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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城市令我着迷，
城市中心的古老建筑极具
古典风韵，是历史文明的
留存印记。”第一次来到
福建省泉州市的斐济驻华
大使马纳萨·坦吉萨金鲍
说，伊斯兰文明7世纪就
来到泉州。当时的泉州向
世界开放，友好接纳不同
肤色的人，尊重各种宗教
信仰，建于 11 世纪的泉
州清净寺就是例证。“多元
文化在泉州交流荟萃、和
谐共生，很好地向世界证
明了中国是一个包容开放
的国家。希望泉州继续敞开大门迎接各
国人民，加强交流交往，向世界讲好泉
州故事、中国故事。”

“泉州市舶司除了征收进口税，还
有什么别的职能？”在泉州海外交通史
博物馆，泰国驻厦门总领事马家汉饶
有兴趣地提问，离开前还与英文讲解
员互加微信，以便深入了解泉州。

一路上，伊朗声像组织驻北京代
表处的穆罕默德·哈勒格威尔迪和同伴
分工合作，边走边拍，希望让世界看
到文化底蕴深厚、充满朝气活力的泉
州。“宋元时期，泉州就是一个经济贸
易文化中心，与伊朗贸易往来紧密。
未来，希望泉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继
续扮演重要角色。我建议邀请更多国
家的媒体朋友来走一走、看一看。这

是一个非常值得探索的地方。”
在泉州，马纳萨·坦吉萨金鲍、马

家汉、穆罕默德·哈勒格威尔迪和同伴
随同“寻访海丝印记 读懂中华文明”
国际人文交流活动代表团先后参观了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清净寺、开
元寺、德化陶瓷博物馆、德化瓷艺
城，还体验了陶瓷制作技艺。

近日，“寻访海丝印记 读懂中华文
明”国际人文交流活动在福建省福州市
启动。本次活动由中国外文局、中国国
际公共关系协会、福建省政府新闻办、
福建省外事办共同主办。启动仪式上，

“起航：涨海声中万国商”“领航：海丝之
路物华新”两个章节生动讲述了福建

“海丝”故事，将中外友好往来、经贸交
流合作的悠久历史娓娓道来，也描绘

出当代中国与世界各国携
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具体实践。启动仪式
上还进行了 《图说福建与
海上丝绸之路丛书》 英文
版推介发布。

启动仪式后，多国驻
华使节和中外媒体代表受
邀开展“行走福建”实地参
访，在福州、漳州、泉州等
地寻访“海丝”文化遗存。代
表团还参加了“丝路百城
传”系列丛书《泉州传：海上
丝绸之路起点》《厦门传：海
上花园之城》等新书首发

式，加深了对福建多个城市历史文化
与当代发展的了解。

2023 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
福建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
点和发祥地，同时也是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核心区，拥有丰富的“海丝”文化资
源，在世界留下了许多和平合作、互学
互鉴、互利共赢的历史记忆。

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彦在
本次活动启动仪式上发表讲话指出，
作为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
区，十年来福建不断深化与沿线国家
的交流合作，取得显著成效。作为中
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福建将持续推进
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入实施海丝人文
交流工程，推进文明交流互鉴。

一股悲观情绪正在美国社
会弥漫。美国《华尔街日报》和
全国民意研究中心3月开展的一
项联合民调显示，在 1000 多名
受访美国成年人中，80%认为自
身经济状况不佳，将近 50%预
计明年情况更差。此外，78%的
调查对象对子女能过得更好没
有信心，这一比例达到 1990 年
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历史最高。

这份民意调查展露的社会
情绪，并不是最近才在美国出
现。今年2月，美国福克斯新闻
开展的一项民调就显示，超八
成 美 国 选 民 认 为 国 家 功 能 失
调、面临分裂，对经济状况持
负面态度。《华尔街日报》和全
国民意研究中心去年6月的民调
也曾得出相似结论：美国人情
绪很差，对经济的不满程度达
到近年来最高水平，而且这种
悲观情绪不仅针对当下美国经
济，还包括对美国政治体制、
全球领导地位及其能否帮助大
多数人实现美国梦的怀疑。

“心情糟透了！”——这是
许多美国人的普遍抱怨。曾经

“山巅之城”带来的无限荣耀如
何坠落至此？

没有获得感，何谈希望？
近来，多家美国银行接连“爆
雷”，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增加。
美联储下调美国今明两年 GDP
增长预期。国际评级机构穆迪
公司以及高盛集团也对美国经
济前景表达了担忧。美国标普
全球公司认为，经济疲软以及
银行业带来的干扰都将在今年
晚些时候影响美国就业市场。
一边是物价持续飞涨，一边是
就业市场走软，美国民众如何
能不悲观？

没有安全感，何谈希望？
当下美国社会，乱象层出不穷：毒品屡禁不止，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吸毒过量
死亡人数已连续 3 年超过 10 万；枪击事件频发，
仅 2022 年一年，美国就有近 4 万人死于枪支暴
力；基础设施破败，今年2月俄亥俄州有毒化学品
列车翻车事故，揭开美国国内基础设施破败真
相，也引爆美国民众不满情绪……所谓“超级大
国”的背后，是不断加大的贫富差距，是根深蒂固的
种族歧视，是持续恶化的社会不公，是一连串难以
根治的“美国病”。面对这样一个沉疴遍地的社会，
美国民众如何能不悲观？

没有认同感，何谈希望？美国政治活动家埃
兹拉·列文指出，美国堆积如山的社会经济问题背
后，是长期以来金钱政治作祟和政府对民意充耳
不闻：政客们热衷于巩固权力并报答金主，普通
民众的呼声和诉求却被视为“杂音”。尤其是近年
来，美国国内形势逐渐恶化，共和、民主两党及
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加剧，政治极化现
象越发严重，真正有利于民众和国家的改革难以
推进，美式民主弊病暴露无遗，极大消磨了美国
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与认同感。《华盛顿邮报》和
马里兰大学联合调查显示，美国人对民主的自豪
感急剧下降，从 2002 年的 90%下降到 2022 年的
54%。生活在一个政治失能、治理失灵的国家，美
国民众如何能不悲观？

自诩“民主灯塔”“人权卫士”，美国却无法给
本国民众带来希望。这样的美国，却依然热衷于
给别人做“教师爷”，难道不是最可笑之事吗？

“中东迎来和解季”

“中东迎来和解季”，据阿联酋 《海
湾时报》 报道，中东地区近期出现了很
多令人欢欣鼓舞的和解气象。3月 10日沙
特阿拉伯和伊朗在北京签署联合声明，同
意恢复外交关系后，两国和解不断传来好
消息——伊朗多家媒体 3月 19日报道，伊
朗总统府表示，沙特国王邀请伊朗总统莱
希对沙特进行正式访问，莱希对这一邀请
表示欢迎。而且，据沙特国家通讯社3月27
日报道，沙伊外长同意在斋月期间举行双
边会议，以加快恢复两国外交工作进程。

伊朗和沙特关系的升温带动了伊朗
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关系的解冻。据法新
社等媒体报道，3月16日，伊朗最高国家
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在阿布扎比与
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消息人
士称，伊朗和巴林正在没有第三方调解
的情况下，就恢复两国关系进行重要双
边谈判，将很快公布积极成果。

叙利亚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
系也在持续升温。据路透社 3 月 23 日报
道，在沙特与伊朗达成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协议后，沙特与叙利亚的接触势头变
强。两国政府准备在4月下旬的穆斯林节
日开斋节后重新开放大使馆。3月19日，叙
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抵达阿布扎比，
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
纳哈扬举行“建设性”会谈。据美联社报
道，阿盟有可能在今年恢复叙利亚的成
员国资格。

此外，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3
月 18 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外长舒凯
里会晤，这是土耳其 10 余年来首次派出
部长级官员访问埃及。而且，随着地区
局势的缓和，叙利亚问题、伊拉克问
题、也门问题和巴以问题等地区热点问
题也迎来了和平机遇。

不过，不和谐因素依然存在。美国
军方声称在叙利亚的基地遭到无人机袭
击后，于 3 月 23 日晚对叙境内“与伊朗
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组织实施报
复空袭，并引发双方又一轮针锋相对的
打击，使叙东部紧张局势加剧。当被问

及沙叙和解的新闻时，美国国务院发言
人说，美国对中东国家“关系正常化的
立场没有改变”，表示不会鼓励其他国家
与巴沙尔政权关系正常化。此前，美国
国务院对阿联酋盛情接待巴沙尔表示

“深为失望和不安”，强调美国“不会取
消对叙利亚的制裁”。

中东战略格局重大变化

分析普遍指出，沙特与伊朗历史性
的握手言和在中东掀起了新一轮“和解
浪潮”，其扩散速度之快远超预期。美国

《外交》 杂志也指出，沙伊北京协议具有
里程碑意义，可能重塑中东的大国关
系。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中国促
成沙伊复交是中东战略格局的重大变
化。美国外交事务网站认为，沙特与伊
朗的复交可能会重塑这一地区，并形成
一种新秩序。以色列 《耶路撒冷邮报》
坦言，在中国斡旋之下，沙特和伊朗的
和解，标志一个新中东正在形成。

“中东‘和解潮’是内外部因素共同
推动的结果。2020 年以来，除以色列和
伊朗关系仍处于激烈对抗状态外，阿拉
伯世界、以色列、伊朗和土耳其这四大
力量之间以及阿拉伯世界内部均出现了
对话、缓和的趋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
中心研究员孙德刚接受本报采访时指
出，“从内部因素来看，中东伊斯兰世界
的教派冲突消耗了各国硬实力与软实
力，结果各方不仅没有获得安全，反而
变得更加不安全，求和平、谋发展成为
中东多数国家的共同诉求。俄乌冲突更
是给中东国家以警醒，即诉诸战争和武
力只会导致中东国家沦为大国竞争的棋
子和牺牲品。中东国家必须站在自己国
家利益的角度，坚持战略自主，求同存
异、及时止血，以合作促安全，以发展
促和平。从外部因素来看，欧美大国从
中东抽身，减少了在中东地区打‘代理
人战争’的意愿。大国战略竞争背景
下，域外大国在中东拱火、浇油的力度
减弱，为中东国家的和解营造了良好的
外部条件。特别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
大国加大在中东的斡旋力度，积极劝和

促谈，提供正能量，进一步推动了中东
国家‘和解潮’。”

近年来，“谋和平、求发展”已成为
中东各国的主流心声。巴基斯坦 《论坛
快报》 文章称，中东地区人民已经认识
到，美国在该地区的行径引发了数十年
动荡，战争和冲突只会进一步破坏地区
稳定。正如埃及外交委员会执行主任伊
扎特在接受采访时所说，中东人民长期
以来饱受战争之苦，对和平渴望已久。
英国“中东眼”新闻网等媒体则指出，
新冠疫情的暴发及其造成的损失，也使
中东国家更加务实，开始优先考虑贸易
等基于利益的议程。俄乌冲突使得东地
中海地区的区位优势及其油气资源的重
要性更加凸显，从而为土耳其、以色列
和埃及等国达成共识创造了积极氛围。

“中东‘和解潮’是由更广泛的国际
形势变化决定的”，半岛电视台等媒体在
分析中东国家加速和解时都指出，美国
持续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逐渐改变其
在中东地区的战略重点，放弃其对阿拉
伯盟友的传统承诺。这导致美国的中东
盟友逐渐认识到华盛顿不可信赖，于是
开始努力使其安全和军事伙伴多元化，
实施更多对冲战略。沙特和伊朗都希望
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而伊朗已经是
上合组织观察员国。

美国 《华尔街日报》 称，中国成功
斡旋标志着中东地区开启新时代。新现
实是：在美国日益关注乌克兰和亚洲的当
下，中东地区正在努力解决过去的冲突和
紧张局势，过往的地区分裂正在翻篇。

和解能走多远仍是未知数

时值中东国家加速和解之际，美国
对叙利亚境内组织实施报复空袭，遭到
叙利亚和伊朗方面的谴责。美联社提
到，该事件可能会破坏各方为缓和整个
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所做的努力。黎巴嫩

“广场电视台”网站则撰文指出，美国此
举虽声称是为了报复，但更是在向叙利
亚、伊朗以及地区国家发出警告，对地
区稳定构成破坏。

长期以来，中东一直是世界上最动荡

的地区之一。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
道，进入 21 世纪以来，该地区的武装冲
突占世界武装冲突总数的1/3。目前，中
东国家的和解进程让人看到了该地区和
平的希望。但是，复杂的环境让和解进
程充满变数。

“二战结束以来，中东地区交替出现
冲突周期与和解周期，中东‘和解潮’
也具有脆弱性。”孙德刚分析指出，“第
一，中东伊斯兰世界内部的隔阂难以在
短期内消除，信任赤字问题突出。第
二，沙特等国同伊朗和叙利亚复交，并
不是美国和以色列所希望看到的。中东

‘和解潮’容易受到外部因素和突发事件
的干扰，甚至出现逆转。第三，中东国
家如何将和平赤字转化为发展赤字，解
决日益严重的债务、失业、粮食安全、
高物价、高通胀等问题，仍有很长的路
要走。经济和民生问题解决不好，中东
国家的‘和解潮’恐将被打断。”

《纽约时报》、英国“中东眼”新闻网等
媒体也认为，中东国家和解的可持续性和
关系正常化进程的韧性仍有待观察。促成
该地区国家加速和解的国际和地区局势
容易发生变化，各国内部也存在不确定因
素，因此和解能走多远仍是未知数。

分析普遍指出，中东国家形成共识
和合力需要时间。对于中东这个具有特
殊地缘战略价值的地区，美西方不但不
会轻易放手，而且很可能会试图破坏地
区和解进程。正如英国 《经济学人》 报
道指出的，白宫政策制定者试图告诉中
东伙伴国，美国不会离开该地区。

“中东局势的发展，需要在域内外国
家共同努力下，继续推动中东国家关系
正常化，如促进也门不同政治派别的对
话，重启巴以和谈，促进摩洛哥与阿尔
及利亚的关系正常化，妥善解决伊朗核
问题，开启伊朗和以色列的政治对话，
建立中东多边集体安全对话机制等。”孙
德刚指出，“中东问题积重难返，但由易
到难、逐步解决不仅有利于中东区域经
济一体化，而且对于全球其他热点问题
如俄乌冲突的解决，能够提供新思路。”

上图：近日，在沙特阿拉伯拉夫
哈，人们在薰衣草田中煮茶休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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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与对抗交织 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个新中东正在形成”
本报记者 张 红

近来，随着沙特和伊朗这对
“宿敌”在中国斡旋之下实现历
史性的握手言和，中东地区掀起

“和解潮”。无论是阿拉伯国家之
间，还是伊朗、土耳其与阿拉伯
国家之间，高层访问进入频繁
期，国家关系明显好转，一个多
极化的中东正在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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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海丝印记 读懂中华文明
赵 林 陈凌鹭 王 帅

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 3 月 27 日
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
6人遇害。今年以来，美国已发生 130起
造成至少4人死伤的大规模枪击事件。

上图：3 月 28 日，人们在发生枪击
的圣约学校入口处悼念枪击案遇难者。

右图：3 月 28 日，在田纳西州朱丽
叶山，人们悼念圣约学校枪击案遇难者。

新华社/美联

环 球 掠 影

图为“寻访海丝印记 读懂中华文明”国际人文交流活动启动仪
式上的福建非遗文化展示《福见福来》。 主办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