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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出访讲的更多的还是中国和平发展
的故事。

他从历史、文化和现实的角度，讲中国倡导的
正确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大国关系、亚
洲新安全观、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等，讲中国和
平发展对世界的好，讲中国对人类文明及其进步的
贡献，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首先，习主席从文化的角度来阐释中国的和平
发展理念。2014年，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
中指出，“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和平、和睦、和
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中
国自古就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深刻总结了

‘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
同、化干戈为玉帛、天下大同等理念在中国世代相
传。”

再者，习主席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中国的和平

发展理念。2014年，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指
出，“中国人民经过逾百年前赴后继的不屈抗争，付
出几千万人伤亡的巨大牺牲，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
运。中国人民对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记忆犹新，
尤其珍惜今天的生活。中国人民希望和平、反对战
争，所以始终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
不干涉别国内政、也不允许别人干涉中国内政。我
们过去一直是这样做的，今后也会这样做下去。”

2017 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指出，
“国家和，则世界安；国家斗，则世界乱。从公元前
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再到延续40余
年的冷战，教训惨痛而深刻。”这样，就从自身历史
体认和世界历史比较的角度阐释了中国选择和平发
展的理由。

最后，习主席从现实的角度阐释中国的和平发
展主张。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

指出，“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
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
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
独主宰世界事务。”2014 年，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
演讲时指出，“当今世界，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
路还能走得通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仅走不通，而
且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只有和平发展道路可以走
得通。所以，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2017 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指出，“各国
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
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

总之，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有着高度的自信和
自觉。这份自信和自觉，来源于中华文明的深厚渊
源，来源于对历史的深切认知，来源于对现实发展
大势的充分把握。

习近平如何向世界讲中国故事？
张广昭 陈振凯

十八大以来的4年多，习近平主席每次出访，不
论是会谈、交流还是撰文、演讲，都在努力做一件事
情，那就是“讲好中国故事”。

梳理习近平主席4年来出访演讲，可以发现，他
着重讲好中国道路的故事、中国梦的故事、中华优秀

文化的故事、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等。
习主席亲自讲中国故事，效果显著。中国话语的

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声音的传播面不断扩大，
中国道路、中国理念、中国模式在国际比较中愈来愈
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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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后不久，即2012年11月29日，习
近平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
次提出“中国梦”的概念。

每次出访，习近平主席都努力向外界讲好中
国梦的故事，阐释中国梦是中国人民对幸福美好
生活的不懈追求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憧
憬，阐释中国梦的世界意义。

中国近现代发展史的一条重要主线，就是如
何让自 19世纪中叶起外强入侵、内部衰落的中国
重新富强起来，这也是中国梦的提出背景。2013
年，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出访，在莫斯科国际关系
学院的演讲中就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我们称之为

‘中国梦’，基本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

为了争取世界其他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习近
平主席出访演讲时经常将中国梦与世界各国的美
好梦想联系起来。

2013 年出访美国时，习近平主席明确告诉
美方领导人，中国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
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2014 年在韩国国
立首尔大学演讲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人
民在“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韩国人民也
在致力于开创‘国民幸福时代’、创造‘第二汉
江奇迹’的韩国梦。”2015 年在越南国会演讲
时，习近平主席指出，“如同越南人民一直在追
求 民 富 、 国 强 、 民 主 、 公 平 、 文 明 的 梦 想 一
样，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
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

习近平主席在阐释中国梦的内涵时，还特别
注重讲述其世界意义，即中国梦是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梦，实现中国梦的过程将为世界各
国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2013 年在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习近平主席
首次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设想。2014 年在印

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加强传统陆海丝绸之路
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济共荣、贸易互补、
民心相通。”

习近平主席每次出访，都在最大限度地争取
世界各国对中国梦的理解和支持。

在国内，外事场合，习近平也用故事讲述中
国梦的世界意义。2014 年，习近平在中阿合作论
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谈到一
个故事：“在阿拉伯商人云集的义乌市，一位名叫
穆罕奈德的约旦商人开了一家地道的阿拉伯餐
馆。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了义
乌，也在义乌的繁荣兴旺中收获了事业成功，最
终同中国姑娘喜结连理，把根扎在了中国。一个
普通阿拉伯青年人，把自己的人生梦想融入中国
百姓追求幸福的中国梦中，执着奋斗，演绎了出
彩人生，也诠释了中国梦和阿拉伯梦的完美结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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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智慧和思
想道德营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是中国
文化自信的根本所在。

习近平主席每次出访，都很好地借助自己深厚
的中华文化底蕴，融通中外，兼论中西，向世界各
国展示中华文化魅力，展示中华文化与各国文化交
流互鉴的成果，让各国人民更好触摸中华文化脉
搏，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发展理念。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布鲁日欧洲学院演讲时
讲到，“2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
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
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
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
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
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
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
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这
样的演说，既展示了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和魅力，

也表达了中国人思考做事的逻辑原理。
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英国议会发表讲话时指

出，“英国是最先开始探索代议制的国家。在中国，
民本和法制思想自古有之，几千年前就有‘民惟邦
本，本固邦宁’的说法。现在，中国人民正在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既吸收中华法制的优良传统，也借鉴世
界各国法治的有益做法”。这样的演说，在展示了中
国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治国哲学的同时，帮助国际
社会理解当代中国价值体系和道路选择。

一些故事，既能展示中华文化，又能拉近与听众
距离。2015年 11月 7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
中，习近平说：“今年7月，几名新加坡‘90后’大学生
参加了2015‘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他们来到
中国西北，用镜头记录现代中国，通过秦腔、兰州牛
肉面、羊皮筏子等元素了解和传递中华文化。”

2016年，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演讲时
指出，“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
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

共同追求，都重视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
等价值观念。”这样的演说，在寻找文化的相似
点、文明的共通点的基础上，展示了中华文化的独
特魅力以及之于现代世界的借鉴意义。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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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这么好，中国故事
为啥讲不好？有舆论场“西强我
弱”的客观原因，也有我们自身
水平的问题。这是时代的课题，
也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关心的话
题。

两年前的 5 月，习近平给人
民日报海外版的指示中，强调要

“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用什么样的方式和语言
讲呢？答案是：“海外读者乐于
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

他是这么要求媒体的，自己
也是这么做的。最好的讲故事场
合，是外事活动，尤其出访。这
其中，尤以演讲和在外媒刊发署
名文章最为关键。他讲故事，很
有特点，也很有效果。

带入个人情感和经历。个人
经历，往往更容易因引发共鸣。
访问美国时，他讲起自己当年在
粱家河插队的故事，很有感染
力。他说，“那时候，我和乡亲
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
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
个月吃不到一块肉……”“今年
春节，我回到这个小村子。梁家
河修起了柏油路，乡亲们住上了
砖瓦房，用上了互联网，老人们
享有基本养老，村民们有医疗保
险，孩子们可以接受良好教育，

当然吃肉已经不成问题。”在此
基础上，他水到渠成得出结论：

“这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
国梦是人民的梦，必须同中国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结合起来才
能取得成功。”

考虑对方感受，有同理心。
在英国访问，他引用“生存还是
毁灭，这是一个问题”，说“哈
姆雷特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极
为深刻的印象”。这一下子就拉
近与英国民众的距离。在美国，
他谈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提
到一个细节，“第二次去古巴，
我去了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点
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
加 冰 块 ”。 在 新 加 坡 ， 他 则 提
到，“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扬帆
远航，多次到访新加坡”，自然
能引起当地人的兴趣。

精心选择时机和节点。2015
年，习近平访英，他抓住一个有
趣的时间节点：“汤显祖与莎士
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他们两人都
是1616年逝世的。明年是他们逝
世 400 周年。中英两国可以共同
纪念这两位文学巨匠，以此推动
两 国 人 民 交 流 、 加 深 相 互 理
解”。这个细节，让中英两国人
民都感到温暖。

讲好故事，事半功倍。好的
故事，需要中国最高领导人讲，
也需要每个中国人，尤其是走出
国门的中国人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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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河新貌。（资料图片）

约旦商人穆罕奈德开的阿拉伯餐馆。（资料图片）

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
本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
路，而不是苏联道路、西方道路或者其他道路。

习近平主席每次出访发表演讲，都注重从历史
和现实的角度、从国内外比较的视角阐释中国道
路，说明这条道路是中国奇迹、中国成功的根本原
因。

在阐释中国道路时，习近平主席认为这是人民
的选择。2013年3月23日，他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
院的演讲中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
道 ’。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
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

在阐释中国道路时，习近平主席认为这是历史
的选择。2014 年 4 月 1 日，他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
演讲中指出，“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
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
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
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在阐释中国道路时，习近平主席认为这是现实

的选择。2017年1月17日，他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立足自身
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
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
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在阐释中国道路时，习近平主席认为这是一条
不断发展的道路。2015年10月21日，他在伦敦金融
城市长晚宴上的演讲中指出，“改革开放 37 年来，
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近 10%，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
体，6 亿多人口摆脱贫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7000美元。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
年走过的发展历程。这充分说明，中国人民正走在
正确的道路上。”

特别是，习近平主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中
国道路的价值。2015年9月22日，在美国华盛顿州
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
指出，“梁家河这个小村庄的变化，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我们用了30多年时
间，使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13亿多人摆脱

了物质短缺，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享有前所未有的
尊严和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