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未来因多样而精彩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亚太区域主任莎琳
娜·米娅表示，相互尊重和相互团结是指导人
类社会应对挑战不可或缺的价值。亚洲一直
秉持团结、奉献、尊重、努力的价值观，这与联
合国倡导的价值观相同。当今世界虽然与联
合国成立之初有很大不同，但坚守的价值观
应该是自始至终不变的。

莎琳娜·米娅说，大家应该拥抱文明多样
性，反对单边主义。当今世界面临着发展不平
衡问题，为了实现更加平衡的发展，联合国制
定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让南北利益相
关者都参与进来，保护地球，应对贫困、饥饿等
问题，实现共同繁荣。亚洲地区大约有7亿年

轻人，占世界青年人口的70%，亚洲青年可以
为全球应对最紧迫的挑战作出贡献。

“现在，世界面临着复杂的挑战，需要找
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志
愿者至关重要。通过志愿服务，可以促进人
与人的交流，社会与社会的交流，国家与国家
的交流。”莎琳娜·米娅说，“志愿服务在中国
文化中有很丰富的内涵，中国有很多志愿者
参加了联合国在世界各地的志愿项目，中国
政府对此也大力支持，为推进世界和平和可
持续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愿意与中国
以及其他国家强化合作，让世界变得更加和
平、更加美好。”

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亚太区域主任莎琳娜·米娅：

志愿服务推动世界变好
本报记者 袁 勇

印度青年领袖联合会主席苏万表示，印
度的民族认同是在长期融合与共存过程中形
成的，文化、信仰和语言多样性是印度的与众
不同之处，印度接受并尊重文明的多元化和
多样性。

“青年是一个充满活力和好奇心的群
体。亚洲各国和地区大多数人都满怀希望地
关注着青年人的成长，他们相信青年有远
见，可以帮助推动世界发展，可以促进亚洲
各国和地区之间的友谊，促进亚洲的文化融
合。”苏万说，“青年人是亚洲发展的催化
剂，但是，他们的潜力没有被充分挖掘。如
果我们想加强全球合作，提升人民的满意

度，就需要解决青年面临的一些问题。当
前，激进主义在一些国家兴起和蔓延，危及
许多地区的稳定发展。我相信，今天聚集在
这里的人，可以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很多帮
助。”

苏万建议，亚洲各国应当携起手来，在亚
洲地区之间形成独特的青年伙伴关系，让青
年人之间的联系成为亚洲发展的一种独特理
念，为青年人提供良好的发展平台。

“我想给亚洲青年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那就是要充满责任感，要坚持创新精神，要团
结合作、共同努力，要把善良和人性作为重要
的美德。”苏万说。

印度青年领袖联合会主席苏万：

青年伙伴携手促进友谊
本报记者 袁 勇

“文明可以是一个个很具体的物品，一
件件很具体的事情，我们要做的就是本着相
互理解、相互欣赏、相互包容的心态来学
习、交换、融合、创新，这就是人类文明进
步的必修课。”全国政协委员、霍英东集团
副总裁霍启刚说。

霍启刚表示，亚洲文明的希望在青年，文
明的责任更在青年，青年应当在文明对话中
发挥重要作用，“文明对话的前提是‘知己知
彼’，我们不仅要认识自己的文明，还要欣赏
别人的文明。亚洲文明，各具特色，各有所
长，为世界文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动
力。文明对话的关键是‘从我做起’，作为文
明的一分子，每个人都具有多重文明属性，都
应该从自我做起，为文明对话贡献力量”。

霍启刚表示，亚洲青年要做亚洲文明的

守护者。亚洲文明之所以瓜瓞绵延，就在于
亚洲人民懂得守护，善于守护。亚洲青年要
做亚洲文明的创新者。文明要想永葆青春，
就必须不断创新。亚洲青年要开动脑筋，广
交朋友，大胆尝鲜，促进亚洲文明在科技、
教育、文化、体育等各领域的融合和创新。
亚洲青年应一起积极倡导多元、平等、包
容、开放的文明观，讲好亚洲文明故事，为
亚洲文明鼓与呼，书写出更多、更精彩的亚
洲文明篇章。

“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文明对
话交流、学习互鉴、融合创新的历史。我们必
须为后代创造一个和平的世界，很重要的一
种方式，就是我们能够像今天一样，坐在一起
讨论，形成共识，为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共同
努力。”霍启刚说。

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

从我做起守护文明延续
本报记者 袁 勇

新加坡文化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表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表
示示，，当代年轻人是数字原住民当代年轻人是数字原住民，，他们通过网络他们通过网络
可以接触到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可以接触到来自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
对待不同的社会和文化都持有更加开放的对待不同的社会和文化都持有更加开放的
心态心态。。

““但是但是，，技术也给年轻人带来了新的挑技术也给年轻人带来了新的挑
战战，，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难以区分虚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难以区分虚
构与现实的世界构与现实的世界，，互联网带来了全新的沟通互联网带来了全新的沟通
方式方式，，社交媒体会根据个人偏好推送信息社交媒体会根据个人偏好推送信息，，但但
这样也可能会强化他们对某个问题的看法这样也可能会强化他们对某个问题的看法。。””
傅海燕说傅海燕说。。

傅海燕表示傅海燕表示，，要促进青年健康发展要促进青年健康发展，，需需
要同青年多接触要同青年多接触，，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信息，，
让他们对国家发展有更大的兴趣让他们对国家发展有更大的兴趣，，也要想办也要想办
法为青年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法为青年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让他们为了让他们为了

共同利益而努力共同利益而努力，，积极塑造属于他们的积极塑造属于他们的
未来未来。。

傅海燕表示傅海燕表示，，青年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青年对话是一个非常好的
平台平台，，可以让大家了解青年人的力量和创造可以让大家了解青年人的力量和创造
力力，，通过对话通过对话，，可以看到他们对社会带来的积可以看到他们对社会带来的积
极变化极变化。。除了发展对话平台除了发展对话平台，，社会还应当赋社会还应当赋
予年轻人更多行动的权利予年轻人更多行动的权利。。

““我们经常会提醒新加坡的年轻人我们经常会提醒新加坡的年轻人，，他他
们同时也是亚洲社区的公民们同时也是亚洲社区的公民，，我们会鼓励他我们会鼓励他
们与其他国家的青年共同合作们与其他国家的青年共同合作，，我们希望让我们希望让
新加坡年轻人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年轻新加坡年轻人和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年轻
人做好合作的准备人做好合作的准备。。””傅海燕说傅海燕说，，““因此因此，，新新
加坡也鼓励年轻人参加亚洲的教育交流加坡也鼓励年轻人参加亚洲的教育交流、、服服
务学习和实习务学习和实习、、领导力发展计划等领导力发展计划等，，我们运我们运
用良好的双边关系用良好的双边关系、、多边关系把年轻人送到多边关系把年轻人送到
一些领导力发展平台上培训一些领导力发展平台上培训。。参加这些项目参加这些项目
的年轻人的年轻人，，对中国对中国、、东南亚国家的了解变得东南亚国家的了解变得
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深刻。。””

新加坡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

鼓励合作塑造美好未来
本报记者 袁 勇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舟表示：“文化交
流、融合会带来创造性思维，带来可持续发展。”

文化交流融合所带来的创新，在建筑上的
体现非常明显。吕舟表示，中国传入的木结构
建筑和日本原有的木结构建筑形态之间有明
显差别，日本匠人在接受了中国建筑的形态
后，很快融合他们的形式，融合他们的材料、气
候特点等，形成了日本建筑的独特面貌。这种
独特面貌，既融合了中国唐宋时期的建筑形
式，又有自己的创造。这种建筑形式在19世
纪传入欧洲，变成了东方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特
征。“这说明，文化在交流过程中不断融合、发
展、创新。”吕舟表示，“文化不仅要保护，还要
不断创新。在亚洲文明对话交流过程中，我们
看到交流和对话促进了创新。”

在生活方式上，文化的交流互鉴则带来了
更强大的力量，甚至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发展进
程。吕舟认为，古丝绸之路上有两个重要产品：
瓷器和丝绸。随着瓷器和丝绸的传播，古丝路
沿线形成了大量陶瓷作坊，带动了这些地方产
业和社会发展。这说明文化传播促进了社会经
济发展。丝绸特别是瓷器，也改变了世界的生
活方式。这是中国的贡献。另一方面，在汉唐之
后，坐式家具传入中国，也改变了中国的生活
方式。从 14 世纪到 17 世纪，中国的家具形式
融合了本土审美、材料和工艺，达到了审美与
实用相结合的完美程度，达到中国古代工艺水
平的顶峰，这就是明式家具。这种文化交流、融
合会带来创造性思维，带来可持续发展，这正
是亚洲文化和文明交流的重要出发点。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吕舟：

文化交流带来创新思维
本报记者 李 丹

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原校长迪萨纳亚克
表示，在古代，中国通过丝绸之路发展陆地和
海上贸易及旅游业，与斯里兰卡的关系源远流
长，“目前，亚洲各国和地区在保护文化遗产方
面的国际合作规模与范围有了显著增长，遗产
保护正迅速成为区域内经济和政治关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如今，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之间
的交往正通过‘一带一路’发扬光大”。

迪萨纳亚克表示，“一带一路”倡导的“五
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民心相通，即人与人
之间的文化互动和交流。要促进人与人之间
的联系，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和发展智力联盟的
办法实现。当通过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战略为
不同国家学生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时，学生将有机会了解不同的文化，并将一些
重要的文化元素带回本国。近年来，亚洲高等

教育一直在快速发展，许多大学的全球排名都
很靠前，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倾向于到亚洲一些
著名的大学就读，而不是去西方国家大学学
习。这也促进了亚洲之间的文化交流。

“目前，亚洲高等教育机构正在联合起
来。例如，亚洲大学联盟为文化互动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平台。亚洲院校联盟计划包括青
年论坛，每年约有50名学生到一所大学研究
亚洲人民感兴趣的共同议题，这为文化互动
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迪萨纳亚克说，“一带
一路”建设在推进亚洲国家和地区间文化交
流方面正在发挥重要作用，“我们现在开始将
文化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

‘一带一路’将极大促进亚洲人民之间的文化
互动，实现亚洲文化遗产传承，促进文明交
流互鉴”。

斯里兰卡科伦坡大学原校长迪萨纳亚克：

“一带一路”增进民心相通
本报记者 李 丹 周明阳

土耳其加济安泰普大学教授巴依汗在“维
护亚洲文明多样性”分论坛上给嘉宾们带来了
一个非常轻松的话题：丝绸之路上的美食。他
认为，美食是串联起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纽
带，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密码。

巴依汗表示，有着悠久历史的丝绸之路在
年轻人心目中太过古老，与他们交流起来未免
存在隔阂，但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互联网”来形
容丝绸之路，会给年轻人带来几分亲切感。“我
们向年轻人说起丝绸之路时，就说这是古代的

‘互联网’。互联网是用来传输数据的，但在遥
远的古代，人们也能通过丝绸之路实现数据传
输，且丝绸之路实现的是东西方双向沟通。”巴
依汗表示，这就给更多文化形态留下了生存和
发展空间。

在丝绸之路的串连下，在东西方文化交融
过程中，人们把美食带到了各个地方。巴依汗
目前正在筹备一个关于丝路的新项目，“在这
个项目筹备过程中，我们把食品、食品加工也
纳入其中，并认真思考把什么样的美食选择出
来作为代表”。巴依汗表示，他们最早选择了
米饭，“这是我非常喜欢的食品”。此外，他们
还拓展了不同地方的不同美食，大米、高粱、小
麦等食物原料也纳入其中，“我们还搜寻了不
同地区的酒，还有意大利面，它很受年轻人喜
欢。另外，也有乳制品，包括酸奶、奶酪，这些
都是分布在丝绸之路上的美食”。

“我们还在丝绸之路相关国家寻找传播到
了其他地区的香料，这是一种更有意思的尝
试。”巴依汗说。

土耳其加济安泰普大学教授巴依汗：

美食文化串起丝绸之路
本报记者 李 丹

马来西亚亚太研究学会会长王琛发表示马来西亚亚太研究学会会长王琛发表示，，
文明的具体表现是作为文明成果的精神或物文明的具体表现是作为文明成果的精神或物
质产品质产品。。文明对话的客观条件需要人文明对话的客观条件需要人，，需要开需要开
放贸易放贸易、、留学和旅游留学和旅游，，让大家得到利益或消费让大家得到利益或消费
体会体会。。只有这样只有这样，，才可以鼓励不断循环的直接才可以鼓励不断循环的直接
或间接接触或间接接触。。

王琛发表示王琛发表示，，他在翻阅他在翻阅《《明史明史》》和琉球国古和琉球国古
籍籍《《历代宝案历代宝案》》时发现时发现，，明朝的国书常加上一句明朝的国书常加上一句

““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共享天下太平之福””，，在一些贸易信件中也往在一些贸易信件中也往
往不忘互相问候往不忘互相问候，，特别强调特别强调““四海一家四海一家””。。那时那时，，
大家基本上已经认识到大家基本上已经认识到，，彼此是一个共同体彼此是一个共同体。。

王琛发表示王琛发表示，，汉朝时马来西亚东岸有个都汉朝时马来西亚东岸有个都
元国元国，，在在《《通典通典》》等书中留下记载等书中留下记载。。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的
名字来自一种海边银树叶名字来自一种海边银树叶，，当地人熟悉也传播当地人熟悉也传播

其用法其用法，，该邦国因此得名该邦国因此得名。。中国人掌握了之中国人掌握了之
后后，，记载在药书记载在药书《《南方草物状南方草物状》》中中，，后被后被《《齐民要齐民要
术术》》转引转引，，成为中医药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中医药文化的组成部分。。马来马来
人在讨论自身医药文明时也需要参考这些中人在讨论自身医药文明时也需要参考这些中
文文献文文献，，这样无论是对马来西亚医药文化的自这样无论是对马来西亚医药文化的自
信信，，还是对中医文化的理解还是对中医文化的理解，，都加深了都加深了。。

““这说明文明对话是互相认识和学习的过这说明文明对话是互相认识和学习的过
程程，，由互相欣赏而促进各自自信由互相欣赏而促进各自自信。。你可能借鉴你可能借鉴
和引入其他文明元素和引入其他文明元素，，丰富和创新自身文明丰富和创新自身文明；；
你也可能从别人的文明中发现对方欣赏你的你也可能从别人的文明中发现对方欣赏你的
传统传统，，替你保存替你保存，，又让你重新创新又让你重新创新。。””王琛发说王琛发说。。

马来西亚亚太研究学会会长王琛发：

文明对话需要互鉴互赏
本报记者 李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