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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和谐”的真理为
根本，尊重和接受多
元文化，尊重各国、
各民族按照自己的情
况与需求选择生存与
发展道路，各种文明
之间互鉴互补互助，
共同进步。这种和谐
文化思想观念，在中
华民族发展史上得到
了 很 好 的 继 承 和 发
扬。

当 今 中 国 所 提
出、倡导和践行的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生态文明思想、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理
念、全球发展倡议，
都是在追求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
和谐的目标，为构建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
尽“兼济天下”的负
责任大国使命。

而在印尼，“和
而不同”的和谐思想
充分体现在其民族格
言“殊途同归”上。
此一理念与“信仰、
人道、团结、民主、
公正”这建国五大原
则一并成为印尼国家
宪法的基本精神。正
是基于“殊途同归”
的和谐文化理念，印
尼才成功构建了民族
团结、宗教和谐、种
族和睦的和谐社会。

中新社记者：和
谐文化对当今世界有
何重要意义？

黄愿字：人类社
会历经万年进化史、
数千年文明史，创造
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
明，人类已生活在“

全球化”“地球村”
的环境中。然而，当
今世界却面临着诸多
亟待解决的困难和矛
盾，人类也面临着日
益严重的生存危机。

全球气候变暖造
成的恶果已严重威胁
人 类 生 存 ， 极 端 天
气、水资源短缺、粮
食危机等不断加剧，
其原因是人与自然和
谐 的 环 境 受 到 了 破
坏；地缘政治、冷战
思维、大国博弈……
所谓文明冲突的闹剧
愈演愈烈，从政治、
军事领域延伸扩散至
经济、文化、教育、
艺术、体育等方面；
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因
素正威胁着人类的命
运。

当前，新冠肺炎
疫情在全球蔓延，世
界 各 国 本 应 同 舟 共
济，形成合力，但某
些西方国家却将疫情

政治化、人为制造疫
苗鸿沟，使全球抗疫
之路“道阻且长”。

面对世纪疫情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面对全人类命运
面临的共同威胁，人
类是继续拉小圈子组
小集团搞文明冲突最
终一并走向灭亡，还
是“以和为贵”“和
而不同”团结一致应
对困难和挑战？答案
是显而易见的。

“中也者，天下
之大本也。和也者，
天下之达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万物
育焉”。中华传统文
化中“和谐文化”的
智慧是人类共同生存
之道，亦即人类唯一
生存之路。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和谐理念，
才能引领世界走向光
明。

中新社记者：在
国际关系中如何倡导

和弘扬和谐文化？
黄 愿 字 ： 《 中

庸》云：“万物并育
而 不 相 害 ， 道 并 行
而不相悖”。这是东
方文明的和谐智慧。
在西方，罗素曾在《
中西文明比较》中写
道：“不同文明之间
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
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
的里程碑”。

人类数千年文明
史证明，和谐文化的
倡导、和谐社会与和
谐世界的构建，关键
核心在于“和”理念
的树立。

人类文明是一座
百花园，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都有不同的
优 秀 文 明 成 果 ， 欲
倡 导 和 建 立 和 谐 文
化，应在继承和发扬
本国本民族之同时，
海纳百川地吸收和借
鉴世界各地优秀文明
成 果 ， 走 “ 文 明 对

话”“文明互鉴”的
和谐大道。

诚如中国国家领
导人所言，没有哪个
国家天生独领风骚，
也没有哪种模式注定
高人一等。全球化时
代，不应该是一部分
人反对另一部分人，
而应该是所有人造福
所有人。

我们应以维护世
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为目标，以维护公
平正义、推动互利共
赢为宗旨，以国际法
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
本准则为基础，倡导
并践行多边主义。要
弘扬多边主义，其核
心要义是，国际上的
事应该由大家商量着
办。

诚如是，便可建
立一个理想的和谐世
界。中印尼堪称典范
的抗疫合作，已为人
类提供了答案。(完)

东西问 | 黄愿字：为何说中印尼抗疫合作
体现两国和谐文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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