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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之际，新挑战、新机遇接踵而至，各国都在思谋良策。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中国由大向强，其“和平基因”不会因强而变，不会移植西方马基雅维利、摩根索的思维范式，蹈其称霸扩张覆辙。
☆一些国家政府首脑、联合国官员常常由衷盛赞中国军队：是“最可爱的东方朋友”“在地区稳定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需携手合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军联演联训的国别、次数、参演兵力、演练课目等不断增多。未来，其脚步会更远更实。

和平，是人类的古老梦想；岁月静

好，是美好生活的“标配”。

人类历史，操戈披甲，烽火相随。

我们渴望和平，如同笑吟吟的母亲迎

子归来，又如“何惧异邦硝烟飞”的蓝

盔勇士挥别远行。

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们沐浴着和平阳光一路

前行，也把智慧、热血与汗水，化作丰

沛的爱，惠及远方。

“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做世

界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之锚”——

从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到主张和行动，

中国的和平之光，昭若日月。

胸怀天下，立己达人

和平与发展，如车之两轮，如何驶

向大道坦途？

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调整之

际，新挑战、新机遇接踵而至，各国都

在思谋良策。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2017年 12月 1日，在中国共产党

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习主席指

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

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

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

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

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

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

实。”

这个伟大构想，超越地缘共同体、

精神共同体、安全共同体的思维模式

局限，“开启人类新型文明方式”。过

往，人们的目光或局限于一个民族、一

个区域，或联盟抱团取暖。

这个伟大构想，胸怀天下，立己达

人，“契合于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

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

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最佳方

向”。

从“合作共赢”“开放共赢”“共商

共建共享”……到“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大国外交理念“共”字很多。一个

个“共”字，尽显中国人民海纳百川的

胸襟。

如此胸襟，来自视野开阔高远。

中国人民深知：“单赢，只是中国赢，外

国不赢，那是不能持久的。”唯有共赢，

才能建设持久和平。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

实践——共建“一带一路”，“其远大目

标也在于和平与发展”。

古丝绸之路沿线，曾经“流淌着牛

奶与蜂蜜”。后来，“很多地方却成了

冲突动荡和危机挑战的代名词”，遗留

下“和平赤字”。而“唯有发展，才能消

除冲突的根源”。

“一带一路”，依托亚洲，辐射周

边，陆海并进，对接各国发展规划，不

搞地缘政治扩张。甫一提出，反响热

烈，应者如云。

有人借机抛出所谓新版“中国威

胁论”：污蔑我“通过改写规则谋求霸

权”“通过构建地区霸权寻找世界主导

地位的跳板”等，但为大多数国家所不

齿。

其胜景之一是中欧班列。“钢铁驼

队”沿古丝路而行，通达欧洲15个国家

44个城市、亚洲11个国家44个城市。

路联通，善意传，“从心到心，一道彩虹

正悄然升起”。

5年多来，沿线各国聚力开拓，成

果斐然，绘就一幅“大写意”，140个国

家和国际组织同我国签署相关协议。

瞻未来，正绘制精谨细腻的“工笔画”。

一个伟大构想、一个伟大实践，在

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彰显中国作

为一个大国应有的风范、责任和担当。

和平基因，国兴不易

理解中国的主张和行动，应观其

深厚的文化底蕴。习主席指出：“几千

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

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

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

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世界。

古人追求的是，沐仁风德雨、居尧

街舜巷、耕读传家、行修言道；推崇的

是，“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与西方“以

权力界定利益”之说，相别天壤。

《孙子兵法》虽是著名兵书，但开

篇即讲：“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其要义是慎

战、不战。

中华文明何以绵延不绝，有一共

识：重“和合”“美美与共”“以和邦国”，

其传统战略文化，充满东方智慧。

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曰：“自天

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而其大欲在明明德于天下，非曰张霸

权于世界，攫政柄于域中也。”

唐君毅在《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

中也认为：“由中国人之农业生活，自

然促进人之超敌对致广大而爱和平之

精神……而于和平中发展。”

博物馆是面镜子。中国博物馆没

有靠侵略抢来的异国珍宝。而有的国

家的博物馆，掠夺的展品琳琅满目，有

的就来自中国圆明园。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始终

秉持热爱和平的传统，在维护地区及

世界和平稳定方面，堪称表率：

——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

——承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并无条件不对无核

国家和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

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平等协商解决

国家间的矛盾和问题，反对动辄使用

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积极参加国际军事合作，共

同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努力为国际

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其中联合国维

和，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人员

最多国家、联合国第二大出资国。

5000年历史文化永远是我们的精

神家园。中国由大向强，其“和平基

因”不会因强而变，不会移植西方马基

雅维利、摩根索的思维范式，蹈其称霸

扩张覆辙。

“中国在沉寂两个世纪以后，重新

找回其应有的位置，这是理所当然的

事情。”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在《论战

争与和平》中直点要害。

作为资深外交家、文学家，他的深

入观察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中，没

有西方式的权力欲望，保护其文明所

辖区域并保证内部团结才是首要任

务。”

维护和平，奋然向前

今日之中国，维护和平之愿望，尤

其真挚。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大会上，

习 主席千余字讲话，18次讲到“和

平”。“世界专注倾听，饱经沧桑的中国

对和平发展的珍惜和担当。”

看看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年

丰物阜，民享康宁。日本前首相福田

康夫，约30次访问中国，他赞曰：“在人

类历史上恐怕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能像

中国这样实现快速发展。”

而这一切，靠和平发展。西方鼓

吹的“国强必霸”不会出现——因为不

符合中国自身利益。史有镜鉴：称霸

必起冲突，甚至引火烧身。中国的繁

荣，靠亿万人众志成城、砥砺奋进发展

而来，而现代战争，瞬间可摧毁繁华都

市。战争与和平这本大账，中国人民

算得清。那些乱“扣帽子”的人，是在

用霸权逻辑，揣度“君子之心”。

坚持和平发展，也是维护中国老

百姓的生活方式——上学、打工、网

购、跳广场舞、结伴旅游……多好啊！

中国人民对“超越和平”的干涉、介入

不感兴趣。

今日之中国，维护和平之行动，尤

为坚决。

时危见真情。在联合国7个维和

任务区，2500多名中国军人，身穿防弹

衣，日夜坚守在难以“消弭枪声”的村

落城镇，“成为联合国维和的支柱”。

2016年，短短 3个月内，3名中国

军人捐躯世界和平。5月，在马里，载

弹汽车突闯我维和工兵分队营区，上

士申亮亮血洒哨位。

7月，在南苏丹，一枚火箭弹击中

105号步战车，守卫难民营的维和步兵

营下士李磊、四级军士长杨树朋英勇

牺牲。

不仅是维和。海军护航已10年；

联演联训已有100多次；在国际人道主

义紧急救援行动中，我军官兵一往无

前……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军一系列重大

行动广受赞誉：派医疗队赴西非抗击埃

博拉；派军舰赴也门撤离中外公民；派

遣成建制步兵营、直升机分队维和；完

成8000人规模维和待命部队注册，13

支待命分队全部通过联合国考核晋升

为二级待命部队……中国军队始终是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坚定力量。

而在国际舆论场，中国军队的巨

大贡献，不可能被西方媒体如实报

道。曾几何时，我军执行国际人道主

义救援，要着便服，担心被不良媒体歪

曲炒作。

但是“善行和恩惠会唤起尊敬的

意志”。一些国家政府首脑、联合国官

员常常由衷盛赞中国军队：是“最可爱

的东方朋友”“在地区稳定中发挥着关

键作用”。

温馨的故事，铭记民众心中。中国

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到一些国家访问，

就诊民众总是排着长队，成为一景。

——在莫桑比克，60岁的安东尼

奥因患化脓性中耳炎，听力严重下降，

军医林顺涨成功为其实施鼓膜修补术。

——在孟加拉国，患有先天性心

脏病的杰娜特面临难产，医护人员为

其实施剖腹产手术，女儿平安降生，取

名“中国”。今年，她都8岁了。

……

雪中送炭，人间大爱。坦桑尼亚

总统马古富力致谢说：“这是真正的兄

弟情谊，我无法用言语表达感激之

情。”其实，这是我军本色所系。

登高望远，使命如山

“天涯静处无征战，兵气销为日月

光。”将世界建成和平乐园，是伟大的

事业、共同的梦想。

今天，时移世易，趋势已变。各国

相互依存日益紧密，全球治理体系和

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和平与发展

已成为时代主题。

“如果从一个更长的历史视角来

观察，自世界进入现代以来，战争频率

持续下降。”勒博在《国家为何而战？》

一书写道。

同时，各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更趋

复杂，战争威胁始终挥之不去。从欧

洲到中东，冷战阴云难消，威慑恫吓盈

耳，一些条约协议想撕就撕……

令人扼腕的是：叙利亚满目残垣、

也门战火连绵、阿富汗局势堪忧、全球

恐怖袭击此起彼伏、难民如潮……眼

泪，“闪动在无数母亲眼中”。

和平是那么美好、又那么脆弱。

虽然世界总体和平，但各种威胁，总不

时把人们从梦中惊醒。

今天，登高望远，使命如山。我国

面积、人口数量、经济体量巨大，海外

利益越来越多，与个别国家还存在领

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必须维护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

我们世代期盼祖国能长成参天大

树、屹立世界民族之林，树真的长大

了，又“招风”——有春风惠风，也有歪

风邪风，甚至狂风暴风。必须能抵御

任何风浪。

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稳定，需携手

合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军联演联训的

国别、次数、参演兵力、演练课目等不断

增多。未来，其脚步会更远更实。

我们要攻坚克难、不负时代，建设

世界一流军队。唯此，捍卫和平才有

底气，中国人民才有“不受打扰的睡

眠”。这非“奢侈品”，而是“必需品”。

未来战争是最大考验。马丁·路

德·金说：“战争是一把可怜的凿子，用

来雕刻我们的未来。”如何“雕刻”未来

和平，新时代中国军人应有更高标准。

和平有各种状态，有学者将其分

为：对称性和平、非对称性和平；强制性

和平、公约性和平等。同样赢得和平，

在世界格局中地位、态势差别巨大。

若与战争不期而遇，我们应缔造

“成功的和平”，让复兴大业平稳向

前。我们从座座军营感受到：人民军

队有这样的宏愿和自信！

■本报记者 杜献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