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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安萨里副总统，
尊敬的巴迪亚主席，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纳 玛 斯 代 （Na-

maste）！大家好！非常高

兴应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

邀 请 ，在 这 里 同 大 家 见

面。首先，我谨代表中国

政府和中国人民，并以我

个人的名义，向伟大的印

度人民，致以诚挚的问候

和良好的祝愿！向长期以

来为中印两国友好合作作

出贡献的人士，致以崇高

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1997 年，我曾经访问

过贵国，留下了十分美好的

印象。时隔17年，再次踏上

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我又

亲眼目睹了印度人民取得

的巨大发展成就，亲身感受

到印度人民勤勉奋进的精

神风貌。今天的印度发展，

确实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印度是一个神奇而又多彩的国度，孕育了

绵延数千年的古老文明，走过了曲折漫长的独

立自强之路，踏上了充满希望的复兴进程。来

到印度，就像走进了一条斑斓的历史长廊，昨

天恢宏瑰丽，今天令人振奋，明天精彩可期。

在莫迪总理领导下，印度人民对未来更加充满

信心，国际社会对印度更加充满期待。

这次来，我同莫迪总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

关心的重大问题全面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广

泛共识，我们的很多想法不谋而合。我们一致

同意，充实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建立

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邓小平先生说过，只有中印都发展起来

了，才会有真正的“亚洲世纪”。尼赫鲁先生也

说过，印中走到一起是亚洲乃至世界的一件大

事。作为亚洲最大的两个国家，中印在维护亚

洲和平稳定、实现亚洲繁荣振兴方面承担着历

史责任和时代使命。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印两国人民毗邻而居，古有往来互鉴之

情，近有患难与共之交，现有共同复兴之业。圣

雄甘地说：“中国和印度是同舟共济、患难与共

的同路人。”莫迪总理对我说，中印两国是“两个

身体，一种精神”。这些话道出了中印两大文明

和平向善的共同本质和心灵相通的内在联系。

中印两国有文字可考的交往史长达 2000

多年。佛兴西方，法流东国，讲的是中印两国人

民交往史上浓墨重彩的佛教交流。公元 67年，

天竺高僧迦叶摩腾、竺法兰来到中国洛阳，译经

著说，译出的四十二章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最早

的佛经翻译。白马驮经，玄奘西行，将印度文化

带回中国。中国大航海家郑和七次远航、六抵印

度，带去了中国的友邦之谊。印度歌舞、天文、历

算、文学、建筑、制糖技术等传入中国，中国造纸、

蚕丝、瓷器、茶叶、音乐等传入印度，成为两国人

民自古以来互联互通、互学互鉴的历史佐证。

近代以来，中印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

和解放的斗争中彼此同情、相互支持，共同推

动了亚洲的觉醒。印度为中国反对鸦片斗争

呼号，中国为印度独立运动鼓劲。在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期间，印度援华医疗队的事迹感人至

深。他们的杰出代表柯棣华大夫长眠于中华

大地，中国人民对他的高尚品德永记在心。

1950 年中印建交，掀开了两国关系新篇

章。印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也是

首先提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国家

之一。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成就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创举，

是东方智慧对现代文明的杰出贡献。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印两国建立了面向和

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关系进入

了发展快车道。10 多年来，中印双边贸易额增

长了 20 多倍，人员往来增加了近 2 倍，两国交

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空前扩展。可

以说，两国关系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我们所处的时代，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前所

未有的深刻调整，其中一个重要趋势就是亚洲

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中印两国作

为世界多极化进程中的两支重要力量，作为拉

动亚洲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有生力量，又一次

被推向时代前沿。中印关系已经远远超出双

边范畴，具有广泛的地区和全球影响。中印携

手合作，利在两国，惠及亚洲，泽被世界。

为此，我主张，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

发展伙伴、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战略协作的

全球伙伴。

第一，中印两国要做更加紧密的发展伙

伴，共同实现民族复兴。发展是中印两国最大

的共同战略目标。中印两国当务之急都是让

本国人民生活得更舒心、更安心、更幸福。我

们应该聚焦发展、分享经验，深化互利合作，努

力实现两国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包容发展。

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印度被称为“世

界办公室”，双方应该加强合作，实现优势互

补。我们要推动中国向西开放和印度“东向”

政策实现对接，打造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生产

基地、最具吸引力的消费市场、最具牵引力的

增长引擎。我们还要扩大投资和金融等领域

合作，实现双方务实合作全面发展。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国太极和印度瑜

伽、中国中医和印度阿育吠陀有惊人的相似之

处，两国人民数千年来奉行的生活哲理深度相

似。这次访问期间，双方制定了中国-印度文

化交流计划，目的就是弘扬两国古代人文精

神，重现中印两大文明交流互鉴的盛景。双方

已同意拓展青年、文化、教育、旅游、宗教、媒体

和广播影视、地方省市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中

方决定增开经乃堆拉山口的朝圣路线，以便利

印度香客赴中国西藏的神山圣湖朝圣。

对印度文明，我从小就有着浓厚兴趣。印

度跌宕起伏的历史深深吸引了我，我对有关恒河

文明、对有关吠陀文化、对有关孔雀王朝、贵霜王

朝、笈多王朝、莫卧儿帝国等的历史书籍都有涉

猎，特别关注印度殖民地历史以及印度人民顽强

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史，也十分关注圣雄甘地的

思想和生平，希望从中参透一个伟大民族的发展

历程和精神世界。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飞鸟

集》、《园丁集》、《新月集》等诗集我都读过，许多

诗句让我记忆犹新。他写道，“如果你因为失去

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失去了群星”，“当我们

是大为谦卑的时候，便是我们最接近伟大的时

候”，“错误经不起失败，但真理却不怕失败”，“我

们把世界看错了，反说它欺骗我们”，“生如夏花

之灿烂，死如秋叶之静美”，等等，这些优美又充

满哲理的诗句给了我很深的人生启迪。

第二，中印两国要做引领增长的合作伙伴，

携手推进亚洲繁荣振兴。中印两国要成为地区

驱动发展快车，带动地区各国共同发展。双方要

努力凝聚地区合作共识，与相关国家一道推进区

域经济一体化和互联互通进程，加快孟中印缅经

济走廊建设，早日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

判；要做地区和平的稳定双锚，共同致力于在亚

太地区建立开放、透明、平等、包容的安全与合作

架构，实现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

第三，中印两国要做战略协作的全球伙伴，

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

劲。然而，国际关系中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仍然

突出，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各种地区冲突和局

部战争此起彼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任重道远。中印两国在全球事务中面临相似挑

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也肩负着重大责任。

中印两国，人口加起来有 25 亿多。中印

一个声音说话，全世界都会倾听；中印携手合

作，全世界都会关注。中印两国应该加强在全

球事务中的战略协作，继承和发扬和平共处五

项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公平正义、共同安全，

坚持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维护两国

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

中印两国要以自身发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和

全球治理作出更大贡献，为气候变化、粮食安

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提供代表

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方案。中国愿同印度加

强在中俄印、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

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战略协作。中国支持印度

在联合国包括安理会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

邻居之间难免磕磕碰碰。中印两国要正

视边界等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和平友好协商，

争取早日找到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

方案。同时，我们不能只把眼睛盯在分歧上而

忽略了友谊和合作，更不能让两国发展进程和

两国关系大局受到干扰。我相信，作为两大古

老文明，中印两国有能力、有智慧走出一条相

邻大国友好相处之道。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许多印度朋友非常关注中国发展，希望中

国发展得更好。改革开放 30多年来，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生活不断改善，

世界各国都从中国发展中受益。我们也注意到，

国际上有的人宣称，中国发展起来后会走“国强

必霸”的老路，对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我想明

确告诉大家，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和平、和睦、和谐

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

中。中国自古就倡导“强不执弱，富不侮贫”，

深刻总结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

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天下大同等理

念在中国世代相传。古代中国曾经长期是世

界强国，但中国对外传播的是和平理念，输出

的是丝绸、茶叶、瓷器等丰富物产。中华民族

主张的“天下大同”和印度

人民追求的“世界一家”、

中华民族推崇的“兼爱”和

印度人民倡导的“不害”是

相通的，我们都把“和”视

作天下之大道，希望万国

安宁、和谐共处。

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学

习，强调“博观而约取，厚

积而薄发”，强调“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

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提倡“博学之，审问之，慎

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数千

年而生生不息，正是得益

于这种见贤思齐、海纳百

川的学习精神。我一直强

调中国要做学习大国，不

要骄傲自满，不要妄自尊

大，而是要谦虚谨慎、勤奋

学习，不断增益其所不能。

中华民族历来注重敦

亲睦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是中国一以贯之的

外交理念。中国视周边为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

荣之基。我们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

念，就是要诚心诚意同邻居相处，一心一意共谋

发展，携手把合作的蛋糕做大，共享发展成果。

作为有着 13 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国用几

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

展历程，这是历史性的成就。同时，我们也清

醒认识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

家，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经济总

量虽大，但除以 13 亿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还排在世界第八十位左右。让 13 亿多人都

过上好日子，还需要进行长期艰苦努力。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中心任务是

经济建设，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

面进步。中国确定了自己的发展目标，这就是

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比 2010 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本世

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我们形象地把这个目标概括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为了实现中国梦，中国需要长期和平稳定

的外部环境。中国只有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

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中国人民近代以后经

历了 100 多年战乱频发的惨痛历史，决不希望

这样的悲剧在任何地方重演。“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中国珍视和平、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的

决心是不可动摇的。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从尼泊尔到马尔代夫，从阿富汗到孟加拉

国，南亚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望、对国家振兴

的追求，展现了南亚发展的光明前景。我坚

信，南亚是充满希望、潜力无穷的次大陆，可望

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经济新的增长极。

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南亚，符合本

地区国家和人民利益，也符合中国利益。中国

愿同南亚各国和睦相处，愿为南亚发展添砖加

瓦。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加强

传统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

济共荣、贸易互补、民心相通。中国希望以“一

带一路”为双翼，同南亚国家一道实现腾飞。

中国和南亚各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中

国同南亚的合作，犹如等待发掘的巨大宝藏，

令人憧憬。中国愿同南亚国家携手努力，争取

在未来 5 年将双方贸易额提升至 1500 亿美元，

将中国对南亚投资提升到 300 亿美元，将为南

亚国家提供 200 亿美元优惠性质贷款。中国

将扩大同南亚国家人文交流，未来 5 年向南亚

提供 1 万个奖学金名额、5 千个培训名额、5 千

个青年交流和培训名额、培训 5 千名汉语教

师。中国将同南亚国家一道实施中国-南亚科

技合作伙伴计划，充分发挥中国-南亚博览会

作用，打造互利合作的新平台。

中国是南亚最大邻国，印度是南亚最大国

家。中国期待同印度一道，为本地区发展贡献

更大力量，让喜马拉雅山脉两侧的 30 亿人民

共享和平、友谊、稳定、繁荣。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90 年前，中国人民喜爱的印度伟大诗人泰

戈尔访问了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一

踏上中国的土地，泰戈尔就说：“我不知道什么

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在离开中国

时，他伤感地说：“我的心留在这里了。”

今天在座的有中印两国的青年代表。青年

人是中印两国的未来，也是亚洲和世界的希望。

青年人有现实主义者的喜怒哀乐，更有理想主义

者的信念和执着。希望你们从中印古老文明中

汲取智慧，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一路向前。希望

你们加强心灵沟通，把年轻的心留在中国，把年

轻的心留在印度，大家心心相印、共创未来。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最后，我想告诉印度朋友的是，中国人讲

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在谋

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真诚希望印度繁荣富强，

期待同印度携手前行。在印度人民实现发展

复兴的道路上，中国人民愿意始终同印度人民

走在一起。我相信，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发展

的中印两国人民，一定会为亚洲和世界发展作

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丹尼瓦得（Dhanyavad）。谢谢。

（新华社新德里9月18日电）

新华社新德里 9月 18日电 （记者李

建敏 汪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18日在新
德里会见印度副总统兼联邦院议长安萨里。

习近平强调，今天上午，我同莫迪总
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达成广泛共
识，取得一系列具体成果。我们两国领导
人拥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中印关系具有
高度战略性。我们两个伟大民族都处于
复兴进程中，都是世界的重要一极。中印
携手合作，对两国、对地区和世界将产生
深远影响。当前，中印关系正站在新的起
点上，面临新的发展机遇，双方要坚持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拓展合作，妥处分歧，做
大双边关系积极面、积累正能量，使中印
关系发展同两国合作的丰富内涵和潜力、

同两国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相适应。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好我这次访

问成果，积极打造铁路、产业园区等领域
示范性项目，带动更多中国企业来印度投
资兴业，落实好中国-印度玄奘交流计
划，加深两国人民友好感情，促进两国文
明共同进步。

安萨里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访问取
得积极和重要成果，开启了两国关系新篇
章。在当今世界，印中两国要加深信任、
睦邻友好、加强合作、携手共进，双方应该
释放这样积极的信息。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参加会见。
当天，习近平还会见了印度外长斯瓦

拉杰。

习 近 平 会 见 印 度 副 总 统
兼 联 邦 院 议 长 安 萨 里

新华社新德里9月18日电 国家主席
习近平 18 日在印度新德里宣布，中国政
府将再次向国际社会抗击埃博拉疫情提
供援助。

习近平指出，当前，西非埃博拉疫情加
剧蔓延，给包括中印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严
峻挑战。为支持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

等国抗击埃博拉疫情，帮助疫区周边国家加
强防疫能力建设，支持有关国际地区组织在
抗疫斗争中继续发挥领导和协调作用，中国
政府决定在此前提供两批援助的基础上，再
次向上述国家提供金额为2亿元人民币紧
急现汇、粮食和物资援助，向世界卫生组织
和非盟各提供200万美元现汇援助。

习 近 平 宣 布 中 国 政 府 将 再 次 向
国际社会抗击埃博拉疫情提供援助
习 近 平 宣 布 中 国 政 府 将 再 次 向
国际社会抗击埃博拉疫情提供援助

新华社新德里9月18日电 （记者李

斌） 18 日上午，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
在新德里参观了泰戈尔国际学校。

彭丽媛抵达时，受到校长和师生们热
烈欢迎。孩子们挥舞两国国旗，用中文

“你好”欢迎中国贵宾到来。走廊两侧，张
贴悬挂着孩子们用中英文写的称赞中印
友好的字画，彭丽媛驻足观看。

彭丽媛走进礼堂，听校长介绍学校同
中国交流合作情况。该校将汉语列为选修
课程，同上海晋元中学结为友好学校。
彭丽媛观摩了两校通过远程视频相互教授
太极拳和瑜伽，欣赏了印度学生朗诵唐诗、
颂唱泰戈尔诗歌、表演传统舞蹈。学生们用
中文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为中印友谊献

上真挚祝福。彭丽媛认真聆听，轻声唱和。
应校长邀请，彭丽媛走到书桌前，用

毛笔写下“温故知新”4 个字，并讲解词
义。彭丽媛说，我们要经常温习学过的知
识，不断学习掌握新知识，把两者很好结
合起来，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希望孩子
们认真学习，早日成材。她的讲解引起师
生们浓厚兴趣。2 名女学生临摹这 4 个
字，彭丽媛上前手把手教她们如何握笔运
笔，现场响起阵阵掌声。

参观结束时，彭丽媛向学校赠送了中文
图书、教学光碟和文具，同师生亲切合影，拥
抱、亲吻孩子们。彭丽媛说，我会记住孩子们
的笑容。欢迎大家多到中国走走看看，增进
彼此了解，把中印友好永远传承下去。

彭丽媛参观印度泰戈尔国际学校彭丽媛参观印度泰戈尔国际学校

携 手 追 寻 民 族 复 兴 之 梦
——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

（2014年9月18日，新德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九月十八日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会见印度副总统兼联邦院议长安萨里

。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上接第一版）

慕克吉表示，印度人民敬佩中国伟大
的文明和巨大的成就，真诚希望中国继续
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
更大贡献。印度要从亚洲的发展中获益，
同中国发展互利合作关系至关重要。印方
愿意同中方一道努力，不断把两国关系提
升到新高度，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祝愿
印中两个文明古国友谊长存。

彭丽媛、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参加
上述活动。

新华社新德里9月18日电 （记者王

丰丰） 正在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 18 日在新德里出席印度
总统慕克吉举行的隆重欢迎仪式。

当地时间上午 9 时，习近平和夫人
彭丽媛乘车抵达总统府正门。在威武的骑
兵仪仗队护卫下，习近平夫妇的专车沿中
央大道驶入总统府前广场，中印两国国旗
迎风飘扬，号角齐鸣，鸣礼炮 21 响。广场
上，三军仪仗队和骑兵整齐排列。慕克吉

和女儿以及印度总理莫迪上前热情迎接。
习近平登上检阅台，仪仗队向习近平行持
枪礼。军乐队奏中印两国国歌。习近平检
阅仪仗队。两国元首互相介绍陪同人员。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对媒体发表讲
话。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印度是两大古老
文明、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
国家，是世界多极化进程中两支重要力
量，两国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全球影响。
中印携手合作、共同发展，将给两国 25 亿
人民带来福祉，给亚洲带来繁荣，给世界
带来机遇。这是我担任中国国家主席后首
次访问印度。我期待通过这次访问，传承
友谊、深化合作、共谋发展。我愿意同印度
领导人一道，做中印关系的积极推动者，
携手努力将中印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

当天，习近平和彭丽媛前往甘地墓敬
献花圈。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参加上述
活动。

9 月 18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题为《携手追寻民族复兴之

梦》的重要演讲。 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