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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要送你的一些图书，都是中国翻

译的法国小说。”自青年时代起，习近平主席

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这是他此次访

问前夕亲自为马克龙总统选定的礼物。

书香氤氲，文脉流长。马克龙总统拿起

书单，仔细端详：“雨果、福楼拜、司汤达、罗

曼 ·罗兰……”

轻抚着一本本经典，习近平主席一一介

绍：《九三年》《包法利夫人》《红与黑》《高老

头》《茶花女》《三个火枪手》……这些陪伴他

走过一段段成长岁月的“老朋友”，追随着大

国外交的足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

以书会友，以文载道。尼斯夜谈时，马克

龙总统送给习近平主席一本1688年的《论语

导读》法文手抄本；在豫园茶叙，习近平主席

回赠马克龙总统一本1899年的法国名著《茶

花女》首版中译本。此次巴黎再相聚，两国元

首又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书礼”。

“最大的决心会产生最高的智慧。”2015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上，习近平主席

曾引用雨果《悲惨世界》中的箴言呼吁各方齐

心协力，推动巴黎大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成

果。马克龙总统一直记得习近平主席对法国

作家雨果的“偏爱”。这一次，他特地为习近

平主席准备了一本雨果的作品：1856年出版

的《沉思录》。

“作为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代表，中法历来

相互欣赏、相互吸引。”习近平主席念兹在兹，

身体力行。

从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中华文化的倾慕，

到中国人民对法国文化巨擘的熟稔；从150

年前法国人士参与建设福建船政学堂，到上

世纪初中国青年赴法负笈求学……法国之行

期间，习近平主席讲起一个个跨越时空的中

法故事，唤起了一份份东西方文明“双向奔

赴”的共同记忆，也进一步拉近了中法两国人

民之间的心灵距离。

还有那一段段饱含赤子之心、彰显大国

自信的“文明自述”，用历史之光照亮了一个

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忠实

实践者。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从未主动挑

起过一场战争，从未侵占别国一寸土地。中

国也是世界上唯一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写

进宪法的国家，是核大国中唯一承诺不首先

使用核武器的国家。”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经过

75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的国家面貌和人

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有一点从

未改变，那就是我们和平良善的本性、博大包

容的胸襟和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它根植于

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生长于中国人民的灵

魂深处。”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绵5000

多年而从未中断的悠久文明。正因如此，中

国人有着很强的家国理念，尤其重视和珍视

国家统一。”

……

马克龙总统有感而发：“通过同主席先生

的深入交流，我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文

化、理念和发展历程，对中国在重要问题上的

立场认识加深。”

夫人外交，同样绽放着文明的光彩。应

马克龙总统夫人布丽吉特之邀，习近平主席

夫人彭丽媛走进“印象派的殿堂”奥赛博物

馆，两国元首夫人在莫奈、梵高等画家的经典

名作前驻足欣赏，听一位位孩童分享学习中

文的经历、表达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友谊的

传承有了新的希望。

再次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一切

是那么地亲切。一份教科文组织促进女童和

妇女教育特使履职十周年荣誉证书，见证着

促进全球女童和妇女教育事业发展的中国贡

献。推进这项伟大的事业，中国一直同各国

携手努力。

以文明交流互鉴之力，推进世界和平发

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这是大国外交的韬略和

格局，为的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

体与大局。

60年前，中法两国冲破冷战藩篱，彼此

牵手，推动着世界格局朝着对话和合作的正

确方向演变。

60年后，站在人类发展新的十字路口，

面对世界百年变局的风云际会，习近平主席

对建设更美好世界的中法力量寄予厚望：“中

国和法国虽然分属东西方文明，价值理念、社

会制度不同，但都重视文明交流互鉴。双方

可以和而不同，通过对话合作，为世界的和平

和发展以及人类的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访问期间，中法共发表4份联合声明，其

中有3份是关于国际热点和全球治理，彰显

了中法的大国担当。

关于中东局势的联合声明，亮明停火止

战的和平立场。“两国元首强调，当务之急是

立即实现可持续停火，确保在加沙地带提供

大规模人道主义援助、保护平民”“两国元首

呼吁在2024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遵

守奥林匹克休战”……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

任理事国的共同呼吁，分量颇重。

关于就生物多样性与海洋加强合作的联

合声明以及关于人工智能和全球治理的联合

声明，展现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协作之力。延

续支持彼此提出的有益多边倡议、举办的重

要国际会议的传统，习近平主席明确表示，中

方支持法方办好2025年联合国海洋大会。

也谈到了备受关注的乌克兰危机。习近

平主席耐心阐释：“中方理解乌克兰危机对欧

洲人民造成的冲击。中国既不是乌克兰危机

的制造者，也不是当事方、参与方，但我们一

直在为推动危机和平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全球治理提供

更多引领和支持，共同为迷茫的世界注入希

望，为人类的进步探索方向。中法两国的新

努力新行动，让马克龙总统更加确信：在讨论

关乎整个地球的问题时，与中国的关系具有

决定性意义，“欧洲同中国发展良好关系、加

强双多边合作至关重要”。

南法塔布，习近平主席此次法国之行最

后一站。马克龙总统夫妇亲赴机场送行。舷

梯下红毯边，两国元首夫妇依依话别。

“感谢马克龙总统的精心安排，这次访问

令人难忘。”习近平主席同马克龙总统拥抱道

别，相约北京再见。

飞机从塔布机场起飞，飞向旷远天际。

习近平主席的话语在人们耳畔回响：“我相

信，有历史的沉淀、现实的基础、未来的蓝

图，中法关系必将如春天般充满生机、欣欣

向荣。”

中法关系新甲子，大国外交新气象。

新华社记者 倪四义 郝薇薇 刘华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历史长河中的又一次“中法相遇”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强12日致电米舒斯

京，祝贺他连任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

李强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

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双方政治互信不

断深化，互利合作有序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给两国和两

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我愿继续同米舒斯京总理一道

努力，为充实中俄关系内涵、加强两国务实合作作出新的贡献。

李强电贺米舒斯京连任俄总理

（上接第一版）

册子就放在她的作品《请回答1991》上，小纸盒里用画笔还

原了黄婧婷童年家里的样子。“1991年，是我第一次拿起画笔的

年份。在这个盒子里，你会看到一个4岁小朋友的画作，当年还

办过一个小小画展。”

展出的头一天，就有观众记录下自己的感受：“羡慕你，那个

时候的你和现在一样，都在用你的方式记录、观察城市。”第二

天，第三天……更多人在徐家汇书院留下自己的故事。

昨天的分享现场，剧团演员们也复刻了黄婧婷的期待，这本册

子有什么在等她？是不是很多人的情感，都随着这本书流传下去？

“等待是会有结果的，果子结在更多人身上。”

“每个普通人的故事，在这里都会发生涟漪效应，这是我们

最想看到的。”“美好的书”发起人、策展人梁亮说，今年活动的主

题叫“天真之书”，天真，住在每一个人心里，本就极易产生共鸣。

“是保有纯真的内心、好奇探索世界，也是万物都与我有关，就会

像一颗小石子投入我们的心湖，激起层层涟漪。”

破圈
“美好的书”，是一项发起于2021年的公共艺术计划。最初

从书籍的展览、传递开始，希望从城市出发，去往山河湖海。

逐渐地，人与书的故事涌现，情感分享让书不止于“书”。

“美好的书”三周年展览，却是回归徐家汇书院，紧挨着图书

馆层层书籍，展出的是83件作品，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年龄创作

者们对于天真的理解。梁亮将其视为“书”的定义和边界的再次打

破。“还原剧团”的演绎、场景还原，赋予了那些记忆以生命力。现

场观众不时有人哽咽，“一读再读”这本关于普通人成长的“书”。

“美好的书”让书不止于“书”

（上接第一版）

元首引领有高度

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何以能“不畏浮云

遮望眼”，元首外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

引领作用。

五天六晚，三国四地，30多场活动

环环相扣，双多边结合，政经文兼顾，既

有正式隆重的国事活动，也有“不打领

带”的亲切互动；既有视野广阔的战略沟

通，也有推心置腹的畅所欲言……作为

今年首场元首出访外交，习近平主席以

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锚定关系发展大方

向，推动中法、中塞和中匈关系不断迈向

新高度。

“打造新时期互信稳定、守正创新、担

当作为的中法关系。”习近平主席在同法

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时为中法关系擘

画未来。在法国前驻华大使顾山看来，法

中关系中最重要的是信任，习近平主席此

访“确保了法中之间的信任持续牢固，成

为两国关系依赖的支柱”。

法国巴黎法中友好协会副主席利亚

齐德 ·本哈米认为，两国元首外交不断开

创新的历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习近平

主席此访使法中关系在互信的基础上得

到进一步巩固，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共

同促进世界和平。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副所

长伊沃娜 ·拉杰瓦茨说，如果说，“天空才

是极限”，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塞中

关系的高水平“超越了天空”。习近平主

席此次访塞成果丰硕，两国签署多项合作

协议，其中还包含了太空合作。“这也更加

证明了两国之间命运共同体的关系。”

匈牙利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盖尔

盖伊 ·绍拉特认为，两国领导人举行会晤

并共同擘画两国关系发展的整体框架和

主要方向，向外界发出了携手发展合作

的强烈信号。

务实合作有深度

近日，中方接连宣布，允许符合相

关要求的法国猪源性蛋白饲料、塞尔维

亚鲜食蓝莓、匈牙利鲜食樱桃等进口。

习近平主席访欧期间扩大双边经贸合作

的成果，正逐渐转化为惠及双方人民的

福祉。

在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索尼娅 ·布雷

斯莱看来，“元首外交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战略引领作用，是法中建立政治互信和

达成贸易协议的关键推动力”，法国在航

空、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丰富的专业储

备，中国拥有先进的绿色科技和强大的

制造能力，两国可以整合资源，实现互利

共赢，“习近平主席这次重要访问有力推

动了中法经贸关系发展”。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国际

关系研究员亚历山大 ·米蒂奇认为，无论

是中塞自由贸易协定将正式生效、中方支

持塞承办2027年专业类世博会，还是中

方愿扩大进口塞特色优质农产品等，都体

现了双方关系的提质升级，更“铁”的中塞

友谊必将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实”的利益。

匈牙利萨佐德韦格研究所政治分析

中心主任基塞伊 ·佐尔坦认为，匈中关系

再提升将有力促进两国经贸合作。

赓续友谊有温度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受到了当地民

众真诚热情的接待，一个个温暖瞬间进

一步增进了双方友谊，拉近了民众心与

心的距离。

在法国，习近平主席到访受到各界

高度关注。巴黎市民纳塔莉 · 莫雷尔特

地买了一份刊登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的

报纸。她说，“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两

国人民需要增进相互理解并坐下来互相

交流”。

亲戚越走越亲，朋友越走越近。未

来3年，中方将支持50名塞尔维亚青年

科学家赴华开展科研交流，邀请300名

塞尔维亚青少年赴华学习——这些消息

同样令亚历山大 · 米蒂奇感到振奋。他

说，塞中两国在文化、体育等人文领域

的合作将进一步提高两国铁杆友谊的

“含金量”。

“民心相通是中匈关系发展的源头

活水”。9日，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就加

强人文交流达成多项共识，为驶入“黄金

航道”的中匈关系注入源头活水。“习近

平主席此访必将促进匈中关系和人民友

谊。”匈牙利国家旅游局局长肯尼德 ·拉

斯洛说。

提振信心有力度

“共同为迷茫的世界注入希望，为人

类的进步探索方向”，习近平主席此访着

眼三国，立足欧洲，放眼世界。

当前动荡加剧的国际形势下，中欧

关系具有战略意义和世界影响，关乎世

界和平、稳定、繁荣。欧洲多国人士高度

评价习近平主席对双边及中欧关系稳定

健康发展作出的战略引领，认为其影响

已超出双边范畴，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

入了稳定性和正能量，有力提振了人们对

于世界未来的信心。

法国生态部官员玛丽 · 德凯特拉尔-

阿娜认为，法中合作可以为欧洲和世界带

来很多好处。现在的转型和危机是全球性

的，欧中需要携手共进。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学者亚历山大 ·帕

维奇说，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今天，习近

平主席的访问对塞尔维亚乃至整个欧洲都

非常重要。“中国同其他国家相互尊重、合

作共赢的相处方式，正是欧洲需要的。”

东风浩荡万里长，与时偕行天地宽。

习近平主席欧洲之行，向世界发出了和平、

团结、合作的时代强音，充分体现了大国大

党领袖的全球视野、天下情怀和时代担当，

访问所引发的热烈反响也再次表明，中国

更具国际影响力、创新引领力、道义感召力

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已深入人心，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理念，正日益成为凝

聚国际共识的重要价值内核，推动历史的

车轮朝着光明的方向滚滚向前。

新华社记者
（据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东风浩荡万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