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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02版）
前一日，在爱丽舍宫，两国元首互赠

奥运火炬。三支奥运火炬在大理石桌面上
并排而立，习近平主席向马克龙总统表达
对巴黎奥运会的支持：“法国是一个体育强
国，我衷心祝愿巴黎奥运会取得成功。中
方将派出高水平代表团赴法参赛。”

中法人文合作发展论坛，中法图书交
流活动、“遇鉴中国”2024中华文化主题
展……在习近平主席访法之际，一场场人
文交流活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
法文化旅游年携手巴黎奥运年，经贸缘、
文化缘、体育缘彼此交融，中法友谊和合
作步入了新高潮。

格局与大局：
用历史的火炬照亮前行的路

傍晚的爱丽舍宫尤显古典之美。一
道彩虹架在微蓝的云天，宛若一座长桥，
连接着东方和西方。

节日大厅里，马克龙总统夫妇为习近平
主席夫妇举行盛大国宴。

是朋友的欢聚，更是文明的交响。中
国钢琴家郎朗首先与爱丽舍宫乐队合作
演绎法国作曲家圣-桑的作品，之后弹奏
一曲《茉莉花》。动人的旋律在琴键上、在
琴弦间流淌，中法文化又一次相亲相融。

文明如水，提供精神的滋养。中法元
首外交，浸润着浓浓的文明底色。

爱丽舍宫肖像厅，习近平主席夫妇同
马克龙总统夫妇相聚畅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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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5月12日电）

蓝色绸缎般的多瑙河，在匈牙利的北
境拐了个弯，由东转南，穿过布达佩斯，继
而挽起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流淌过漫
长时光。

今年中国元首出访的开篇之作，选择
了欧洲。立夏之后的这一周，越过辽阔的
亚欧大陆，习近平主席先赴法国，后飞塞
尔维亚，再抵匈牙利。

中欧关系又一次置于世界的聚光灯
下。近来沿着欧洲到北京的航线，欧洲国
家政要纷至沓来。这一次，习近平主席不
远万里，来到欧洲。

透过那些温暖与感动的镜头，翻开那
些共识与合作的篇章，沉潜深处的，是东
西方文明互鉴下的彼此照亮，是跬步江山
的相向而行，是“中国式现代化将给世界
带来巨大机遇”的壮阔图景。

国家关系的刻度，如何标注？
国与国的关系，亦如人与人的交往：人

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
合作，根深叶茂；往来，辅车相依；信

任，坚如磐石；目标，大道同行——当一切都
已就绪，双边关系的换挡提速，水到渠成。

巍峨的山峦，一眼望不尽。标注国家
关系的刻度，必须站在不同的方位。

用时代铸就的定位去标注。
当地时间5月8日，塞尔维亚大厦，中

塞元首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
同体。

随后，在共见记者时，习近平主席给
予高度评价：“8年前，塞尔维亚成为中国
在中东欧地区首个全面战略伙伴。今天，
塞尔维亚又成为首个同中国共同构建命
运共同体的欧洲国家，充分体现了中塞关
系的战略性、特殊性和高水平。”

历久弥坚的铁杆友谊精神，照亮了中
塞两国新的航程。这一程，凝结着过往的
厚重，更开辟着更加辽阔的未来。

相向而行，因为理念一致、追求相
似。“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这
是中塞两国以及世界上所有坚持独立自
主、追求和平和发展国家的共同愿景。

9日，布达佩斯总理府，中匈两国领导
人宣布：建立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

习近平主席作出高度评价：“实现了
从跨越大陆的朋友、友好合作伙伴到全面
战略伙伴的持续深入发展。”“双边关系进
入历史最好时期，驶入‘黄金航道’。”“为世
界各国树立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信
心，写就了浓墨重彩的过往，也挥毫着未
来可期的新篇。

用外交高规格的礼遇去标注。
7日夜，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贝尔格

莱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夫妇以及前
总统、议长、总理、外长等亲赴机场迎接。

次日，会谈时，武契奇总统发自肺腑
地对习近平主席的到访表达感激与自豪，

他说：“昨晚我为您的到访准备了一整
夜。”习近平主席回应道：“中国有一句话
叫‘盛情难却’，总统先生曾对记者说你邀
请了我许多次。今天我如约而来。”

这一天傍晚，饯行话别，武契奇总统
夫妇将习近平主席夫妇一路送到了机
场。望着腾空而起的专机，他们挥手道
别、伫立良久。

一个多小时后，匈牙利布达佩斯国际
机场，习近平主席夫妇走下舷梯，等候良久
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走上前来：“主席阁
下、教授女士，热烈欢迎你们‘来家里’。”

次日一早，布达王宫内庭，国旗、红
毯、骏马、青石板……人们惊叹于这次安
排的高规格：一是舒尤克总统和欧尔班总
理共同出席，这在匈牙利外交史上十分罕
见；二是在古老的布达王宫，为外国领导
人举办欢迎仪式，这是首次。一切只因
为，尊敬的中国朋友来了。

欧尔班总理在欢迎宴会上说：“我们
难以表达您到访的价值有多大，这是非常
大的事。”即将启程返回中国之际，欧尔班
总理夫妇再次举行小范围午宴，为习近平
主席夫妇饯行，席间畅叙。之后，又将
习近平主席夫妇送到机场，依依惜别。

用历史垒砌的信任去标注。
塞尔维亚人常说，“朋友是时间的果

实”；匈牙利有句俗语，“好朋友比黄金更
珍贵”。时光知味，沉淀下中塞、中匈交往
的深厚与温暖、相守与坚定。

中塞友谊是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无论是反法西斯战争的浴火岁月、国家建
设时期，还是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中，中国一直与塞尔维亚并肩而立。

很多人记得疫情暴发后的一幕。中
国向塞尔维亚伸出援手，捐赠医疗防护物
资、派出高水平医疗专家组。武契奇总统
亲赴机场迎接。

武契奇总统对习近平主席说：“我们
铁杆友谊不会被任何人所破坏。”“虽然我
们是一个小国，但是我们会坚定地在困难的
时候与中国站在一起，而中国也是如此。”

“我们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每次有人问起
相关问题，我们都说那是中国的内政。”

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
一，今年是两国建交75周年。元首会谈
时，舒尤克总统感慨：“一个人活到75岁相
当长，两个国家交往75年应该也是一个非
常长的时间。”“我们的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您对匈牙利的访问，给我们带来了光荣。”

欧尔班总理在欢迎宴会致辞时说：
“两国关系没有隔阂。我们想不起历史上
有任何一个让两国敌对的事件。匈中两
国有很大的向心力。”

用人民厚重的情谊去标注。
8日上午，近2万名塞尔维亚民众从各

地赶来。习近平主席向欢迎人群挥手致
意，广场上欢呼声、掌声经久不息：“中
国！塞尔维亚！”

（下转04版）

相向而行的力量
——习近平主席对塞尔维亚、匈牙利进行国事访问纪实

历史长河中的又一次“中法相遇”
——习近平主席对法国第三次国事访问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