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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壮志：中国与中亚国家
如何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上)

中新社北京5月
17日电 题：中国与
中亚国家如何携手打
造命运共同体？

作者 孙壮志 中
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
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

中国与中亚国家
是山水相连的近邻，
有悠久交往史，共享
过“丝绸之路”带来
的经济文化繁荣。中
亚国家独立后，中国
是最早承认并且与之
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之一，双边合作稳步
推进，已扩展到各个
领域，在国际和地区
事务中相互支持，借
助上海合作组织等多
边机制共同维护地区
稳定。在国际局势急
剧变化的背景下，中
国和中亚国家充分发
挥元首外交的引领作
用 ， “ 中 国 - 中 亚 ”
机制将在今年举行首
次峰会，对双方的合
作具有重大的里程碑
意义。

悠久的历史文化
联系

中亚是多元文化
的“交叉口”，文明
起源较早，但历史文
化发展常被外部力量
打断，大规模民族迁
徙也造成文化因承的
复杂。独特的文化传
统和发展轨迹，对今
天的中亚政治现实造
成了直接影响，还在
某种程度上决定中亚
国家外交政策取向。
借助绵延两千余年的

古代“丝绸之路”，
中亚在东西方文化交
流 中 扮 演 了 独 特 角
色 。 今 天 的 中 亚 ，
是“一带一路”的首
倡之地，成为亚欧大
陆上经贸交往、文明
互鉴的新桥梁。

作为中国近邻，
中亚五国同中国有源
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联
系。早在西周时期，
中国同中亚的古代部
族已开始贸易往来。
由于当时中国生产力
发达，特别是丝织业
发展迅速，商业日趋
繁荣。汉代张骞出使
西域和汉朝设立西域
都护府，加强了中国
与中亚的联系，世界
闻名的“丝绸之路”
开始形成，极大促进
了 中 国 与 欧 洲 、 中
亚、西亚之间的经济
文化交流。通过丝绸
之路，中亚地区的葡
萄、苜蓿、石榴等植
物逐渐移植到中原，
良 马 等 珍 禽 异 兽 也
在西汉疆域出现。中
亚地区的佛教及相关
文化艺术相继传到中
原；而中原向中亚地
区传去了大量金属工
具、丝织品等，铸铁
等技术也从中国传到
了中亚。

古 代 “ 丝 绸 之
路 ” 促 进 了 东 西 方
文化交流，也见证了
中国与中亚友好交往
史。中国和中亚都非
常珍视历史上形成的
传统友谊，希望重新

建立起文化和经济的
纽带。2013年9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建
设 “ 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的重大倡议，为
深化中国和中亚的经
贸合作与人文交流提
供了新契机。

互利共赢的伙伴
关系

1 9 9 2 年 1 月 初 ，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
乌 兹 别 克 斯 坦 、 吉
尔吉斯斯坦、塔吉克
斯坦、土库曼斯坦五
个中亚国家正式建立
外交关系，此后中国
和中亚五国的双边合
作在各个层次、各个
领域快速发展，由建
立睦邻友好关系到成
为战略伙伴，再进一
步升级为全面战略伙
伴。虽然相互间政治
制 度 、 经 济 实 力 、
文化传统存在很大差
异，但中国和中亚五
国坚持平等、互利的
原则，积极构建全方
位合作的政治与法律
基础。

经过双方的共同
努 力 ， 中 国 与 中 亚
国 家 的 政 治 关 系 提
升很快。首先是开展
密切的高层互访和各
个领域、各个层次上
的交流，就双边合作
和 地 区 形 势 交 流 看
法；其次是签署一系
列重要的法律文件，
建立稳定的政府间合
作机制；第三是与哈
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2023年5月11日，西安，曲江池遗址公
园夜色阑珊。中国-中亚峰会宣传牌点
亮，峰会即将在西安召开。李溪龙 摄

塔吉克斯坦雪山风光。邓祥 摄

2017年，香港历史博物馆举行“绵亘
万里——世界遗产丝绸之路”展览。这
是首次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
斯坦三国合作举办的丝路展览，通过约
220件珍贵文物展现丝路的历史及文化

价值。谢光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