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７日，巴黎）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尊敬的博科娃总干事，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好！有机会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感到十分高兴。首先，我谨对博科娃女士

再次当选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表示衷心的祝贺！对教科文组织为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作出

的卓越贡献，表示诚挚的敬意！ 

 

3 月 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重要演讲。 新华社记者姚大伟摄 



  教科文组织诞生于６９年前，那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硝烟刚刚散去。面对战争给人类带

来的惨烈后果，人类又一次反思战争与和平的真谛。千百年来，人类都梦想着持久和平，但

战争始终像一个幽灵一样伴随着人类发展历程。此时此刻，世界上很多孩子正生活在战乱的

惊恐之中。我们必须作出努力，让战争远离人类，让全世界的孩子们都在和平的阳光下幸福

成长。 

  在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源于人之

思想，故务需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只要世界人民在心灵中坚定了和平理念、扬起了和平风帆，就能形成防止和反对战争的

强大力量。人们希望通过文明交流、平等教育、普及科学，消除隔阂、偏见、仇视，播撒和

平理念的种子。这就是教科文组织成立的初衷。 

  这样一种期待，这样一种憧憬，是我们今天依然要坚守的。不仅要坚守，而且要通过跨

国界、跨时空、跨文明的教育、科技、文化活动，让和平理念的种子在世界人民心中生根发

芽，让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星球生长出一片又一片和平的森林。 

  自１９４５年成立以来，教科文组织忠实履行使命，在增进世界人民相互了解和信任、

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中国高度重视同教科文组织的合作，愿意加大

参与教科文组织的各项活动。为体现对非洲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决定把通过教科文组织向包

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的长城奖学金名额由每年２５人扩大为７５人，我们还将

同教科文组织一道把援助非洲信托基金的活动继续开展下去。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

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需要秉持正确的态度和原则。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以下几点。 

  第一，文明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阳光有七种颜色，世界也

是多彩的。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人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



中，创造和发展了多姿多彩的文明。从茹毛饮血到田园农耕，从工业革命到信息社会，构成

了波澜壮阔的文明图谱，书写了激荡人心的文明华章。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花朵，就算这种花朵再

美，那也是单调的。不论是中华文明，还是世界上存在的其他文明，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

果。 

  我参观过法国卢浮宫，也参观过中国故宫博物院，它们珍藏着千万件艺术珍品，吸引人

们眼球的正是其展现的多样文明成果。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

种文明为前提。中国人在２０００多年前就认识到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道理。推动

文明交流互鉴，可以丰富人类文明的色彩，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开创更有

选择的未来。 

  第二，文明是平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

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

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 

  我访问过世界上许多地方，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了解五大洲的不同文明，了解这些

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独到之处，了解在这些文明中生活的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我到过代表古玛雅文明的奇琴伊察，也到过带有浓厚伊斯兰文明色彩的中亚古城撒

马尔罕。我深深感到，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如果居高临下

对待一种文明，不仅不能参透这种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历史和现实都表明，

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 

  第三，文明是包容的，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人

类创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在文明问题上，生搬硬

套、削足适履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一切文明成果都值得尊重，一切文明成

果都要珍惜。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

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萝卜青菜，各有所

爱。” 

  中华文明经历了５０００多年的历史变迁，但始终一脉相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

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

养。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 

  公元前１００多年，中国就开始开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汉代张骞于公元前１３８年

和１１９年两次出使西域，向西域传播了中华文化，也引进了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芝

麻等西域文化成果。西汉时期，中国的船队就到达了印度和斯里兰卡，用中国的丝绸换取了

琉璃、珍珠等物品。中国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活跃期。据史料记载，唐代中国通使

交好的国家多达７０多个，那时候的首都长安里来自各国的使臣、商人、留学生云集成群。

这个大交流促进了中华文化远播世界，也促进了各国文化和物产传入中国。１５世纪初，中

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到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一直抵达非洲东海岸的肯尼

亚，留下了中国同沿途各国人民友好交往的佳话。明末清初，中国人积极学习现代科技知

识，欧洲的天文学、医学、数学、几何学、地理学知识纷纷传入中国，开阔中国人的知识视

野。之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更是频繁展开，这其中有冲突、矛盾、疑惑、拒绝，但更多是

学习、消化、融合、创新。 

  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

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

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唐代玄奘西行取经，历尽磨难，体现的是中国人学习

域外文化的坚韧精神。根据他的故事演绎的神话小说《西游记》，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人

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

韩国、东南亚等地。 

  ２０００多年来，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先后传入中国，中国音乐、绘画、文学等

也不断吸纳外来文明的优长。中国传统画法同西方油画融合创新，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中国写

意油画，徐悲鸿等大师的作品受到广泛赞赏。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四大发



明带动了世界变革，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中国哲学、文学、医药、丝绸、瓷器、茶叶等传

入西方，渗入西方民众日常生活之中。《马可·波罗游记》令无数人对中国心向往之。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秦俑，人们称之为“地下的军团”。法国总统希拉克参观之后说：

“不看金字塔，不算真正到过埃及。不看秦俑，不算真正到过中国。”１９８７年，这一尘

封了２０００多年的中华文化珍品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中国还有大量文明成果被教科文组

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里，我要对教科文组织

为保存和传播中华文明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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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生活在２５００年前的中国史学家左丘明在

《左传》中记录了齐国上大夫晏子关于“和”的一段话：“和如羹焉，水、火、醯、醢、

盐、梅，以烹鱼肉。”“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

九歌，以相成也。”“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 

  世界上有２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２５００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如果只有一种生活方

式，只有一种语言，只有一种音乐，只有一种服饰，那是不可想象的。 

  雨果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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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文明如水，润物无声。我们应该推动不

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会

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提

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 

  １９８７年，在中国陕西的法门寺，地宫中出土了２０件美轮美奂的琉璃器，这是唐代

传入中国的东罗马和伊斯兰的琉璃器。我在欣赏这些域外文物时，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

是对待不同文明，不能只满足于欣赏它们产生的精美物件，更应该去领略其中包含的人文精



神；不能只满足于领略它们对以往人们生活的艺术表现，更应该让其中蕴藏的精神鲜活起

来。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拿破仑曾经说过，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

我们要积极发展教育事业，通过普及教育，启迪心智，传承知识，陶冶情操，使人们在持续

的格物致知中更好认识各种文明的价值，让教育为文明传承和创造服务。我们要大力发展科

技事业，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认识自我，认识世界，改造社会，使人们在持续的天工开物

中更好掌握科技知识和技能，让科技为人类造福。我们要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发展，通过文化

交流，沟通心灵，开阔眼界，增进共识，让人们在持续的以文化人中提升素养，让文化为人

类进步助力。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既深深体现了今天中国人的理想，也深深

反映了中国人自古以来不懈追求进步的光荣传统。 

  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

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

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

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随着中国经

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

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

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

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

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

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明年是教科文组织成立７０周年，我相信，在

博科娃总干事领导下，教科文组织一定能为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和平谱写新的

篇章。 

  谢谢大家。 

                                  （来源：新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