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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是民心相通的金钥匙。在中国国
家主席习近平赴日本大阪出席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之际，中日人文交
流掀起一股新高潮。文化相近，文缘相通，交流
紧密，中日民众的心因此越贴越近。

“中国文化是日本的学习范本”

几名老者优雅地演示着日本茶道的各道
仪式，其后墙上挂着的中国书法让这一幕更添
古雅之意；两名年轻日本女子在两盏印有“褔”
字的大红灯笼前，一人弹奏吟唱，一人翩翩起
舞……走进 G20 大阪峰会新闻中心的关西传
统文化展示区，迎面扑来的“日风”之中清晰可
见中国文化的深刻印记。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见到本报记
者，一身和服的饭井宗克脱口而出这句中国古
语。学习日本茶道15年的他，是茶道里千家淡
交会大阪西支部副支部长，对日本茶文化熟稔
于心。“当年，日本僧人空海留学唐朝，将茶籽、
制茶技艺和饮茶习惯带回日本。直到今天，以
茶待客仍是中日两国茶文化的共通之处。”

日本关西推进协力协议会企画部部长居
轩正史向本报记者介绍，不仅是茶道，在展
示区展出的其他不少关西传统文化，都与中
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日本一直都将
中国文化作为学习的范本。因为文化交流，
我们有了更好的心灵沟通。”

而今，这股始于千年之前的中日文化交流
活水依旧源源不断。“中国动漫日本行——从
水墨中来”、“中国主题图书展销月”、“共建开
放型世界经济国际论坛”、“友好之轮和美世
界”朱鹮文化展……近日，多场中日人文交流活动陆续在大阪举行，
民心相通、文化相知的氛围更加浓郁。

“这几天，我在大大小小的活动现场亲身感受到中日两国在文
化、经济、学术、民间名等各领域的交流呈现前所未有的升温。”日本
中日新报新闻社总编孙莉对本报记者说。

财团法人日本京都中国书画院理事长谢春林也向本报记者感慨，
习近平主席此次赴日参加G20大阪峰会，给中日文化交流带来一缕春
风。“我们期待以文化为媒介，将两国各层面合作推向一个新高度。”

更多日本青年因为中文爱上中国

走在大阪，无论是在机场、商店，还是G20大阪峰会的新闻中心，
不时可以听到当地工作人员熟练地用中文向中国宾客打招呼。在日
本，学习中文正成为一阵热潮。在这其中，日本青年的身影尤其活跃。

日前，习近平主席给在“熊猫杯”全日本青年征文大赛中获
奖的日本青年中岛大地复信，希望中日两国青年加强交流互鉴、
增进相互理解、发展长久友谊，为开创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
作出积极贡献。

中岛大地在大学时学习中文，研究中国文学，并且经常参与日
中交流活动。中国文化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像中岛大地这样
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青年不在少数。据悉，自2014年创办以来，“熊
猫杯”全日本青年征文大赛吸引日本全国 47个都道府县 2500余人
次参加。

语言相通让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更加顺畅。对此，在日从事
中文教育的华侨华人感触深刻。“如今，日本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开
设了中文课程，学生选学中文非常普遍。”曾在日本东洋大学教授
中文的华侨庄旭告诉记者，这意味着越来越多日本青年了解中
国、喜欢中国，在学习和工作中加深了同中国人民的友谊。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两国友好的根基在民
间。青年更被寄予厚望。”在日本大阪华侨总会会长赵知理看来，推
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是华侨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日本神户中华同文学校校长张述洲深有同感：“习近平主席的
这封回信激励我们更加坚定在日推行中文教育的信念。中日友好
根在民间，中日未来望于青年。” （本报大阪电）

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委员会 （议会上院）
6月26日全票通过了关于俄暂停履行 《中导条约》的
法案。该文件规定，俄罗斯暂停履行 《中导条约》。
文件还确认，关于俄罗斯恢复履行条约的决定将由总
统作出。法案从正式公布之日起生效。

相继退出

2019 年 2 月，美国宣布暂停遵守 《中导条约》
并启动退约程序。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表示，如果俄罗斯不恢复全面履行该条约，条约
将在 6 个月后终止。普京随即表示采取对等回应，
并于 3 月 4 日签署终止命令。6 月 26 日，俄罗斯联邦
委员会 （议会上院） 通过了暂停履行 《中导条约》
的法案。

“《中导条约》的全称为《苏联和美国消除两国
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由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
戈尔巴乔夫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于 1987 年 12 月
8 日在华盛顿签署，并于 1988 年 6 月 1 日生效，是美
国和苏联签署的一项重要军控条约。该条约禁止双
方试验、生产和部署射程 500 至 5500 公里的陆基巡
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并且已经生产并部署的导弹必需
尽数销毁。”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研究员沈骥如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介绍，“美苏签署

《中导条约》 这一举动曾被认为是冷战高峰时期的降
温之举。”

各有算盘

美国表示率先退出是因俄罗斯的违约行为。据路
透社报道，美国指控俄罗斯9M729型导弹违反了《中
导条约》。但俄罗斯称，该导弹的射程使其不受 《中
导条约》管辖，并指责美国在制造虚假借口，以便研
制新型导弹。

“美国先提出暂停 《中导条约》 主要有三个原

因”。沈骥如指出，第一，美国战略关注发生变化，
不但关注欧洲，而且要关注中东及西太平洋地区，而

《中导条约》 束缚了美国研制中程导弹的权利，所以
此举是为其发展中程导弹松绑。第二，美国想借此降
低核武器的使用门槛，发展战术核武器，加强在地区
事务中的战略威胁力量。第三，随着苏联解体，俄罗
斯备受经济衰退的困扰，但是国防仍是国家建设的重
中之重，其军事力量依然强大。因此，美国想要进一
步加强对俄罗斯的核优势。

与美国相反，俄罗斯曾试图维护 《中导条约》。
据俄罗斯卫星通信社报道，联合国大会没有通过俄罗
斯提交的有关支持维护《中导条约》的决议，其中有
43个国家支持，另有包括美国、加拿大、乌克兰以及
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国家投出 46 个反对票，还有 78 个
国家弃权。“此次俄罗斯通过暂停履行 《中导条约》
也是无奈之举。”沈骥如认为。

后果严重

在美国提出暂停履行《中导条约》后，德国《萨
克森报》 曾说：“这个日子将作为军控和裁军历史上
黑暗的一天载入史册。”

据法新社6月26日报道，北约批准了一系列政治
和军事措施，以加强对有争议的俄罗斯新导弹系统的
防御。

“《中导条约》一直发挥着欧洲安全‘稳定器’的作
用，一旦被终结，后果很严重，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
应。”沈骥如分析：首先欧洲的安全失去了保障，欧洲地
区皆在俄罗斯中短程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因此欧洲
国家将纷纷进行导弹研究，会导致新一轮军备竞赛。
其次，严重损害全球核裁军进程。另外，防范核恐怖
主义和核扩散的压力也不断增加。毋庸置疑，美俄掌
握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核武器，在全球核军控中发挥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如今两国相继退约，在核军控
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将导致全球核军控体系不稳
定，对世界安全造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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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俄《中导条约》真冻结了
尚 玮

“每一条举措都让人高兴”

在6月28日的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
在近期采取措施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出若干重大举
措，加快形成对外开放新局面，具体包括进一步开放
市场、主动扩大进口、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全面实施
平等待遇、大力推动经贸谈判。

“每一条举措都让人高兴地看到中国正变得越来
越开放，也让外国投资者对于赴华投资更有信心。我相
信，如果这些举措一一落实，欧盟会有更多投资流向中
国。”德国《商报》总编辑斯文·阿菲普在 G20大阪峰会
国际新闻中心第一时间观看习近平主席讲话的直播
后，与本报记者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日本丽泽大学客座教授三潴正道多年来致力于翻
译中国图书。6月23日，G20大阪峰会举行前夕，他
翻译的《平易近人——习近平的语言力量》日文版在
日本举行了新书发布会。谈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他
表示，世界迎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全球一体化是大
前提，而中国的开放政策则为此提供了保障。“我们
期待这些举措切实落地。”

“中国承诺建立开放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这为
全球经济增加了更多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国际治理创
新中心高级研究员保罗·布鲁斯坦说。

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认为，在中美经贸摩
擦引发各国担忧的背景下，习近平主席的一席话给了
世界一颗定心丸。“习近平主席宣布的五大措施，向世
界表明的不仅是中国进一步开放的决心，还有中国融
入世界经济、遵循规则的态度。可以预计，五大举措的
发布将让在华外资企业更加安心，也让更多外资企业
对中国市场更有信心，期待分享新的中国政策红利。”

“五大举措与习近平主席近年来在博鳌亚洲论
坛、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场合宣布的进一步扩大开
放的重要举措高度一致，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
稳定性，也展示了对中国经济持续稳中向好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自信。”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王磊表示。

“‘中国方案’起到中流砥柱作用”

“过去，我们拥有一个各国可以相互协商的多边
体系。但是现在，这个体系正处于崩溃的边缘。”在
聆听完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后，保罗·布鲁斯坦认为，
中国将在反对保护主义、推动全球经济复苏方面扮演
重要角色。

日本 NHK 在线报道称，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呼
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在保护主义蔓延的背景下管控分
歧，寻求共同点。报道指出，世界经济正面临更多的
风险和不确定性，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为解决这一世界
难题提出了“中国方案”。

“这份‘中国方案’不仅阐释了中国对世界经济
与贸易现状的分析，还提出了维护世界贸易秩序的
原则。在各国对世界经济前景日益担忧的当下，这
一方案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徐静波表示，中国
对于多边主义的倡导和践行，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开放
型世界经济，并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构建合作互惠
的世界。

外界颇为关注的还有，在此次 G20 大阪峰会期
间，习近平主席出席了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俄印
领导人会晤，主持中非领导人会晤，就深化新兴市场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合作、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等重大问题加强沟通协调。不少国际人士认
为，这有助于进一步凝聚支持多边主义的共识和力
量，推动国际合作。

“这一系列‘特色小多边’活动为多边主义增添了
崭新内容，以务实合作锚定了多边主义应对前所未有
重大挑战的基础。”王磊指出，中国维护多边主义、反对
贸易保护主义，反映了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体的真实
心声和强烈愿望，因此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极为广泛的
认可和支持。

“中国和日本分别是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作
为自由贸易体制的受益者，两国有责任携手各国共同
坚持这一体制，解决各大全球性问题。”日本大阪产业
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康林表示。

“为G20机制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关键是要弘扬伙伴精神，本着相互尊重、相互
信任态度，平等协商、求同存异、管控分歧、扩大共
识。”讲话中，习近平主席呼吁二十国集团成员在关
键时刻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把准航向，为市场增强
信心，给人民带来希望。

对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本次峰会中一系列会晤
与共识彰显出中国始终发挥负责任大国的建设性作
用，中国在G20机制中展现的担当值得点赞。

“中国展现的姿态为今后各国更好地开展合作带
来了希望。”三潴正道表示，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等方面的努力有利于世界各
国，赢得人心。“‘和而不同’的包容理念让中国为世界
所信赖。”

在徐静波看来，虽然此次 G20 峰会不在中国举
行，但是中国倡导维护多边主义、反对保护主义的呼
声得到绝大多数与会国家与国际组织首脑的赞同，成
为此次峰会的主旋律。“中国事实上在此次峰会上担
负了舆论导向的重任。”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20研究项目主任约翰·科顿关
注G20峰会已10年有余，中国在G20平台发挥的作用
正是他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中国为G20机制可持续
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了
关键作用。”他说。

王磊认为，在G20这一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和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上，中国扮演着重要而多
元的角色。“中国是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最重
要代表，是多边主义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经济体系
的坚定支持者，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建设性改革
的积极推动者，是世界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贡献者，是以务实举措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
济的引领者。”

（本报大阪电）
上图：G20大阪峰会新闻中心。

翁奇羽（人民视觉）

习近平主席G20大阪峰会讲话引发强烈反响

“中国方案”为世界经济拨云去雾
本报记者 严 瑜

连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8日
在G20大阪峰会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和贸易
问题的重要讲话引起国内外各界持续关注和
热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多名中外学
者、媒体界人士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的讲
话尽显大国风范与大国担当，为世界经济和
全球治理把准航向，注入强劲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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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水稻种植季开始
6 月 30 日是尼泊尔的阿萨尔

潘德拉节，即“全国水稻日”，标志
着水稻种植季的开始。尼泊尔民
众以在稻田里“滚泥巴”沾得满身
泥泞的方式来庆祝这一节日，预祝
丰收。

图为在尼泊尔塔丁，人们在一
处稻田参加庆祝活动。
苏尼尔·夏尔马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