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2023年2月12日（星期日）                                                                                                                                                                                                                                                         8

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从古丝绸之路到“一带一路”
东方文化如何走向自信？(下)东方文化如何走向自信？(下)

变化，最主要的
支撑就是中国崛起。
我们尝到了改革开放
的甜头，尝到了全球
化的甜头，尝到了⽂
明互鉴的甜头，开放
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同时，⽂化自信的程
度越高，我们就越能
感到有理由也有义务
为人类⽂明做出更多
中国贡献。

中新社记者：伊
朗年轻一代有没有对
于本民族文化或者东
方 文 化 的 “ 自 信 回
归”？

纳思霖：我非常
认同邢教授的观点，
我们强调保护自己的
⽂化、语言和⽂明，
但这不意味着封闭，
我们要与其他⽂明在
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密
切交往。

近⼗年，越来越
多伊朗年轻人对东方
⽂化感兴趣，大学有
中⽂系，每年都有很
多新生选择学中⽂。
从现实看，中⽂是世
界第二大语言，不少
学生认为学中⽂未来
可以找份好工作，有
不错的收入。从更深
层次看，他们是被中
华⽂化吸引，学习汉
语时，也会想接触中
国的⽂化和艺术。

“自信回归”是
个非常好的提法。其
实，我们现在常说的
美国⽂化，历史不是
很长，只有几百年，
甚至都无法称之为⽂

化。东方有深厚的⽂
明积淀，伊朗和中国
作为因丝绸之路结缘
的两大⽂明，如今应
该有更好的⽂明交流
示范。

美国为何对“一
带一路”如此纠结？

中新社记者：近
年来，中国与部分西
方国家之间的人文交
流受限，如何看待政
治操作对文明交往交
融的影响？

冀开运：中国经
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
融入全球化以来，西
方的自利心态就凸显
出来：你不能比我富
裕，不能比我平等，
全球化的好处只应属
于我。因此，当中国
成 为 国 际 秩 序 建 设
者、维护者时，这样
的国际秩序他们宁可
不要。

另外，欧美一些
人对中华⽂化、东方
⽂化始终有傲慢与偏
见。他们固执地认为

东方⽂化就是愚昧、
落后、专制，在意识
形态偏见下产生了⽂
明上的傲慢，而这种
傲慢又进一步加深偏
见。

中新社记者：有
观点认为，美国在欧
亚地缘政治上的频繁
动作只有一个目的，
即阻碍欧亚大陆经济
整合，如何解释？

邢广程：今年，
美国在乌克兰危机背
后下了很大功夫，客
观上对丝绸之路经济
带，对欧亚“五通”
产生影响，因为已经
打起仗来了。同时，
他又在海上搞印太经
济框架，在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上再做堵
点。美国不断在陆上
和海上给亚欧制造新
堵点，这种战略意图
非常明显。

“一带一路”没
有排斥美国，也希望
美国参加，但是“你
不当头就不参加，你
要参加必须当头，必
须听你的话”，这种

帝国思维已不适合21
世纪的发展。

中新社记者：如
何让美国和西方理解
超越意识形态的文明
交流互鉴？

冀开运：全球化
时代，中国离不开世
界，世界也离不开中
国。回顾古丝绸之路
上的⽂明互鉴，有利
于增进东西方在民族
心理和⽂化信仰上的
沟通理解。“脱钩”
绝不符合世界人民的
利益，也不符合中美
两国利益。鼓噪“脱
钩 ” 言 论 ， 说 明 美
国 政 客 的 狭 隘 和 短
见，事实上，也脱不
了钩，不是中国人不
想“脱钩”，美国的

利益也要求无法“脱
钩”。

邢广程：我们提
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因为当今人类面
临一大堆共同问题，
包括气候、灾害、贫
困等等，应对这些威
胁只能团结协作、命
运与共。上升到⽂明
层面就要强调⽂明对
话，强调⽂明是平等
的，没有优劣之分。
西方一定要消除“⽂
明优越”的偏见，如
果认定盎格鲁撒克逊
民族天生高人一等，
这就是对⽂明认识的
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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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丝绸之路上的甘肃永靖县炳灵寺
石窟。中新社发 杨艳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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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齐鲁号”班列。山东高速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