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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埃及使馆文化参赞兼开罗

中国文化中心主任 杨荣浩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序言： 

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阿拉伯文版正式出版。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系

列书中，习近平主席科学把握人类文明进步大势，深刻阐明

“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观，真诚倡导“和而不同”的文

明交流互鉴准则，郑重宣释相互尊重、和谐共处的中国理念，

为世界和平发展进步开辟了新路径，为绘就人类文明美美与共

的命运共同体画卷凝聚了新共识。作为中国驻埃及使馆文化参

赞兼开罗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我愿意把这本书推荐和赠送给埃

及朋友，尤其希望把中国政府关于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加

强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政策和工作指导原则与埃及朋友们分

享。 

第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兼收并蓄，是与其他文明不

断交流互鉴形成的文明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

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历史是最好的

教科书，它如实记录了每一个国家走过的足迹，也给每一个国

家的未来提供了彰往察来的深刻启示。透过历史的长镜头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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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我们看到的是一幅繁荣多彩的美丽画卷，中华文明

是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其中凝结着不同文明和谐发展、和

平共处的基因和密码。在中华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无论宗派流

派如何众多歧异，都能经过一代又一代思想家的努力，兼综和

合、融会贯通，最终形成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多元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化为推动中国历史前进的

强大精神力量。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

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在

日益开放的当今世界，我们应该对人类文明成果保持海纳百川

的胸襟，撷百家之精华，融各方之优长，把握时代大势，着眼

民族梦想，放眼世界未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焕发古老文明旺盛的生命力。 

第二，世界文明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 

2016年，习近平主席曾在阿盟总部的演讲中表示，文明

具有多样性，就如同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一样，一同构成我们

这个星球的生命本源。中东是人类古老文明的交汇之地，有着

色彩斑斓的文明和文化多样性。中国将继续毫不动摇支持中

东、阿拉伯国家维护民族文化传统，反对一切针对特定民族宗

教的歧视和偏见。 

  在浩瀚的人类历史长河中，各个民族所创造的不同文明各

有千秋、各具姿容。正因如此，人类文明的百花园才会姹紫嫣

红、生机盎然。今天，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

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共同构成了绚烂多彩的人类文明图

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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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多彩的文明图谱是怎样形成的？习近平主席指出，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每

一种文明都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历史背景、民族传统中生长

起来的，体现着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代表着一方文化的沃土

和绿洲，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亚洲的黄河和

长江流域、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以及非洲的尼罗河

流域就孕育了众多古老文明，彼此相得益彰，使人类世界呈现

出万千姿态。 

第三，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需要相互尊重 

习近平指出，“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

流互鉴的前提”。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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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应该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

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 

  人类社会每一种文明都彰显着思想之美、生活之美、创造

之美，每一种文明都有其独特意蕴，都是历史长河中人类智慧

与劳动的积淀，是人类的精神瑰宝，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非要说一种文明比另一种文明优越，并不符

合事实，不可能得到全世界人民的认可。某些西方学者人为地

把文明划分为三六九等，鼓吹“文明冲突论”，搞唯我独尊、

文明歧视那一套，只会制造矛盾与冲突，阻碍人类社会前进的

步伐，最终也会伤及自己，导致自身封闭与孤立。 

习近平指出，傲慢和偏见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

碍，如果居高临下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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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学习这种文明的优秀成果，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

现实一再启示我们，只有抛弃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打破文明隔

膜的坚冰，秉承平等谦逊、虚怀若谷的态度对待各种文明，在

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一种文明才

能不断获得发展与进步。 

    第四，文明互鉴应超越文明冲突 

历史上，宗教的纷争、族群的对立、文化的冲突往往是

战争爆发和持续的根源。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地区矛盾激

化、恐怖主义活动频繁，西方有人甚至就此提出所谓的“文明

冲突论”，认为文明的冲突将成为全球政治的主宰。“文明冲

突”真的不可避免吗？这个世界怎么了？我们应该怎么办？对

此，习近平主席曾作出过这样的回答：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

力在于文明的包容互鉴，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

“文明冲突”，呼吁人类社会携起手来，建立文明和谐、和平

发展的美好世界。他还指出，“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

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

宽阔的胸怀”。其中，“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是他反复强调的理念和主张，也是中国

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根本遵循。 

    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的孙子子思曾在《中庸》一书中写

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让人类创造的

各种文明交相辉映，让各种文明和谐共存，让人人享有文化滋

养，是全人类共同的责任。然而，有的人总是看不惯别人与自

己的不同之处，千方百计想去改造、同化其他文明，甚至企图

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这是当今世界不同文明交往共同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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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突出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动荡不安的重要原因。 

    对此，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

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正像不能要求所

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一样，也不能强迫有着不同文

化、历史、国情的国家都倒向同一种文明，走同一条道路，采

用同一种制度模式。强制破坏文明多样性、建立单一文明的做

法都是不可取的，也不可能成功，只会适得其反，给世界带来

深重灾难。 

近年来，一些国家冲突不断、民众流离失所，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被强行植入外来制度模式，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水土

不服。这些惨痛教训再次说明，在不同文明相处的问题上，在

道路选择、制度选择的问题上，生搬硬套、削足适履是十分有

害的。正确的做法是秉持开放包容精神，通过沟通、对话和协

商，以文明共存超越歧视，以文明交流突破隔阂，以文明互鉴

化解冲突。 

 

    第五，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古往今来，幸福美好的生活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梦想。

在数千年文明发展史上，人类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成果，但战争

和冲突也从未远去，让世人经历了无数的苦难，付出了惨痛的

代价。历史一再证明，没有文明交流人类就会彼此隔阂，没有

相互尊重人类就难以和平共处，没有世界和平人类就难以向前

发展。 

  当今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习近平指出，“当

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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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命运共同体”。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

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

进，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的又一个高峰，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

从未像今天这样紧紧相连。 

  同时，人类也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

时代。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发展鸿沟日益突出，兵戎相见时有

发生，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

威胁持续蔓延。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

是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 

  怎样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习近平主席用文明交流互

鉴的两个“应该”，指明了解决之道，即“我们应该推动不同

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

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

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供

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合则强，孤则弱。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

界。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和而不同”才是最好的相处

之道。“和”是多元统一的整体，包含着“不同”，包含着差

异，包含着创新，所以生生不息。 

    最后，中埃两国应在世界文明对话中发挥引领和示范作用 

在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的战略擘画和亲自引领下，近

年来，中埃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快速发展，中埃政治互信更

加巩固，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团结抗疫亮点纷呈，中埃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成为中国同阿拉伯、非洲、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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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共赢的典范。 

埃及拥有悠久灿烂的文明，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文明古国

之一，与中华民族有着天然的文明契合点，两国在丝绸之路时

就建立了友好交往，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早在中埃建交

前的1956年3月，包尔汉率首个中国文化艺术代表团访埃，两

国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埃及共和国文化合作协定》，开启

了中埃文化交流合作新纪元。建交以后，两国始终以文明交流

互鉴为桥梁纽带促进双边合作，66年来两国传统友谊不断巩

固，文化交流日益密切。2002年10月，新世纪中国在海外开设

的第一个大型文化中心——开罗中国文化中心正式运营，为全

面推动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巩固深化两国人民友谊和双边关

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此后，中埃两国文化、旅游、文

物、青年、体育、广播电视等领域交流与合作亮点纷呈，特别

是2016“中埃文化年”的举办，对两国文化关系发展具有跨时

代意义。当年，习近平主席和塞西总统共同出席了“中埃文化

年”开幕式，并为闭幕式致贺信。中埃双方在两国25个省市举

办了涵盖文化艺术、图书、广播电影电视、思想对话、青年教

育等各领域交流活动，两国文化关系进一步深入。 

疫情爆发以来，两国政府始终相互支持、通力合作、两

国人民风雨同舟、守望相助。2020年3月1日晚，在塞西总统亲

自部署下，埃及三大世界遗产地开罗萨拉丁城堡、卢克索卡尔

纳克神庙和阿斯旺菲莱神庙同一时间点亮五星红旗支持中国抗

击疫情。这一历史性时刻真切印证了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中

埃友好情谊。2019年，习近平主席在会见赛西总统时曾表示，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埃及关系……中方始终支持埃及探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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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持续密切人文交流。塞西总

统表示，埃及愿借鉴中国发展成功经验，将自身发展规划同伟

大的“一带一路”倡议紧密对接，深化广泛领域合作、深化非

中友好合作关系。 

塞西总统曾多次强调宗教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性，曾在

2022年1月提出，埃及是人类文明的起点和摇篮，具有开放包

容、多样性和多元化特点，具有爱和包容的价值观。 

埃及文化部长伊纳斯也多次表态，指出文化软实力作为

全球统一语言将发挥重要作用并沟通国与国的交流，文化外交

将在不同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中发挥有效作用，同时文化外交

也是宣介埃及文明和艺术、推动世界国家和人民分享不同文化

价值观和不同创作表达方式的重要手段。 

开罗作为世界多元文化的代表，政府高度重视开展国际

文明对话，民众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普遍较高。随着埃及社会经

济的不断发展，在政府和人民的勤奋努力下，为世界呈现了诸

多文明奇迹和文化盛宴，相信开罗作为2022年世界伊斯兰文化

之都，将进一步焕发文明的光彩。 

总而言之，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和平与发展依然是

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做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将

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同世界各国人民和

谐共处，推动建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共

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