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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者 

 

文如其人  文如其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政治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董向荣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刚刚落下帷幕，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又热烈隆重开幕。 

    中国有个成语，叫“文如其人”，取自宋代大文豪苏轼的《答张文潜书》，意为：看一个人的

文章风格，就可以了解这个人的个性特点。英语里有句谚语：You are what you say意即：你所言

向别人透露了你是什样的人。在自媒体盛行的今天，更是如此。翻阅一下微信朋友圈，就可以知

道一个人关心什么、讨厌什么，基本上可以猜出这个人的大概志趣。 

    文如其人，同样文如其国。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倡导什么价值观，推行什么样的外交政

策，是这个国家的世界观和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近年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出的倡议，可以

清晰地看到中国在世界发展中的角色担当，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轨迹，看到中国发展理念的延伸。 

    2013年 9月和 10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一带一路”由此而诞生。这是发展中的中国向周边的中亚和东南

亚，向世界更远的地区，伸出的橄榄枝，为的是和平，为的是发展，为的是更多的发展中国家能

够共同发展，实现共荣。 

    过去的 5年多里，中国在与沿线国家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

践行自己的发展承诺。2014年 3月，习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强调，文明因交

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2014年 5月，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习

主席指出，“中方倡议通过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方式，推动不同文明、不同宗教交流互鉴、

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在 2015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习主席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加

强青少年、民间团体、地方、媒体等各界交流，打造智库交流合作网络，让亚洲人民享受更富内

涵的精神生活，让地区发展合作更加活力四射。 

    如今，隆重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正是四五年前这些倡议的实践。习近平主席指出，亚

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璀璨的亚洲文明，为世界文明发展史书写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为世

界提供了丰富的文明选择。习主席强调，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

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

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习主席指出，我们应该增强文明自信，在先辈们铸就的

光辉成就的基础上，坚持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辉煌。 

    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亚洲文明对话，彰显中国倡导和平包容的合作理念。 

    当 100 年之后，历史学家书写这段历史的时候，将有两个层面不可忽视：一是，一个 10 亿

量级的人口大国，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旗帜下，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现代化演进。

二是，中国积极融入了世界体系，助力人类社会走出冷战。这将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之一。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丰富多样的世界文化，是各民族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根基。尊重文化和

文明的多样性，也是发展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要求。在文明交流中，只有尊重差异，理解个性，和

平共处，才能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与繁荣。只有保持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世界才更加丰富多彩，

充满生机和活力。同样，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走出冷战思维，尊重文明和文化的

多样性，这是历史的发展大势，也是今天的当务之急。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所

强调的那样，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未来之中国，

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