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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郑汉根

文脉同国脉相连，文化孕育民族气
质。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从整体上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作出了重
大战略部署。在世界舞台上，中国人也
正创新性地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为
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发展的动力，中国
智慧日益彰显出世界魅力。

当今世界并不平静，地区动乱、恐
怖主义、南北差距扩大等诸多问题困扰
世界，排他性、对抗性等思维还有不小
市场。东西方许多人士都认识到，破解
世界发展进程中的许多问题，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许多优秀精神，有其重要时代
价值。法国前总理拉法兰认为，在当前
全球治理中，中国的文化和思维能够带

来积极影响，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地参与
国际事务。

不同于世界上一些排他的、零和博
弈的思维和搞国际关系“小圈子”的做
法，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社会观，

“周而不比”的精神态度，和衷共济、合
作共赢的智慧理念更有利于世界的和
平、发展与繁荣。

针对全球发展过程中遭遇的种种
问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提出的方案
以及付诸的行动，也都表现出优秀传
统文化的内蕴，是对传统精神创新性
发扬。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
各国带来更多发展机遇，主张全球治理
中实现共商共建共享，与世界各国广泛
建立伙伴关系，坚持推动通过对话谈判
解决地区争端，主张各种文明平等交
流互鉴，都体现出“兼善天下”“以和
为贵”“谦冲包容”等传统文化精神。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集中寄托

着 中 国 人 “ 天 下 大 同 ” 的 深 切 期
盼。

虽然身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发挥
关键作用，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巴
黎协定》签署和生效；在保护主义思维
阻碍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时候，中国坚
定支持经济全球化并提出相关方案；中
国设立“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加对最
不发达国家投资，努力促进全球可持续
发展目标落在实处⋯⋯在关乎人类福
祉的事业上，中国人尽己所能，体现出

“以义为利”的传统情怀。
很长时间以来，许多国际有识之士

都认识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利于
世界长远发展与和平。英国著名历史
学家汤因比曾说，作为“一直是以和平
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
中华文明将“为未来世界转型和 21 世纪
人类社会提供无尽的文化宝藏和思想
资源”，中华文明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

和平”。
回溯历史，中国文化长久以来对世

界产生着积极影响。唐宋以降日本和
韩国等周边国家纷纷学习借鉴中国文
化、中国四大发明助推欧洲文艺复兴、
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影响等
等历史广为人知。更需要指出的是，中
国文化对世界的积极影响，从未以强加
的方式进行，而是以其自身魅力，以其
符合人性根本追求和人类和平发展的
深厚内涵，赢得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好感
和借鉴。

当前，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赢得国
际社会瞩目，获得广泛点赞，彰显着中
国道路和中国精神的力量。放眼世界，
中国文化精神也将伴随着中国人真诚
与世界各国平等交流、共同发展的努
力，更加广泛深入国际社会人心，为世
界带来和谐共生的美好前景。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

中国智慧日益彰显世界魅力

2 月 9 日，在新西兰奥
克兰，市民在元宵灯节上
留影。当日，新西兰奥克
兰元宵灯节举行开幕式。
新西兰副总理葆拉·贝内
特在开幕式上向当地华人
祝贺新年，并对来到新西
兰的中国游客表示欢迎。

新华社记者 宿亮 摄

新西兰奥克兰
元宵灯节开幕

中国科考队员在利用 A 型架向海底放入重力柱取样器。日前，随着“雪龙”船
艉甲板完成三道线缆和气枪的收回工作，第 33 次南极科考队罗斯海区域海洋地
质与海洋地球物理考察作业圆满完成。在此期间，科考队首次完成罗斯海东部和
罗斯冰架前缘断面地质调查，这也是中国在南大洋完成的最高纬度调查作业。

新华社记者 荣启涵 摄

南极科考队完成罗斯海区域高纬度断面调查

新华社柏林 2 月 8 日电 （记者
严锋）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近日在
德国《星期日世界报》发表署名文章表
示，中德加强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具
有巨大现实意义，可以向世界发出合
作、和平与稳定的积极信号。两国应
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促进全球贸易自
由化和投资便利化，明确反对各种形
式的保护主义。

在这篇题为《中德合作共同致力
于世界稳定和自由贸易》的文章中，史
明德表示，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
际贸易和投资低迷、多边贸易体制受
到冲击。世界往何处去，是开放还是
保守，是合作还是封闭，这些问题引发
各方深刻反思。

史明德表示，中国将继续坚持改
革开放。中国绝不会关上国门，而且
会越开越大。全球化是一个客观存
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进程。企
图阻止全球化是徒劳的，封闭孤立甚
至以邻为壑更是有害的。各方需要的

是同舟共济，合作共赢。
关于中德关系，史明德表示，中方

愿意进一步加强两国经济、贸易和投资
合作。目前在华德企共 8200 余家，累
计投资超过 600 亿欧元。而中国对德
投资刚刚开始，存量不足 80 亿美元，占
外国对德直接投资的比例不到 1％。

史明德说，中方将进一步打造开
放型经济，营造良好的法治、政策和市
场环境，为包括德国企业在内的外国
企业提供更多投资机会。中方也期待
德国对中国投资采取更多包容和开放
态度，采取更多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
措施。双方完全可以通过谈判、协商，
照顾彼此关切，解决贸易摩擦。

史明德表示，在新的一年，中方作
为 G20“三驾马车”成员，将大力支持
德方主办一届成功的汉堡峰会。中方
期待着与德方继续保持密切合作，为
推进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创造新机
遇，向世界发出更多合作、开放、和平、
共赢的信号。

中国驻德大使呼吁中德携手
维护世界稳定和自由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