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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善萍北京专电】每
年两会的外长记者会都是最受关注
的。3月7日是秦刚作为新任外交部
部长的身份首次亮相全国两会，300
多位中外记者一大早，至少提前三、
四小时在梅地亚中心门外排队。据
观察，外媒记者占一半左右，可见世
界对于这场外长记者会高关注度。
在时长 1 小时 50 多分钟的记者会
上，秦刚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
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问题聚焦中美关系、中俄关系、俄乌
战争、一带一路等热点议题。

秦刚曾经担任过两次外交部的
新闻发言人，任内金句频出。在担
任外交部部长之前，秦刚曾任第十
一任的中国驻美大使。在今天的记
者会上，回答美国记者提问时，秦刚
妙语连珠：“第一粒纽扣扣错了，导
致美国对华政策完全脱离了理性健
康的正轨。”、“总是要去绊倒对方，
甚至想让对方参加残奥会”、“美国
有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豪情，也要有
容得下别国发展的雅量，遏制打压
不会让美国变得伟大，更阻挡不了
中国迈向复兴的步伐……

以下是来源于新华社发布的美
国记者与秦刚问答原文：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秦部
长，您曾写到：“一个健康稳定的中
美关系攸关两国人民和我们星球的
前途命运。”鉴于双方在各种问题上
的利益分歧不断扩大，还有可能发
展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吗？或者，
您打算如何使之成为可能？除了中
国的核心利益，您是否也考虑过美
国的核心利益？

第一粒纽扣扣错了
外交部长秦刚：前段时间中美

关系发生了无人飞艇事件。这完全
是一起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偶发意外
事件，事实和性质都很清楚，连美方
也认为不构成现实威胁。然而，美
方却违反国际法精神和国际惯例，
有罪推断，过度反应，滥用武力，借
题发挥，制造了一场本可以避免的
外交危机。

从偶然中可以看到必然，那就
是美国对华认知和定位出现了严重
偏差，把中国当成最主要对手和最
大地缘政治挑战。第一粒纽扣扣错
了，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完全脱离了
理性健康的正轨。如果美方继续沿
着错误道路狂飙，再多的护栏也挡
不住脱轨翻车

美方声称要“竞赢”中国但不寻
求冲突。但实际上，美方的所谓“竞
争”，就是全方位遏制打压，就是你
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总是要去绊倒对方，
甚至想让对方参加残奥会”
秦刚：美方口口声声说要遵守

规则，但如同两位运动员在奥运田
径场上赛跑，一方不是想着如何跑
出自己的最好成绩，而总是要去绊
倒对方，甚至想让对方参加残奥会，
这不是公平竞争，而是恶意对抗，犯
规了！
美方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我们办不到
秦刚：美方所谓要给中美关系

“加装护栏”“不冲突”，实际上就是
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这办
不到！
如果美方继续沿着错误道路狂飙
再多的护栏也挡不住脱轨翻车
秦刚：如果美方不踩刹车，继续

沿着错误道路狂飙下去，再多的护
栏也挡不住脱轨翻车，必然陷入冲
突对抗。谁来承担其灾难性的后
果？！这样的竞争，就是以两国人民
根本利益乃至人类前途命运为赌注
的豪赌，中方当然坚决反对。
美国要有容得下别国发展的雅量

秦刚：美国有让美国再次伟大
的豪情，也要有容得下别国发展的
雅量。遏制打压不会让美国变得伟
大，更阻挡不了中国迈向复兴的步
伐。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能否处
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
运。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

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
题。我也注意到，美国国内越来越
多的有识之士对当前中美关系深感
忧虑，他们纷纷呼吁美方奉行理性
务实的对华政策。

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热
情、友善、淳朴，都追求幸福生活、美
好世界。我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洛
杉矶长滩港码头工人告诉我，全家
老小的生计依靠同中国的货运贸
易，美中两国要共同繁荣。艾奥瓦
州的农民告诉我，世界上还有许多
饥饿的人，我要多种粮食。大学校
长们告诉我，科技进步要靠国际交
流，科技脱钩是双输、多输。明尼苏
达州英华学院的小学生获得“汉语
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冠军，她用流
利的汉语告诉我，她学汉语，是因为
喜欢中国。每当我想起他们，我就
想，决定中美关系的，应该是两国的
共同利益、共同责任和两国人民的
友谊，而不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和歇
斯底里的新麦卡锡主义。

中方将始终按照习近平主席提
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
的原则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
定发展，我们也希望美国政府认真
倾听两国人民的声音，消除“威胁膨
胀”的战略焦虑，摒弃零和博弈的冷
战思维，拒绝“政治正确”的无端绑
架，兑现承诺，与中方相向而行，共
同探索出既有利于两国、又造福世
界的中美正确相处之道。

全国人大“外长记者会”秦刚妙语谈美国：
“第一粒纽扣扣错了”“总是要去绊倒对方,想让对方参加残奥会”

3 月 7 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多功
能厅举行记者会，外交部长秦刚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
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本报记者章维佳北京
专电】3 月 7 日中国外交部
长秦刚出席两会外长记者
会并就“中国外交政策和
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
中外记者提问。其中有记
者问及中国提出的“一带
一路”倡议和美欧出台的
全球基建计划是否有竞争
关系。

秦 刚 表 示 ，“ 一 带 一

路”倡议是中国发起，各方
共建，世界共享的优质公
共产品，优在高标准、可持
续、惠民生，因为优质实用
所以广受欢迎，迄今已经
吸引了世界上超过四分之
三的国家和 32 个国际组织
参与其中。

倡议已经提出了十年，
从当初的蓝图变成今天的
实景，化作了各国发展的

实 效 ，百 姓 民 生 的 实 惠 。
十年，铺就了共同发展的
康庄大道，留下了一个个
国家地标，民生工程，合作
丰碑。十年里，倡议拉动
了 近 万 亿 美 元 的 投 资 规
模，形成了 3000 多个合作
项目，为沿线国创造了 42
万 个 工 作 岗 位 ，将 要 让
4000 万人摆脱贫困。中老
铁路使老挝从一个陆锁国

变成了陆联国，斯里兰卡
普特拉姆电站点亮了万家
灯火，蒙内铁路拉动了沿
线经济增长超过 2%，鲁班
工坊使 20 多个国家的年轻
人掌握了职业技能，中欧
班 列 迄 今 已 运 行 了 65000
列次，成为连通亚欧的钢
铁驼队，运送抗疫物资的
健康快车。

今年，中方将举办第三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我们将以此为契
机，与各有关方一道推动共
建“一带一路”取得更丰硕
的成果。“一带一路”是务
实开放的倡议，秉持的是共
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合
作中我们有商有量，在交往
中我们重情重义，对于其他
国家提出的倡议，只要不以
意识形态划线，我们都欢
迎，只要不夹带地缘政治的
私货，我们都乐见其成。

所谓“债务陷阱”这顶

帽子无论如何不能扣在中
国头上，据统计，在发展中
国家主权债务中，多边金
融机构和商业债权人的占
比超过了八成，他们才是
有关国家债务压力的最大
来 源 。 特 别 是 自 去 年 以
来，美国以前所未有的幅
度急速加息，各国资本纷
纷外流，使有关国家的债
务问题雪上加霜。

中方一直致力于为相
关国家纾困解难，在二十
国集团的缓债倡议中，中
国作出的贡献最大，我们

将继续以建设性的态度参
与国际债务问题的解决，
同时我们也呼吁其他各相
关方共同行动，公平分担，
大家坐下来商量，办法总
会比问题多。

秦刚说，中国一直致力
为相关国家纾困解难，在二
十国集团缓债倡议中贡献最
大。中方将继续以建设性态
度参与国际债务问题的解
决，同时我们也呼吁其他各
方也共同行动、公平分担。
各方坐下来协商，办法一定
比困难多。

秦刚：“一带一路”倡议十年
铺就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

3 月 7 日，记者会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本报讯】2 月 25 日，由
印尼和谐文化基金会、尼山
世界儒学中心、慈永佛教大
学、印尼中国友好协会廖内
群岛省—廖内省分会共同
主办的“和”文化文明交流
论坛在印尼廖内省北干巴
鲁市举行。

印尼国立大学人文科学
院院长 Bondan Kanumoyoso，
印尼民族多元团结运动主席
Erros Djarot，尼山世界儒学中
心副主任国承彦，中国国家
行政学院教授、实学研究会
会长王杰，以线上和线下等
形式出席活动并致辞。

Bondan Kanumoyoso 认
为，印尼建国五大原则不仅
仅是一种民族哲学观或意
识形态，同时是一系列源自
印度尼西亚人民智慧的基
本原则，规范了社会和民族
生活。Erros Djarot 提到，每
个民族应该将自己的文明
建立在民族的优秀文化与
价值观，而技术的进步只是
承载民族文化的工具。

国承彦指出，以儒家思
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也
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

的难题的重要启示。研讨
“和”文化，就是要倡导“和
谐共生”“和睦共融”“美人
之美”“美美与共”的价值理
念，遵循“和而不同”“和衷
共济”的相处之道，追求“协
和万邦”“大同世界”“四海
一家”的理想目标。

王杰在致辞中指出，中
华文明历来崇尚“世界大
同”“天下一家”“亲仁善邻”

“协和万邦”等观念，进入新
时代，形成了和平发展的道
路。印尼和谐文化基金会
会长黄愿字主持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教授温海明，印尼汉学论坛
基金会秘书长、中山大学博
士 Novi Basuki ( 王小明)，华
东师范大学教授方旭东，山
东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教授史洁，尼山世界儒学中
心研究员路则权等专家学
者发表了学术演讲。

黄愿字认为，印尼民族
文化富有超越二元对立、
力求调和矛盾冲突的精神
与智慧。印尼人民始终秉
持“和而不同、殊途同归”
的精神内涵，以此构建多
元和谐、共生共荣的民族
社会。在中华大地上，绵

延 至 今 的“ 大 道 文 化 ”以
“和谐”贯穿始终，其精神
与内涵可为人类文明从根
本上化解冲突提供重要参
考和借鉴。温海明从易道
之 和 、太 极 之 和 、阴 阳 之
和、日月之和、四时之和等
角度分析了如何建构和文
化意识共同体。

Novi Basuki ( 王小明)阐
释了多元融合、协商一致、
求同存异等和谐文化的重
要性。方旭东强调，“和”
才是更稳定的状态，也就
是更值得追求的境界。仇
必和而解，多元共生是大

道。史洁认为，和合文化
的“仁”“和而不同”“协和
万邦”“天人合一”必将为

“一带一路”国家提供思想
智慧。路则权分析了中国
传统文化中“和合”文化的
源头和实质，并从文明交
流互鉴视角，阐释了其对
文明观的价值。

尼山世界儒学中心有关
人员、印尼和谐文化基金会
主要成员、印尼社会贤达、慈
永佛教大学师生、慈行国民
学校教师以及印尼廖内省和
廖内群岛省各所大学的大学
生共约460人参加了论坛。

印尼和谐文化基金会圆满成功举办
“和”文化文明交流论坛

国承彦女士致辞国承彦女士致辞 黄愿字会长主持活动黄愿字会长主持活动 Erros DjarotErros Djarot 先生致辞先生致辞 王杰教授致辞王杰教授致辞 温海明教授发表演讲温海明教授发表演讲 Novi BasukiNovi Basuki博士发表演讲博士发表演讲
Bondan kanumoyosoBondan kanumoyoso

博士致辞博士致辞

全球正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
局，中国的发展趋势、外交政策对于
世界而言尤为重要。第十四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正明确中国发展方向、制订相
关任务计划，并进行中国国内外的决策有着
重要的指导意义，同时也是中国为世界共同
发展提出的思考，是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建
设的重要形势判断。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
流和国际大势，推动一带一路的发展进程、
扩大国际朋友圈、助力印尼与中国的双边关
系，海外华文媒体义不容辞。

图为本报记者章维佳摄于记者会现场

手 记
采 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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