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交部发言人
就中美关系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 6月 16日

电（记者曹嘉玥）外交部发
言人汪文斌 16 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就中美关系相关问
题答记者问。

汪文斌说，习近平主席
多次指出，中美关系不应该
是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零
和博弈，双方应该正确看待
对方内外政策和战略意图，
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找到两个大国正
确相处之道。这不仅符合
两国人民利益，也是国际社
会普遍期待。

“美国将中国视为‘最
主要竞争对手’和‘最重大
地缘政治挑战’，这是对中
国的严重误判。”汪文斌表
示，中美在经贸等领域存在
一些竞争，但不能搞你输我
赢的恶性竞争，更不能打着
竞争的幌子行遏制打压之
实，剥夺中国的正当发展权
利。这不是所谓的“负责任
竞争”，而是极不负责任的
霸道行径，只会将中美推向
对抗，将世界推向分裂。

汪文斌强调，美方不要
幻想“从实力地位出发”和
中国打交道。中美两国必
须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

基础上发展彼此关系，尊重
彼此在历史文化、社会制
度、发展道路上的不同，照
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
切。

汪文斌说，美方总是
讲，中美要开展对话沟通，
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栏”

“兜底”。中方对话沟通的
大门是敞开的，两国的沟通
也一直没有中断。“沟通要
解决双方的关切，要有实际
效果、解决问题，不能一边
沟通、一边损害对方利益，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中方再次敦促美方将
拜登总统作出的积极表态
落到实处，停止干涉中国内
政、损害中方利益，停止对
华遏制打压，同中方相向而
行，排除障碍，创造条件，推
动中美关系逐步重回稳定
发展轨道。”汪文斌说。

在回答中方对美国国
务卿布林肯访华有何期待
的提问时，汪文斌说，布林
肯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将就
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
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
见。中方将阐明对中美关
系的立场和关切，坚决维护
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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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习近平总书记致第十五届海峡论坛的贺信鼓舞两岸同胞凝心聚力

新华社厦门 6 月 18 日
电 新华社记者“希望两
岸 同 胞 共 同 把 握 历 史 大
势，坚守民族大义，为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
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共创中华民族绵长福祉，
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6 月 17 日 ，中 共 中 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第十五届海峡论坛致贺
信，阐明了“国家好，民族
好，两岸同胞才会好”的大
道至理，宣示了持续促进
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深 化 两 岸 各 领 域 融 合 发
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
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的政
策主张，充分体现了对广
大台湾同胞的深情牵挂和
关心关怀。两岸同胞倍感
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
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贺
信精神为指引，共享中国
式现代化广阔机遇，凝心
聚力推动两岸关系回到和
平发展的正确轨道，乘时
乘势致力国家统一、民族
复兴千秋伟业。

扩大两岸民间交流、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

中指出，两岸同胞通过海
峡论坛交流交友交心，厚

植情谊、增进福祉，越走越
近、越走越亲。希望海峡
论 坛 为 扩 大 两 岸 民 间 交
流、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不
断增添生机活力。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贺
信字字发自肺腑，体现了
对两岸民间交流的高度重
视，饱含对台湾同胞的深
情厚爱与殷切期望。”北京
大学博士生、台湾青年林
彦辰在论坛大会现场聆听
了贺信，他深受感动地说，
岛 内 同 胞 要 多 来 大 陆 交
流，才能客观真实地了解
大陆。两岸同胞不断走近
走亲，就能化解隔阂、增进
理解，实现心灵契合。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的 贺
信，让我更加坚定了扎根
大陆发展的信心。”厦门航
空乘务员苏家榆从台湾来
大 陆 工 作 已 经 6 年 ，对 于
两岸青年加强交流、携手
圆 梦 的“1+1>2”效 应 深 有
体会。她说，台湾青年应
该更积极参与两岸交流，
自己将在做好本职工作的
同时，积极为两岸年轻一
代往来互动贡献心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
深 深 触 动 了 全 国 青 联 常
委 、福 建 青 年 雷 希 颖 的
心。雷希颖和台湾合作伙

伴范姜锋正是通过海峡论
坛 活 动 相 遇 ，8 年 来 一 同
打 造 朱 子 文 化 卡 通 IP，用
新媒体方式积极弘扬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索
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助力
乡村振兴。他说，相遇才
有机会相知，相知才能携
手 ，携 手 才 能 聚 力 向 未
来。两岸同胞特别是青年
必须把握机遇，扩大交流、
热情交友、深入交心，携手
打拼，共同开创美好未来。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院长李鹏说，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肯定海峡论坛促进两
岸各界广泛交往、推动两岸
民 间 交 流 合 作 的 重 要 作
用。扩大两岸交流合作是
亲情所系、人心所向，符合
两岸同胞利益福祉，有利于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促进同
胞心灵契合，为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
大业夯实民意基础。

国家好，民族好，
两岸同胞才会好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

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新
征程前景光明，国家好，民
族 好 ，两 岸 同 胞 才 会 好 。
我们将一如既往尊重、关
爱、造福台湾同胞，持续促
进 两 岸 经 济 文 化 交 流 合

作，深化两岸各领域融合
发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 纸 短 情 长 ，情 深 意
切，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让
台商倍感暖心，继续在大陆
投资兴业的信心更足了、决
心更大了。”厦门台协荣誉
会长吴家莹表示，台胞台企
经历了两岸经贸往来的历
史进程，享受了大陆发展的
红利和诸多惠台利民政策
的利好，也为大陆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两
岸融合发展是台商的好机
遇，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两
岸同胞要共护和平、共谋发
展、携手进步。

台湾导演薛颖穜来大
陆创业多年，对“国家好，
民族好，两岸同胞才会好”
深有体会。他希望通过作
品告诉更多台湾青年：“大
陆发展日新月异，生机勃
勃，祖国大陆为我们提供了
强大后盾。台湾青年要好
好把握时代发展趋势，跨过
海峡，建功立业。”

台资企业旺旺集团北
京首席代表林天良说，习近
平总书记的贺信体现了对
台胞台企的重视与关心，更
为大家指明了方向、增强了
信心。台胞台企应积极响

应和投身中国式现代化新
征程，进军新产业，作出新
贡献。两岸经济合作空间
巨大，大家要乘势而上。

福州市台胞权益保障
中心主任魏沛农表示，我们
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贺信精神，聚焦台胞台
企关切，提升工作水平，在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优化台
胞台企发展环境、促进两岸
同胞心灵契合等方面发挥
应有作用。

上海台湾研究所所长
倪永杰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高瞻远瞩，指明了中国式现
代化新征程的光明前景，阐
明了“国家好，民族好，两
岸同胞才会好”的深刻道
理，必将有力感召广大台湾
同胞，与大陆同胞一道走好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
展之路，共同迈进在中国式
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

共同把握历史大势，
坚守民族大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
中强调，希望两岸同胞共
同把握历史大势，坚守民
族大义，为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
大业作出贡献，共创中华
民族绵长福祉，共享民族
复兴伟大荣光！

“ 两 岸 年 轻 一 代 要 肩
负起历史责任，共同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
斗 。”台 湾 青 年 张 立 齐 表
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是
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
所向。习近平总书记的贺
信 让 自 己 的 目 标 更 加 明
确、信念更加坚定。

台湾律师沈杰来大陆
多年，工作之余常常参加
两岸交流活动。他说，世
界正面临巨大变化，习近
平总书记的贺信让自己更
深切体认到，民族复兴进
程中，台胞不应也不能缺
席。两岸同胞有割不断的
血缘亲情，命运与共，应当
一条心、一条路，共创民族
无限美好的明天。

“贺信不但感动人心，
更 催 人 奋 进 。”台 湾《观
察》杂志发行人纪欣说，习
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将
激励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积
极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
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鼓
与呼，团结凝聚台湾同胞，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坚
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
势力干涉，与大陆同胞更
紧密携起手来，共担民族
复兴责任，共享民族复兴
荣耀。

秦刚与布林肯在北京举行会谈
据央视新闻报道：18日下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

长秦刚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北京举行会谈。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人民共同的追求”
——访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

新华社厦门 6 月 18 日
电 新华社记者陈键兴、石
龙洪、颜之宏“我当年从台
湾回大陆，就是希望为民族
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很
高兴地看到，当今中国处于
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
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出席
第十五届海峡论坛的著名
经济学家林毅夫接受新华
社等媒体采访时说，历史潮
流浩浩荡荡，台湾不要变成
美国遏制中国大陆发展的
马前卒，中国的发展是两岸
人民共同的机会，美国的图
谋不会得逞。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是两岸人民共同的
追求，两岸一家亲，要在坚
持“九二共识”基础上互利
发展，携手圆梦。

为何从台湾回到大陆
林毅夫 1952 年生于台

湾宜兰。1979 年，他从金门
回到大陆，当时两岸尚处于
隔绝对峙状态。

谈起那段特殊经历，林
毅夫直言：“国家兴亡，匹夫
有责。”

“有人说我从台湾冒着
风险到大陆是‘传奇’，其实
是我比较幸运，生活在一个
和平时期。回想鸦片战争
后，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追
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
动乱年代，毁家纾国、抛头
颅洒热血是每个中国知识
分子都会有的基因。”他说。

早在学生时期，林毅夫

就 有 强 烈 的 家 国 情 怀 。
1970 年 ，18 岁 的 他 作 为 台
湾大学大一学生代表会主
席，参与了保钓运动。

“钓鱼岛是我家乡宜兰
所辖，主权属于中国，但二
战后美国把钓鱼岛管辖权
私相授受日本，完全不顾国
际法和国际道义。”参加保
钓 运 动 ，引 发 林 毅 夫 的 深
思：“如果中华民族不复兴，
中国在国际上不可能得到
尊重。”

这件事成为林毅夫人
生的重要转折点。“因此，我
才会从台湾回到大陆来。”
他说。

来大陆后，林毅夫进入
北京大学学习，长期潜心钻
研 学 术 ，成 为 著 名 经 济 学
家，亲历和见证了国家的快
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迅
速提升。

2008 至 2012 年 ，林 毅
夫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
学家。“这一职位历来由美
国、欧洲大师级经济学家担
任。得益于祖国大陆的发
展，我得以成为首位担任此
要职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学家。”林毅夫说，“中
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得
到世界肯定，让我有了这样
的机会。我们中国知识分
子应该是一样的，都在为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
如何看待两岸经贸合作

林毅夫始终牵挂故乡，
非 常 关 注 台 湾 经 济 民 生 。

大陆经济发展给台湾带来
怎样的机遇？如何推进两
岸经济合作、共同壮大中华
民族经济？他提出了自己
的见解。

“2008 年以来，大陆经
济增长每年对世界经济增
长 的 贡 献 率 在 30% 左 右 。
这个快速增长的庞大市场，
对台湾经济和企业而言，是
重大利好。”他说，大陆是台
湾最大的贸易伙伴，2022 年
即使受疫情影响，两岸贸易
额仍超过 3000 亿美元，台
湾对大陆出口逾 2300 亿美
元，台湾对大陆保持巨大顺
差。大陆市场为台湾经济
增长和增加出口、创造就业
等都有巨大贡献。

林毅夫以多家台企发
展实例指出，台湾企业来大
陆投资，把握大陆经济增长
的势头和广阔市场空间，实
现了自身发展壮大，开拓出
更大国际市场，也不断实现
产 业 升 级 ，竞 争 力 持 续 提
升。

“ 大 陆 的 稳 定 快 速 发
展，对台湾而言，对台企台
胞 而 言 ，是 千 载 难 逢 的 机
会。”他说，“关键是台湾应
清楚认识到，两岸要在坚持

‘九二共识’基础上加强交
流合作。”

林毅夫表示，两岸经贸
往来是互利双赢的。两岸
的人民都希望有稳定的就
业，收入不断提高，给下一
代创造更好的生活。

对民族未来
和台湾乡亲有何期待
“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中 国 梦 ，是 几 代 人
共同追求的理想。”受访时
谈 到 未 来 ，林 毅 夫 坚 定 地
说，“我希望继续为此作出
贡 献 ，相 信 所 有 中 国 人 都
会一起努力奋斗。”

在本届海峡论坛大会
上，林毅夫登台演讲，深入
浅 出 阐 述“在 充 满 不 确 定
性 的 世 界 中 ，抓 住 确 定 的
大陆经济发展机遇乘风破
浪前行”。

“ 当 今 世 界 正 逢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 ，在 中 国 共
产 党 领 导 下 ，中 华 民 族 迎
来 了 势 不 可 挡 的 伟 大 复
兴。”他说。

在海峡论坛这一两岸
民 间 交 流 的 重 要 平 台 上 ，
面对前来参会的台湾乡亲
们，林毅夫发出肺腑之声：

“大 陆 的 发 展 是 全 体 中 国
人民包括台湾同胞的最大
机遇。”

他深情说道：“作为已
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年
龄的过来者，我想和来自家
乡的年轻一代分享内心的
话——不论你们今后从事
什么职业，到大陆来，抓住
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不仅
可以成就自己的一番事业，
而且，你们将目睹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最终实现，并且
能够自豪地说，在民族复兴
伟业中，有我一份贡献。”

俄罗斯汉学家：中国文学在俄越来越受欢迎
新华社北京 6 月 18 日

电（记者郑冬睿）“中国文
学在俄罗斯越来越受欢迎，
俄罗斯读者对中国现当代
文学作品越来越感兴趣。”
俄罗斯汉学家、莫斯科大学
亚非学院副教授玛丽亚·谢
梅纽克在第 29 届北京国际
图书博览会期间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说。

谢梅纽克长期从事中国
现当代文学作品的俄文翻译
工作。她是王安忆小说《长
恨歌》俄文版的译者，此外还
翻译过张爱玲、苏童、麦家等
中国作家的作品。

作为本届图博会俄罗斯
展团负责人，谢梅纽克带来
了自己的新作：中国作家孙
甘露中短篇小说集的俄文译
本。这部作品是“中俄经典
与现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

目”的最新成果之一。
2013 年，中俄双方签署

该项目合作备忘录，商定在
6 年内相互翻译并出版对
方国家不少于 50 部文学作
品 ，或 双 方 共 出 版 不 少 于
100 部图书。2015 年，双方
决定扩大这一项目，将互译
出版对方国家的书目增至
100 部。

“这一项目框架内的初
始目标任务已经完成，目前
共翻译出版约 100 部图书，
其中绝大多数是俄中两国
现当代作家作品的全新译
本。”担任该项目俄方参与
单位俄罗斯翻译学院学术
顾问的谢梅纽克说，“未来，
我们还将继续开展富有成
效的工作。”

本届图博会上展出的
“中俄经典与现代文学作品

互译出版项目”成果还包括
《楚辞》的新版俄文译本和
首次被翻译成俄文出版的
沈从文中篇小说集等。

中学时代开始学习中文
的谢梅纽克，始终渴望更深
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对我而
言，没有比读书更好的途径，
因为这是作家在与你分享自
己内心深处的想法。”她说。

“如今，中国文学在俄
罗斯越来越受欢迎。俄罗
斯读者对中国古典文学兴
趣浓厚，同时对中国现当代
文学译作的需求也在不断
增长。”谢梅纽克说。

本届图博会期间，俄罗
斯展台还举办了“俄中文学
外交翻译奖”推介活动。这
一奖项由俄罗斯翻译学院
和北京斯拉夫研究中心共
同设立，每两年颁发一次，

旨在奖励近两年内出版的
优秀俄罗斯文学汉译作品。

作为奖项评委，谢梅纽
克欣喜地看到，近年来，越
来越多俄罗斯文学作品的
中文译本问世。“首届奖项
有 20 部 作 品 入 围 初 选 名
单，意味着短短两年内即有
如此之多优秀的俄罗斯文
学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出版，
这是个了不起的成果。”

“ 俄 中 文 学 外 交 翻 译
奖”评委会主席、北京斯拉
夫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刘文
飞指出，文学是促进民心相
通的有效方式。“每一位文
学译者都应该成为文化交
流和民间交往的使者。”

“通过文学交流，各国
人民可以加深对彼此的了
解，人文合作的重要性日益
凸显。”谢梅纽克说。

“大黄鸭”巡游维港道别
6 月 18 日，市民在湾仔天星码头观看巡游维多利

亚港的“大黄鸭”。当日，一只“大黄鸭”巡游维多利
亚港，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道别。两只“大黄鸭”6
月 10 日起在维港中环海面与公众正式见面，共展出
9 天。 新华社记者 陈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