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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工业革命期间消失后，中国人重返世界
一流强国之列。”法语被誉为世界最动听的语言之一，
当这句话被法国前总理拉法兰用富有磁性、自带节奏
感的男中音说出时，更为悦耳。

拉法兰的声音回荡在金碧辉煌的卢森堡宫，这里
是法国参议院所在地。2018 年 3 月 21 日上午 9 时 35
分，法国参议院举行“一带一路”听证会，拉法兰就
此接受法国参议员的问询。拉法兰此言虽简短，但内
涵丰富，前一句含义即为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论
断，“中国在近现代之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但在 18世纪下半叶英国爆发工业革命之后，中国迅速
落后于西方国家”。因此有了著名的“李约瑟之谜”：
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贡献，但为
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而后一
句则是对中国改革开放 40年成就的高度评价，这是令
包括李约瑟在内的西方人都不曾预料的全新景象：中
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 2016年为止，按购
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从 1978 年占世界 GDP 的
4.9%恢复到18.6%，以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的
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 40年的见证者、研究者、推动
者，拉法兰以他对中国的认知，启发法国参议员们应
该从中国复兴的全面战略中来理解“一带一路”倡
议。“丝绸之路上的历史总是激发人们无尽的想象。法
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笔下的古罗马皇帝哈德良就
曾对古丝绸之路上繁忙的商贸充满向往。如今，当中
国重新将丝绸之路带进现实，欧洲却仍在抱着好奇心
打量，还未充分意识到‘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

我们需要到中国去

我与拉法兰的初次结识是在他领导的“展望与创
新基金会”于 2014年初举办的新年招待会上。招待会
场地狭小，略显拥挤，来宾大都是法中各界著名人
士。也许我是第一次来，他很快就注意到我，远远地
定睛看着我。这是一种长辈般专注的、友好的眼神，
受到鼓舞的我趋前主动向他表示问候、自我介绍，并
抓住时机约他专访。他随即大声喊他的秘书过来，说
人民日报记者要采访我，你看看我的日程安排，定个
约会。第一次专访拉法兰就这样愉快地商定了。后来
在多个场合，听到拉法兰告诫法国人，“与中国打交
道，你首先得喜欢中国、喜欢中国人”。

1971 年，23 岁的拉法兰首次踏足中国的香港、澳
门，没有进入内地，只是拿着望远镜远眺了对面的深
圳、珠海，“对我而言，中国内地充满神秘。”也许是
法国人骨子里流淌的“伏尔泰意识”，即异国情结，促
使拉法兰对这个遥远的东方国度心驰神往。5年后，拉
法兰如愿以偿，相继考察了北京、哈尔滨、上海和广
州等地，“我对中国一见钟情”“兴致盎然中我朦胧感
觉到中国未来发展的潜在力量”。多年后，拉法兰回忆
此次中国之旅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我记得当时的生
活条件没有现在那么好，但年轻人都非常热情、充满
活力，他们还跟我打乒乓球，我觉得这些年轻人长大
以后肯定非常棒。”

“广东是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成绩的一个窗
口，我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者。我已经见证了广东 40
年的发展，我热爱广东。”2018 年 4 月 7 日，在广州图
书馆举行的 《国际政要见证广东改革开放 40年》 纪录
片开机仪式上，拉法兰如是说。

说到深圳——中国改革的第一块试验田、中国开
放的第一个窗口，拉法兰曾对我讲述一桩趣事，20世
纪 70 年代，法国夏岱勒罗市欲与深圳结为友好城市，
当时前者有常驻居民 3.2万，深圳有 3万。当时夏岱勒
罗市的友城事务谈判官员勒内·蒙诺里非常有远见地预
期了中国的发展，他建议深圳更适合与当时有 38万人
口的维埃纳省建立友城关系。如今 40年过去了，夏岱
勒罗居民增至 4.5万，而深圳已经超过 700万。拉法兰
为此感慨万分：这段友城轶事足以反映出近 40年来中
法两国截然不同的变迁。因此，我们需要到中国去。

到中国去，风雨无阻。2003 年中国那场非典疫情
依然历历在目，出于对疫病的恐惧，一些国家政要纷
纷取消访华，但时任法国总理拉法兰坚持于当年4月疫
情尚未得到完全控制期间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展现了
法方对中国政府抗击非典行动的坚定支持，更体现了
拉法兰本人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好情感。“患难见真
情”，从此拉法兰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之后，
中国政府启动P4实验室的建设，引进法国里昂P4实验
室技术和装备，2015年初亚洲首个P4实验室在武汉建
成。实验室用于烈性传染病研究与利用，是人类迄今
为止能建造的生物安全防护等级最高的实验室。到中
国去，更在辞官后。2005 年由于欧盟宪法条约在法国
全民公投中未获通过，引发法国政坛震荡，时任总理
拉法兰被迫辞职。“我离开总理府马提翁宫以后，不愿
像在职时那样从政。而我对中国则投入很多精力。这
种投入基于两个信念：一是我始终认为，即使在野也

可以在国外毫无争议地代表法国；二是从政时间是短
暂的，但外交生涯可以长久，尤其是与中国的交往”。

中国之外看中国

卸任法国总理后，拉法兰担任“法国展望与创新
基金会”主席。了解中国、研究中国、介绍中国，推
动中国和法国关系稳定发展，是该基金会的主要工作
之一。从2006年起，每年8月底或9月初，这个基金会
都要在拉法兰老家普瓦捷召开一次有关中国的高级别
大型研讨会，出席研讨会的有法国政府内阁成员、议
员、驻外大使、前政要、专家、学者和企业高层领导。

2016年9月初，我和同事受邀从巴黎坐高铁赴普瓦
捷参加一年一度的中国主题研讨会，当年的主题为

“中国之外看中国”，吸引了近500多名政商学界人士的
参与。这个由拉法兰亲手打造的中国主题论坛，已经
迎来第十一个年头。10年间，法国及欧洲各界精英人
士定期齐聚一堂，见证中国发展、讲述中国故事、寻
找中国机遇，探讨中法关系未来。中法新型伙伴关
系、2020 年后的中国与世界、中国与金砖国家命运共
同体、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表现、中国的绿色增长
……从这些历年的主题可见论坛既饱含对中国自改革
开放以来日新月异发展的关注，又怀有增进中法两国
了解与合作的良好愿望。

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总干事塞尔日·德加莱是拉
法兰的得力助手，他深有感触地表示，10年里中国变
化巨大，中国正朝着新型的发展模式迈进，同时深刻
影响着世界。

午餐后，拉法兰在饭桌上像拉家常一样接受了我
们采访。他总结说，10年来论坛营造了一个欧洲的中
国之友网络，通过论坛的交流，与会者更好地认识了
中国在世界的作用和法中两国关系。其核心价值是成
为一个分享观点的“思想极”，让所有人都畅所欲言，
在彼此尊重的条件下进行碰撞和交流。与此同时，
2010 年至 2018 年拉法兰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期间，
每年都率领法国乃至欧洲高级经贸代表团与会，并有
机会获得中国领导人接见，为法中两国政经高层的沟
通与交流牵线搭桥。

卸任总理后，法国政坛左右更替，但无论是右派
总统萨科齐、左派总统奥朗德，还是自称“非左非
右”的马克龙总统，他们每次访华都爱邀请拉法兰随
行。马克龙当选总统后不久，还任命拉法兰为总统中
国事务特别代表。拉法兰利用每次来中国的机会，除
了倾听中国领导人真知灼见，也还愿意与中国的官员
专家进行交流，他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耳闻目睹
和学习研究。

2015年7月，展望与创新基金会出版了拉法兰撰写
的一本书，名为 《与中国同行》，书中拉法兰谈到，

“如果我们认为中国目前的转变只是仿照从前，自以前

的朝代从零开始，再次出发，每 30年一变，那我们就
错了。事实上，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如同 1978年中
国那场同样无声无息的改革。当下的这场变革是会把
中国带向整个人类体量中一个新的平衡点。自然涉及
不同方面的延续，现阶段的成果也将引出下一个阶段
的新需求：这本来是很容易理解的，但西方始终沉浸
在以自身现状作为中国理想坐标的想法中，很难去想
象正在发生的改变不仅仅为着缩短两者间的差距。这
就是为什么西方没有办法全面洞悉 1978年的改革在历
史中的关联性。”

拉法兰在书中还大声疾呼：是时候来调整我们的
既有思维模式了，当我们不再居高临下，我们的思想
也能得到喘息。中国人的思维更复杂，更适宜于应对
当今世界。我们不要再犯不研究、不深入、不理解的
错误了。要从我们自身在世界的管理中总结经验教
训，找到解读中国的最佳方式。

法国政治家让-雅克·塞尔旺-施莱贝尔于 1965 年
出版的畅销书 《美国的挑战》 曾风靡一时，该书系统
地阐释了美国模式。50年过去了，拉法兰认为如今也
是时候来了解引领未来世界的中国模式了。

认真研读习近平著作

拉法兰确实下了大功夫来了解中国、解读中国，
在他看来，最佳方式便是研读中国领导人的真知灼
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法语版2015年1月13日由法
国百年出版社在法国正式发行，2月13日百年出版社在
巴黎举办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研讨会。当时拉
法兰对我说，“我认真阅读了此书。习主席的这本书是
值得研究的信息宝库，汇总了他对中国的各种期待，
他的演讲帮助我们梳理出不断强调的主题和始终如一
的基准，使我们可以分清主次。一个国家元首用白纸
黑字的方式，记录下他的治国理念、远大抱负和总体
计划，这是很少见的。我认为直接阅读习近平的著作
是很重要的。”

6月8日，我正在国际奥委会总部洛桑报道北京申
冬奥代表团的活动，收到了拉法兰关于 《习近平谈治
国理政》 的读后感，希望通过我刊登在 《人民日报》
上。一口气读完拉法兰精辟深刻、饱含深情的读后
感，我深深被这位睿智老人的研究精神与认真态度所
打动，很快将文章传回人民日报国际部。7月16日，拉
法兰的读后感 《清晰的目标激励着整个民族》 在“国
际论坛栏目”发表，引起很大反响。

拉法兰在文中说：“我抱着极大的兴趣拜读了《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 一书。这部著作全面系统回答了新
的时代条件下，中国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字
里行间流露出一位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抱负、治国理
念、宏大规划和真情实感。对其丰富内容进行归纳提
炼是一项浩大工程，我只能择其要而述之”。

“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国家，中国有自己独特
的文化和传统。在这块土地上从事改革开放事业，这
本身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性……‘两个
一百年’的清晰目标，激励着整个民族。当前中国经
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带来许多变化与挑战。中国要实
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离不开创新和技术含量的提
高。习近平在书中引用法国作家雨果的话说，‘已经创
造出来的东西比起有待创造的东西来说，是微不足道
的’，意在号召中国年轻一代发挥其创造力。中国的发
展寄希望于民族智慧和创造力”。

“总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谈中国、论世界，
为国际社会更加全面地了解中国、更加客观地看待中
国、更加理性地读懂中国，开启了一扇重要窗口，提
供了一把重要钥匙，是一部值得认真反复品读的好
书。”

此文的发表，助推了国内外学习 《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 的新热潮。我的一位常驻非洲的同行当时兴奋
地表示，“如果要给《清晰的目标激励着整个民族》一
文开稿费的话，它价值百万”。

在接受采访时，拉法兰强调，习近平主席的新理
念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选择创新作为发展的主要
杠杆。他呼吁中国人民尤其是年轻学生用聪明才智结
出创新的果实。研究中心、实验室、孵化器、产业竞
争力集群……这些机构在全国各地成倍增长，没有任
何一个省份被排除在这个战略之外。伟大的中国人民
重获了民族创造力，而这个创造力曾经一直辉煌到 18
世纪。如今中国又位列世界创新国家的前茅。

拉法兰说：“习主席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他根植于
中国土地与文化，善于很快适应国际形势，并能领导
中国在世界舞台发挥重要作用。关于他的外交思想，
我马上想到他的多边主义及发挥联合国作用等主张，
这对世界平衡至关重要。习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
倡议表明他非常重视欧亚战略，这为世界的发展带来
了活力，凸显他具有全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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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无阻，与中国同行
李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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