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听习近平
讲丝路故事

阿拉木图的冼星海大道

古丝绸之路上的古城阿拉木图有一条冼星海大道，人们传诵着这样一个故事。1941 年伟大卫国战争

爆发，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辗转来到阿拉木图。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

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

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红》等著名音乐作品，并根据哈萨克民

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诗《阿曼盖尔德》，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受到当地人民广泛欢迎。

　　                                                             ——摘自习近平 2013 年 9 月 7 日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

苏西洛写下《宁静》之歌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苏西洛总统创作的一首歌，名字叫《宁静》。那是 2006 年 10 月，苏西洛总统来

到中国广西出席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15 周年纪念峰会。会议间隙，他在漓江上产生了创作灵感，提

笔写下了一首优美的歌词 ：“快乐的日子，在生命中不断循环，我与伙伴，共同度过那美好时光。”苏西洛

总统在中国的山水之间触景生情，想起自己的童年、自己的家乡，说明我们两国人民是心相通、情相近的。                                                                   

                                                                     ——摘自习近平 2013 年 10 月 3 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

和平合作 政策沟通
互学互鉴 开放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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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云集各国使臣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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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习近平 2014 年 3 月 27 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阿拉伯餐馆开到义乌

中阿关系的快速发展，也把双方普通人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浙江，就有

这样一个故事。在阿拉伯商人云集的义乌市，一位名叫穆罕奈德的约旦商人开了一家地道的阿拉伯餐馆。

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化带到了义乌，也在义乌的繁荣兴旺中收获了事业成功，最终同中国姑娘喜

结连理，把根扎在了中国。一个普通阿拉伯青年人，把自己的人生梦想融入中国百姓追求幸福的中国梦中，

执着奋斗，演绎了出彩人生，也诠释了中国梦和阿拉伯梦的完美结合。                                                                   

                                 ——摘自习近平 2014 年 6 月 5 日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

政策沟通
贸易畅通

设施联通

民心相通 资金融通

互学互鉴互通

共商共建共享
利益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

ChaoXing



12 全景
特刊

 中企圆了白俄罗斯轿车梦

白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在欧亚地区开展大型合作项目最为广泛的国家之一，双方在通信、交通、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执行了数十个重大项目，产生了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其中，吉利汽车组装厂的产品

实现了白俄罗斯的“轿车梦”；首座以中国首都命名的北京饭店在明斯克竣工运营，为白俄罗斯四海宾朋提

供服务 ；明斯克 2 号、5 号、卢科姆尔和别列佐夫等电站改造项目成功实施，为白俄罗斯发展经济提供了

电力支持 ；中国为白俄罗斯建造的 3 条水泥生产线极大提高了白俄罗斯水泥生产水平和规模 ；中国为白俄

罗斯提供的现代化电力机车奔驰在广袤的白俄罗斯平原 ；承载着两国发展振兴共同梦想的中白工业园项目

正逐步开启实质性进展。　　         

                                                 

        ——摘自习近平 2015 年 5 月 8 日在白俄罗斯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让中白友好合作的乐章激越昂扬》

巴基斯坦驰援汶川

2008 年中国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巴基斯坦倾囊相助，出动所有的战略运输机，将全部战略储备帐篷

第一时间运到了灾区。随行医疗队为节省飞机空间，拆掉了飞机上的座椅，一路上席地而坐。今天，数以

千计的巴基斯坦工作人员在各地同中国职工一起夜以继日建设中国承担的项目，涌现出许多感人肺腑的故事。

同样，在巴基斯坦需要的时候，中国始终是巴方的坚强后盾。中国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独立和

领土完整的努力。2010 年巴基斯坦遭受特大洪灾，中国第一时间伸出援手，陆空全方位施援，派出历史

上最大规模的医疗救援队，首次派遣大规模车队和直升机执行救援任务，开创了中国对外援助史上的先河。

2014 年底，白沙瓦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中方专门邀请巴方受伤学生和家人赴华疗养，让孩子们幼小的

心灵感受到中国人民真挚的情谊。

在不久前的也门撤侨行动中，中国军舰搭载 176 名巴基斯坦公民从亚丁港撤离，巴基斯坦军舰协助从

穆卡拉港撤离 8 名中国留学生。巴方军舰指挥官下达命令 ：“只要中国留学生不到，我们的军舰就不离港。”

这掷地有声的话语再次证明中巴友谊情比海深。

                                                                           ——摘自习近平 2015 年 4 月 21 日在巴基斯坦议会的演讲

泰戈尔的中国故乡

90 年前，中国人民喜爱的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了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一踏上中国的土

地，泰戈尔就说 ：“我不知道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在离开中国时，他伤感地说 ：“我的心

留在这里了。”

　　                                                     　——摘自习近平 2014 年 9 月 18 日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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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丝绸成就波斯丝毯

这是我第一次访问伊朗，但同很多中国人一样，我对你们古老而美丽的国度并不陌生，因为丝绸之路

早就把我们两个伟大民族联结在一起。史书记载下一个又一个精彩故事。

早在 2000 多年前的中国西汉时期，中国使者张骞的副使就来到伊朗，受到隆重接待。7 世纪后的中

国唐宋时期，许多伊朗人前往中国求学行医经商，足迹遍及西安、广州等地。13 世纪，伊朗著名诗人萨迪

记录下到中国新疆喀什的难忘游历。15 世纪，中国明代郑和 7 次率领庞大船队远洋航海，其中 3 次到达

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地区。

来自中国的丝绸和伊朗的高超工艺结合，成就了波斯丝毯的高贵 ；来自伊朗的苏麻离青和中国的高超

工艺结合，成就了青花瓷器的雅致。中国的漆器、陶器以及造纸、冶金、印刷、火药等技术经伊朗传向亚

洲最西端乃至欧洲等更远的地方，石榴、葡萄、橄榄以及玻璃、金银器皿等又从伊朗和欧洲等地传入中国。

                              ——摘自习近平 2016 年 1 月 21 日在伊朗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 《共创中伊关系美好明天》

 新加坡有艘“郑和宝船”

15 世纪初，中国著名航海家郑和扬帆远航，多次到访新加坡。新加坡海事博物馆里有一艘按原尺寸复

制的郑和宝船，以纪念这一伟大事件。明末清初，许多来自中国广东、福建的民众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

带来了中华文化和技术，也播下了中新友好的种子。

1978 年，邓小平先生访问新加坡，拉开了新时期中新友好合作的序幕。当时的中国正在开拓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李光耀先生带领下，新加坡兼具东

方价值观和国际视野，走出了一条符合新加坡国情的发展道路。在目睹新加坡创造的经济成就后，邓小平

先生表示，中国要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的实践为中国破解改革发展中的一些难题提供了宝贵借鉴，中国

发展也为新加坡带来了巨大发展机遇。

　　                                                                ——摘自习近平 2015 年 11 月 7 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演讲

李白王维的日本友人

一个多星期前，印度总理莫迪先生访问了我的家乡陕西省，我在西安同他一道追溯了中印古代文化交

流的历史。隋唐时期，西安也是中日友好往来的重要门户，当年很多来自日本的使节、留学生、僧人在那

里学习和生活。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阿倍仲麻吕，同中国唐代大诗人李白、王维结下深厚友谊，留下了一段

动人佳话。

                                                                ——摘自习近平 2015 年 5 月 23 日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日报 2017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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