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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进：全球化时代，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为文明交流插上了科技翅膀。
●尤里·塔夫罗夫斯基：推动文明交流，需要破除阻碍民间交往的人为壁垒。中国在

这方面树立了典范，为推动民间交往作出了大量努力。

●格拉登·帕平：加强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纳赛尔·布希巴：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和包容性增长，国际社会绝不能采取封闭和

对抗的态度，而应真诚开展交流与对话。

文明交流互鉴，有利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尤里·塔夫罗夫斯基：2024年世界文明对话取得积极成果。相信随着交流互
鉴，世界对中华文明的兴趣将日益浓厚。

●布萨尼·恩格卡维尼：2024年，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取得长足进展。世界
越来越认识到，需要多种文明共存、合作，为解决全球性挑战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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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世界见证了文明对话的魅力。
这一年，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中法文化旅游

年、中俄文化年精彩纷呈；尼山世界文明论坛、良渚
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激发共鸣；联合考古项目、文
化遗产合作、跨国艺术展览持续展开……这一年，不

同文明平等对话、互学互鉴，为世界文明百花园带来
勃勃生机。

近日，本报对话多位中外学者，回顾2024年全球
文明的多彩画卷，解读当前国际环境下，不同文明和
合共生的深远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
研究所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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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里·塔夫罗夫斯基

南非国家行政学院院长  
布萨尼·恩格卡维尼  

 匈牙利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格拉登·帕平  

    摩洛哥非洲中国合作与发展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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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世界文明百花园生机盎然
本报记者  林子涵  李嘉宝

2024 年，全球文明对话斐然成章。亚太
经合组织第三十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
与会代表在多元文化交融的秘鲁，探讨文明
交流对区域合作的意义；第 78 届联合国大会
协商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
日决议，明确所有文明成就都是人类社会的共
同财富；经过全球合作、联手修复，巴黎圣母院
再度敞开大门，在塞纳河畔敲响钟声……

2024 年，中外人文交流成果丰硕。开年
之初，“璀璨波斯”展览亮相故宫午门东雁翅
楼，一方拉杰瓦迪纳彩龙纹釉砖，展示了中
国与西亚古代文明的相遇相知；红海之滨，
中国埃及联合考古队合作发掘，让尘封的孟
图神庙渐现往日神采；如约而至，超过万名
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为中美人文交流
打开新的窗口……

一年来，精彩的文化年、艺术节、博览
会、展览会等人文交流项目紧锣密鼓，民间
组织、智库、媒体、青年交流不断深化，奏

响文明交流对话的乐章。
布萨尼·恩格卡维尼表示，2024 年，不

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取得长足进展。这一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了有关世界文明多样
化的专题会议，金砖国家进行了有关多元文
化合作的讨论，中非合作论坛提出实施文明
互鉴伙伴行动。“这一年，世界越来越认识
到，需要多种文明共存、合作，为解决全球
性挑战作出贡献”。

徐进表示，2024 年，全球不同文明间的
交流对话呈现积极活跃态势。不同国家、地
区和文明之间通过多种形式促进了文化交流、
互鉴与融合，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

“不久前，‘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
年的社会实践’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象征着 2024
年世界文明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尤里·塔夫
罗夫斯基说，春节“申遗”成功，不仅代表

了国际社会对中国传统历法的了解和认可，
也体现了一种对中华文明的全球性尊重。

尤里·塔夫罗夫斯基分享了一个生动细
节。“此时此刻，俄罗斯商店和街道已经挂起
农历蛇年元素的装饰，电视和网络节目也对
农历蛇年的年夜饭和新年服饰展开讨论，这
是不同文明交流、交融的一个例证。”他说，
文明交流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促进了不同
国家民众相知相亲。“相信随着交流互鉴，世
界对中华文明的兴趣将日益浓厚”。

“越来越多国家看到了文明对话的力量。”
格拉登·帕平表示，许多国家正在共同努力，
通过交流和对话，增进互信与合作。“今年是
匈中建交 75 周年。匈牙利举办了丰富多彩的
文化活动来庆祝这一时刻。我们看到，文明
间的交流对话，正在带动全球东西方、南北
方在外交、文化、体育、教育等领域的更多
互动”。

全球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对话呈现积极活跃态势

    今年 6 月 10 日是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
从德国的美因河，到斯洛文尼亚的卢布尔雅
尼察河、毛里求斯首都路易港，火热的龙舟竞
渡在多地上演，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速
度与激情”中，感受文明交流交融的魅力。

这一天，也是联合国设立的首个文明对
话国际日。由中国提出的设立文明对话国际
日的决议通过后，14 个国家参加决议核心小
组，83 个国家参加联署，联合国文明联盟、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表示高度赞赏。
2023 年 3 月，中方提出全球文明倡议，

向世界发出深入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人
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真挚呼吁。仅今年一年，全
球文明倡议已写入中国与巴基斯坦、阿联酋、
巴林、突尼斯、埃及等多个国家的双边文件。

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表示，中华文明拥
有包容性，这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
史取向，也决定了中华文化有对世界文明兼

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彰显了中

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体现了对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坚定遵循。中国知行合一、言
出必行，全球文明倡议将使世界变得更美
好。”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说。

“全球文明倡议蕴含的和平理念，体现
了中国外交政策的优良传统，在促进不同文
明交流互鉴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纳

赛尔·布希巴表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
势，中国主张通过对话解决矛盾，通过交流
增进信任，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树立典范，
中国的倡议与行动将激励更多文明对话。

徐进表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尊重世界
文明多样性，重视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弘扬
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国际人文交流合作，
有助于打破文明隔阂，凝聚全球共识，激发
各国文化的创造力和活力，为国际社会携手

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
型国际关系注入更多能量。

布萨尼·恩格卡维尼表示，全球文明倡
议代表了对文明多样性的尊重，鼓励不同文
明共存与合作，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南非欢迎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及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支持中国为改
善全球和平与安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推动
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作出贡献。相信中国将积
极推动三大全球倡议的实施。南非期待与中
国及其他国家一道，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正、
和平与繁荣的世界。”布萨尼·恩格卡维尼说。

格拉登·帕平表示，世界亟待国际交往
模式变革，这一模式需要以和平为指导原
则。中国的全球文明倡议正是对这一时代需
求的深刻响应。全球文明倡议植根于中华文
明土壤，体现了和平理念。“各国前途命运
紧密相连的当下，世界呼唤和平而非战争。
希望在和平理念下，文明交流对话持续蓬勃
开展，为国际局势带来稳定性力量。”

世界需要多层次、多渠道的文明交流对话

在孔子故乡山东曲阜，驻华使节、国际组织
代表、知名学者等中外嘉宾齐聚尼山，参与第十
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在北京，中美各界人士在
鼓岭论坛会面，共叙中美人民跨越山海的友好佳

话……2024 年，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不断
汇聚中外友好合作的力量。

    “今年以来，匈中保持密
切沟通与交往。匈中两国间航

班频次增加、联系更加紧
密。匈牙利热烈欢迎来

自中国的游客。”格拉
登·帕平说，从高层
对话，到民间交往，
世界需要多层次、多
渠道的文明交流对

话。这是增进互信、
避 免 冲 突 的 有 效

途径。
“2024 年的世界文明

交流取得积极进展，但挑
战依然存在。实现不同文明

间真正的平等与相互尊重，我们
仍有大量工作要做。”布萨尼·恩格

卡维尼说，“在微观层面，各国或可从
教育着手，推动建设尊重其他文明的教育体

系，‘从娃娃抓起’，培养民众尊重多样文明的
意识。在宏观层面，‘全球南方’国家可加强文化
外交，通过学术项目合作、举办文化节和参与文
化遗产保护等形式加强互学互鉴。在国际舞台，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东盟等
多边机制和平台也可发挥积极作用，切实增强

‘全球南方’的代表性、话语权和影响力，在促进
团结合作的同时，展示‘全球南方’文明的丰富
多彩。”

“推动文明交流，需要破除阻碍民间交往的
人为壁垒，鼓励更多留学生往来、举办更多文化
艺术活动、为国际游客提供更多签证和便利措施
等。中国在这方面树立了典范，为推动民间交往
作出了大量努力。”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说。

当下，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技术飞速发
展，人类文明对话有了更便捷的条件。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方法多种多样。”徐进
认为，全球化时代，互联网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
展为文明交流插上了科技翅膀。借助社交媒体平
台，人们可以更快捷地了解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
明成果。

在纳赛尔·布希巴看来，推动文明互鉴、
理性对话，学界交流对话必不可少，学术机构、智
库、学者需承担起沟通的使命。前不久，纳赛尔·
布希巴飞往中国广州，到访中山大学区域国别研
究院，就摩洛哥与中国关系进行研讨交流。“中山
大学是我的母校。未来，希望开展更多科研合作，
为摩中对话贡献智力支持。”他说。

“随着交通发展、网络进步和人工智能的突
飞猛进，人类文明交往从未如此密切。通过多渠
道、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世界文明有望真正实
现互联互通、同舟共济、命运与共。”尤里·塔夫罗
夫斯基说。

●纳赛尔·布希巴：中国积极主张通过对话解决矛盾，为不同文明和谐相处树
立了典范。

●格拉登·帕平：世界呼唤和平发展。中国的全球文明倡议是对时代需求的深
刻响应。

中国的倡议与行动将激励更多文明对话

▲▲1212月月1515日日，，在法国巴黎圣母院前在法国巴黎圣母院前，，几位中国几位中国
福建演员表演布袋木偶戏福建演员表演布袋木偶戏《《巴黎圣母院巴黎圣母院》。》。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高高    静静摄摄

▼ 6 月 22 日，
几名俄罗斯演员在
海南海口演出。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66月月2626日日，，参加参加““鼓鼓
岭缘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的嘉中美青年交流周的嘉
宾宾 （（右右）） 展示剪纸作品展示剪纸作品。。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秦秦    朗朗摄摄

制图制图：：李嘉宝李嘉宝

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
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 指出，“文化多
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
就 像 生 物 多 样 性 对 维 持 生 物 平 衡 那 样 必 不
可少。”

“世界文明是一曲交响乐章。”尤里·塔夫
罗夫斯基说，“每一种文明都深植于其独特的
土壤，拥有独特的价值。我们应当珍视文明之
间的差异，认识到文明多样性是客观事实。我
们完全可以欣赏其他国家的文明成就，倾听不
熟悉的语言和音乐，品尝异国食物和饮料，学
习其他国家古代智者和当代思想领袖的著作。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警惕这样一种思维倾向
——出于对其他文明的无知和误解，贬低其他

文明，并以此作为掠夺和战争的借口。”
当今世界，国际局势波谲云诡，地区冲突

持续不断，人道主义危机频发，“文明冲突论”
“文明优越论”的旧论调沉渣泛起，仍在给世
界和平发展造成威胁。

“当今世界需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和共

同目标，鼓励对话而非对抗，鼓励合作而非零和
博弈。文明交流对话有利于消除刻板印象、消除
误解和不信任。”布萨尼·恩格卡维尼说，“文明
交流互鉴，有利于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
的和谐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学互鉴，是维护
国际公平正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纳赛尔·布希巴表示，今年举办的多场国
际多边会议均强调，文明交流互鉴是应对全球
性挑战的重要途径。10 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
十六次会晤发表喀山宣言，重申金砖国家人文
交流对增进相互理解、友谊和合作的重要性，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和
包容性增长，国际社会绝不能采取封闭和对抗
的态度，而应真诚开展交流与对话。”他说。

格拉登·帕平表示，世界不能重走集团政
治与集团对抗的老路。这是发展中国家与新兴
国家的普遍共识。

“现在，仍有人抱着零和博弈的心态，大
谈‘文明冲突’，但这早已不符合世界的大势。
加强相互理解和文化交流，对维护世界和平稳
定至关重要。”格拉登·帕平说。

▲▲88月月 3030日日，，在湖南中非经贸博览在湖南中非经贸博览
会常设展馆安哥拉馆会常设展馆安哥拉馆，，非洲志愿者展示非洲志愿者展示
非洲鼓非洲鼓。。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陈思汗陈思汗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