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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巴黎5月5日电 5月5日，在
赴巴黎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题为
《传承中法建交精神 共促世界和平发
展》的署名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传承中法建交精神
共促世界和平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马克龙总统邀请，我很高兴对法
国进行第三次国事访问。

在中国人民心中，法兰西有着独特
魅力。这片土地曾经诞生众多有世界影
响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为全人类
提供思想启发。150多年前，法国人士
曾经参与建设中国福建船政和福建船政
学堂，法国最早接受中国公派留法学生；
百年前中国青年赴法国负笈求学，其中
一些有志青年后来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
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法国在西方大国中
率先同新中国正式建交。

2024年是个有特殊意义的节点。
我此时来到法国，带来来自中国的三个
信息。

——中方愿同法方传承建交精神，
推动中法关系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60年前，
戴高乐将军从时代的战略眼光出发，决
定同新中国建交。在冷战正酣的背景
下，作出这一独立自主决定是极为不易
的，事实证明也是正确和富有远见的。

中法建交架起沟通东西方的桥梁，也推
动国际关系朝着对话合作的方向演变。

60年来，中法关系始终紧跟时代。
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中，两国率先建
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机制性战略
对话；率先开展航空、核能、第三方市场
等合作；率先互设文化中心、互办文化
年，为全球文明互鉴发挥引领作用。两
国合作促成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
架”，有力推进全球气候议程。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当今世界很不
安宁，再次面临重重风险。中方愿同法
方一道，弘扬建交精神，推动中法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为促进世界加强
合作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将扩大高水平开放，同包
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深化合作。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75年
来，依靠全体中国人民艰苦奋斗，中国从
一穷二白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数
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创造了人类
发展史上的奇迹。2023年中国经济增
长5.2%，2024年的目标是5%左右，且发
展质量更高。中国将继续为全球增长提
供动力，为世界各国带来机遇。

中国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毫
不动摇坚持对外开放。我们欢迎更多高
质量法国农产品、化妆品进入中国市场，
满足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我们欢迎包括法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企业赴华投资兴业，已经全面放开制造

业准入，将加快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
准入。我们还给予法国等多个国家普通
公民15天免签政策，制定了便利外籍人
员在华旅游、支付的新举措。

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包括鼓励企业走
出去开展合作。当前，法国正在推进基
于绿色创新的“再工业化”，中国也在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双方可以深化创新
合作，共促绿色发展。一些中国企业已
经在法国设立了电池工厂。中国政府支
持更多中国企业到法国投资，也希望法
方为他们提供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

——中方愿同法方加强沟通协作，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
周年。70年前，周恩来总理首次完整提
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
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认可，成为现代
国际关系重要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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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我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完善全
球治理、破解人类发展难题贡献中国方
案，已经得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
组织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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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继发出多项呼吁，包括遵守联
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各国主权和
领土完整，重视各方合理安全关切；强调
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中国向
乌克兰提供多批人道主义援助，多次派
遣特使赴相关国家斡旋。乌克兰危机持
续越久对欧洲和世界损害越大。中方期
盼欧洲大陆早日重回和平稳定，愿同包
括法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找到解决
危机的合理路径。

巴以冲突同样牵动人心。解决巴
以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独立的巴
勒斯坦国。历史反复证明，巴以局势之
所以屡陷动荡，根本原因在于联合国决
议没有得到切实执行，“两国方案”基础
不断被侵蚀，中东和平进程偏离正轨。
中法两国在巴以问题上有很多共识，
应该加强合作，为恢复中东和平作出
贡献。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
立而不倚，强哉矫”。法国作家罗曼·罗
兰说，“放弃独立思考，是一切不幸的核
心”。中法作为两个有独立自主精神的
大国，在历史长河的每一次相遇都能迸
发出巨大能量，影响世界行进方向。站
在新的历史交汇点上，让我们携手再出
发，推动中法关系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造
福两国和世界！

习近平在法国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传承中法建交精神共促世界和平发展

每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
贺词，国内外的“书虫”都会饶有兴趣地
研究他办公室书架上的图书。

细心的观众发现，习近平主席藏书
中有不少法国经典著作，比如《论法的
精神》《悲惨世界》《红与黑》和《人间喜
剧》。“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
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
术深深吸引着我。”习近平主席曾经这样
回忆。

习近平主席博览群书。阅读塑造了
他对世界的看法。担任国家领导人以
来，文化交流成为他对外交往的重要“名
片”，并有力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
互理解。

在中法庆祝建交60周年之际，习近平
主席对法国进行第三次国事访问。全世
界都在关注，这位中国领导人将如何进
一步拉近东西方两大文明的距离。

从司汤达到雨果
20世纪60年代，习近平从北京到陕

西梁家河当知青。在艰苦的乡村生活
中，读书给了他精神上的慰藉。但凡当
时能找到的名著，他都如饥似渴地阅读，
其中就包括《红与黑》。

“司汤达的《红与黑》很有影响，但对
人世间的描写，还是要算巴尔扎克、莫泊
桑的作品，像《人间喜剧》的影响就很
大。”他曾经这样谈起自己的“读后感”。

法国作家的经典作品让他印象深
刻，他经常在演讲中引用其中的段落，包
括维克多·雨果的名言。在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2015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大
会上，习近平主席引用了雨果《悲惨世
界》中“最大的决心会产生最高的智慧”
一句，借以呼吁各方达成协议。

习近平主席也非常欣赏法国的艺
术。他喜欢法国作曲家比才、德彪西。
他曾到访雄伟壮观的凯旋门、富丽堂皇
的凡尔赛宫。他说，巴黎圣母院是法兰
西文明的重要象征，也是人类文明的杰
出瑰宝。

习近平主席经常引用的《悲惨世界》
是以法国大革命为历史背景创作的。他
曾经说，我看《悲惨世界》，读到卞福汝主
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确实感到震撼。
伟大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
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道。

“知音”
近年来，中法文化交流在两国关系

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与习近平主席对法
国文化的热爱有很大关系。

2019年在法国尼斯，法国总统马克
龙在拥有百年历史、体现欧洲文明特色
的海燕别墅接待了习近平主席。马克龙
送给习近平主席一本《论语导读》法语原
版作为国礼。这本书牛皮封面、飘口烫
金、书口刷红，印制于1688年。

习近平主席小心翼翼地托着书，打
开封面，翻过几页，看到一行用古法语书
写的字迹:“致读者——本书作为阅读孔
子的钥匙。”马克龙告诉习近平主席：

“伏尔泰、孟德斯鸠都深受孔子思想的影
响。”听了马克龙的介绍，习近平主席说：

“这个礼物很珍贵。”这本书后来成为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重要馆藏。

17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中国热”。
随着同中国的贸易来往不断密切，这股

“中国热”在18世纪席卷整个欧洲大
陆。这一时期，法国的汉学家不断探索
研究奠定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儒家文
化，并将其思想传播到欧洲各地。

许多文化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中法间
的文化互动。中国近代学贯中西的大师
辜鸿铭在其著名的《中国人的精神》一书
中写道：“世界上似乎只有法国人最理解
中国和中国文明，因为法国人拥有一种
和中国人一样非凡的精神特质。”

在习近平主席看来，中法可以成为
“知音”，因为两国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
蕴，能够互相理解。去年4月，马克龙到
访广州，习近平主席在广州松园接待了
他。在松园白云厅，两国元首欣赏古琴
演奏《高山流水》。马克龙饶有兴致地问
起乐曲的名字。“这是中国古代一个很优
美的故事，讲的是俞伯牙和钟子期，体现
的是‘知音’，只有‘知音’才听得懂这首
曲子。”习近平主席向客人介绍，还嘱咐
工作人员送一份曲谱给马克龙。高山流
水觅知音。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蕴含着
国与国交往之道。

独立自主的精神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

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
胸怀。”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引用了雨果
的这句名言。

“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
宽阔的胸怀。”习近平主席说道。

十年之后，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对习近平主席的
演讲记忆犹新。“我清楚地记得他当时说
的话。他说，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
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
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十年过去了，习近平主席演讲中说
的每一句话不仅没有过时，甚至因为我
们如今面临的问题而更具现实意义。”博
科娃说。

时钟拨回到60年前。1964年1月27
日，中国和法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打破
冷战中东西方的彼此隔绝，推动全球形
势向多极世界秩序的转变，创造了历
史。法国《世界报》在中法建交次日发表
社论说：“两个具有独立性的国家走到了
一起”。

习近平主席曾评价，毛泽东主席和
戴高乐将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打开
中西方交往合作的大门，为处于冷战中
的世界带来希望。

“中法两国都拥有独立的文明，也具
有共通性。”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
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说。他认为，
得益于两国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法
对世界的发展和历史的演变有着深刻的
洞察，“不愿意被人主导，也不试图去主
导别人。”

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前总理法比
尤斯说，法中都致力于多边主义与和平
发展。他说：“这个世界充满危机，必须
要有维护和平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力
量，这是法中两国超越分歧、共同肩负的
重要使命。”

（新华社巴黎/北京5月5日电）

“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
——习近平主席与法国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