
合文化全球论坛也将进入新的阶段、承担
新的使命。

正如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
副主席朱永新在致辞中表示的，新的历史
起点上，要坚守人民立场，赓续传承中华
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定文化
自信，深化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不同文明
共同进步；坚持和合之道，秉持“同球共
济”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上图：伊萨姆·沙拉夫 （中）、埃里
克·索尔海姆 （右） 和皮特·斯蒂尔

（左） 被评选为 2024“和合文化传播大
使”。 主办方供图  

弘扬和合文化，
助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本报记者  张  红

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近日，以
“和合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主题的
2024和合文化全球论坛在浙江省台州市
天台县举行，同步设置了友好城市合作、
世界汉学对话、国际青年交流互鉴等多
个平行分论坛。中外嘉宾汇聚一堂，探
讨和合文化内涵，分享中华文化智慧，
呼吁携手合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环 球 热 点

近日，“太阳之光：古蜀与印加文明互鉴展”
开幕式在秘鲁库斯科印加博物馆举行。中秘两国
相关部门、文化机构代表等 180余人参加。

据介绍，本次展览以“对话·互鉴”为主题，
精心选取古蜀文明两个中心遗址——三星堆和金
沙出土的黄金制品、青铜雕像、玉石器与木制品
等代表性器物，与印加文明的 7 件珍贵文物进行跨
时空“对话”，并结合图文展板、数字化展示、特
色文化表演等形式，为观众带来交互式观展体验。

主办方表示，今年在中国举办的“印加——
秘鲁安第斯文明特展”上，来自秘鲁西坎文化的
黄金面具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隔空相
望。此次在秘鲁举办“太阳之光：古蜀与印加文
明互鉴展”，旨在实现古蜀文明与印加文明的又一
次生动对话。

印加博物馆馆长莫埃尼尔·茹利尼奥·萨帕
塔表示，他期待通过此次文化交流活动，为库斯
科民众打开一扇了解中国丰富文化遗产的窗户，
以此为契机深化双方交流，促进两国民众相知
相亲。

近日，中秘专家学者还在库斯科举办“古蜀
与印加文明国际学术沙龙”，围绕三星堆和金沙遗
址考古发掘、古蜀与印加文明价值特点等进行对
话交流，分享双方最新考古成果和文化遗址保护
传承经验。

“太阳之光：古蜀与印加文明互鉴展”由国务
院新闻办公室、中国驻秘鲁大使馆、秘鲁文化部、
库斯科大区政府指导，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公室、
四川省文物局、库斯科国立圣安东尼奥阿巴德大
学主办，将在当地持续展出至 11月 20日。

（据新华社电  记者李欣、康文君）  

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
约》 第 十 六 次 缔 约 方 大 会

（COP16） 近日在哥伦比亚城
市卡利举行。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全
球生物多样性受到气候变化、
物种入侵、过度开发等多重
因素影响，各国政府、国际
组织和利益攸关方亟需形成
合力，推动“昆明—蒙特利
尔 全 球 生 物 多 样 性 框 架 ”
（“昆蒙框架”） 目标达成。
中国在政策制定、资源调动
和技术赋能等方面积极作为，
给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带来
了新机遇。

    生物多样性保护
形势严峻

COP16 是 COP15 达 成
“昆蒙框架”后举行的首次缔
约方大会，主题为“与自然
和平相处”。来自 190 多个政
府 的 上 万 名 代 表 齐 聚 卡 利 ，
探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现
状和前景，审查“昆蒙框架”
执行情况，推动“昆蒙框架”
内资源调配。

从大会前后多家机构发
布的报告看，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形势依旧严峻。世界
自 然 基 金 会 10 月 发 布 《地
球生命力报告》 指出，地球
生 物 多 样 性 丧 失 速 度 惊 人 。
根据该基金会编制的“地球
生 命 指 数 ”， 自 1970 年 至
2020 年，受监测的野生动物
种 群 平 均 规 模 缩 减 了 73%。
栖息地退化和丧失、过度开
发 和 物 种 入 侵 是 主 要 影 响
因素。

迁徙物种在生态系统中
承担着为植物授粉、运输关
键 营 养 物 质 和 碳 储 存 等 作
用，是维持地球生态系统活力的重要媒介。联合
国 《保护野生动物迁徙物种公约》 2 月公布数据显
示，近一半迁徙物种的数量正在下降，超过 1/5 濒
临灭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英厄·安诺
生说：“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正在危及迁徙物种的
未来。”

“昆蒙框架”确立了“3030”目标，即到 2030 年
保护至少 30% 的全球陆地和海洋。COP16 开幕前，
由非营利组织海洋保护研究所等机构发布的一份报
告显示，“3030”目标提出近两年，仅有 2.8% 的海洋
被评估为“可能得到有效保护”，照此进度推算，到
2030 年仅有 9.7% 的海洋能够得到有效保护。

多方呼吁共同努力

哥伦比亚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在 COP16 开幕
式致辞中说，人类发展正对生物多样性构成威胁，
在从经济和科学角度出发研判这种矛盾的同时，还
应站在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探讨化解矛盾的可能性。
人类应以“生命”为旗帜展开一场革命，为生物多
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付出实际行动。

大会期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同哥伦比亚、
厄瓜多尔、苏里南、亚美尼亚等多国元首，共同领
导成立了“全球与自然和平相处联盟”，呼吁世界各
国立即采取行动以守护地球发展。

古特雷斯指出，各国“应采取行动，加强国家
内部和国际努力，建立与自然平衡、和谐的关系，
以可持续的方式保护、恢复、利用和分享全球生物
多样性”。发达国家应加大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承
诺，发挥带头作用，从明年起每年至少提供 200 亿美
元以支持发展中国家。

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倡导全面实施“昆蒙框
架”，呼吁统筹利用好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让更多
年轻人参与到具体行动中来，鼓励他们践行对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承诺，以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中国发挥引领作用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各
国应对标“昆蒙框架”全球目标，制定符合国情的
行动计划并加以落实。中国提出共建地球生命共同
体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通过“昆蒙框
架”实施倡议、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 （昆明基金）
等引领国际合作，正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发挥
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提供了新的机遇。

今年 1 月，中国更新发布了 《中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23—2030 年）》，围绕生
物多样性主流化等 4 个优先领域部署了 27 个优先行
动和 75 个优先项目，成为“昆蒙框架”通过后第一
个完成更新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的发展中
国家。

COP16 期间，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的首批
9 个小额项目获得通过，标志着昆明基金进入了落实

“昆蒙框架”的新阶段。首批 9 个小额项目包括中东
欧区域 1 个、亚太区域 4 个、非洲区域 2 个、拉美区
域 2个，共覆盖 15个国家。

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 秘书处执行秘书肖
梅克在出席 COP16“中国角”开幕式时表示，中国
担任 COP15 主席国 6 年间，不仅大力推动本国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还通过昆明基金等为全
球合作提供重要支持，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
发挥了引领作用。

COP16 期间展示了由中国与哥伦比亚牵头成
立的国际科技合作平台——智网互联实验室。实
验室在数字孪生领域开展了多项研究，应用场景
涵盖珊瑚礁、红树林等生态系统。智网互联实验
室中方主任罗训认为，在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
技术的加持下，全球生物多样性合作将迎来更多
机遇。

（据新华社电  记者王林园、廖思维、席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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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300余位中外嘉宾来到中国考古博物馆参观“考古与中华文明溯
源展”，该展是本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推出的配套活动之一。首届世界古典学
大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图为嘉宾在中国考古博物馆内参观展览。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环 球 掠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