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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来授课、培训，
也可以把泰国学生送
到中国学习。艺术只
有在不断学习和借鉴
中 才 能 得 到 更 好 发
展。

我现在已经80多
岁了，最大的心愿就
是能把泰国优泰剧传

承下去，为泰中戏剧
文化交流作贡献，让
中国优秀的传统戏曲
在海外发扬光大，也
为泰国留下一个新的
剧种。(完)

受访者简介：
庄美隆，艺名：

明波巴(mang.bobla)

，泰籍华人，戏曲艺
术家和影视演员，也
是推动潮剧泰国本土
化的先驱和泰国优泰
剧创始人，现任泰国
泰中戏剧艺术学会副
主席兼秘书长、泰国
中国戏曲艺术传承发
展中心主任，先后创

作、编导、作曲潮剧
近50部，优泰剧40多
部。

来源：中国新闻
网

中国潮剧何以在泰国实现本土化？(下)中国潮剧何以在泰国实现本土化？(下)

右图：庄美隆接受
中新社记者专访。

王国安 摄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
3 月 1 5 日 ， 习 近

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
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
话会上所提出的全球
文明倡议，为置身于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的各国提供了一
份真诚可敬、切实可
行的中国方案。倡议
彰显了理念与实践、
坚守与创新的融汇统
一，必将成为未来深
化各国良性文明交流
互鉴的宝贵指南。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 ， 我 们 要 共 同 倡
导 尊 重 世 界 文 明 多
样 性 ， 坚 持 文 明 平
等、互鉴、对话、包
容，以文明交流超越
文明隔阂、文明互鉴
超越文明冲突、文明
包容超越文明优越。
这是世界各国进行文
明交流互鉴的前提条
件。“物之不齐，物
之情也。”一方面，
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
自己的生存土壤，凝
聚着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

神追求。文明是指某
一特定的人类集群，
或者指该人群所特有
的生活方式，它普遍
拥有一定的人口、经
济规模和疆域，可能
涵 括 多 种 语 言 、 习
俗，同时有着特定的
社 会 政 治 形 态 和 宗
教、哲学、文学、艺
术样态。因此，文明
多样性是客观常态，
是人类社会弥足珍贵
的共同财富，更是各
国推进自身现代化进
程的重要支撑。文明
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
的可能。在中国，无
论是秦汉时期对既往
思想的整合重构，还
是隋唐时期将中国和
印度两大文明的精华
进行融合，抑或宋明
时期中国人在借鉴其
他文明思想的基础上
再次确认本土核心价
值，皆彰显了中华文
明兼容并包的格局。
可见，交流互鉴是文
明发展的本质要求。
一 代 代 中 国 共 产 党

人，不断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充分吸收人类文明优
秀成果、深刻把握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为
人类文明的演进贡献
中国智慧，从而达致
立己达人、美美与共
的至善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要共同倡导
弘 扬 全 人 类 共 同 价
值，和平、发展、公
平、正义、民主、自
由是各国人民的共同
追求，要以宽广胸怀
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
内涵的认识，不将自
己的价值观和模式强
加于人，不搞意识形
态对抗。这是世界各
国进行文明交流互鉴
的根本遵循。首先，
要在尊重“差异”中
寻求“共通”。毫无
疑问，不同文明间历
史、文化、制度、发
展水平不尽相同，其
价 值 观 念 也 各 具 特
色。但是，正如马克

思所指出的，人是类
存在物，拥有和动物
相区别的共同的类特
性 。 人 类 的 成 员 之
间，总是具有“人同
此心、心同此理”的
一面，需要一种共同
的价值来指引彼此。
其次，谋求共同价值
需要打破西方的霸权
迷思。究其实质，西
方式现代化和西方现
代性，是基于其自身
特征的话语体系和区
域现象，并不一定适
用于其他文明。全人
类之间的共通，不能
单 靠 盲 目 西 化 来 实
现；当今世界正在遭
受或有可能面临的诸
多风险灾难、危机冲
突，源头也与西方霸
权密切相关。对此，
中国提出了和平、发
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在这一概念
体系中，和平发展是
基础，公平正义是核
心 ， 民 主 自 由 是 目
标。如此诸要素构成

一个内涵丰富、逻辑
严密的理念体系，方
能保障世界各国以宽
广胸怀理解与对待不
同文明的价值内涵，
跳出发展模式倾销、
意 识 形 态 对 抗 的 窠
臼。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要共同倡导
重 视 文 明 传 承 和 创
新，充分挖掘各国历
史文化的时代价值，
推动各国优秀传统文
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实
现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这是世界各
国进行文明交流互鉴
的动力源泉。任何文
明的延续和弘扬，皆
离不开创新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我们要共同倡导
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
作，探讨构建全球文
明对话合作网络，丰
富交流内容，拓展合
作渠道，促进各国人
民相知相亲，共同推
动 人 类 文 明 发 展 进
步。（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