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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4 月 12 日，北京凤凰中心，第二届国际青年北京论坛现场，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胡正跃刚刚做完

主旨演讲。

②中国交响乐团大提琴声部副首席李成和青年舞者汤琪琪在开幕式上表演。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文利
见习记者 尹希宁

西方古典乐《前奏曲》与中国传统水袖

舞的混搭，组成了歌舞作品《生命之环》，拉

开了第二届国际青年北京论坛的帷幕。

这一序章也应和了多位论坛嘉宾发言

的主旨，在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的今天，

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在推动人类

社会现代化、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进程中

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论坛嘉宾、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

长胡正跃看来，让不同文明在不同地区、不

同人群中交相辉映，既是时代的课题，也是

年轻一代的使命。

文 明 互 鉴 是 推 动 全 球 发
展的重要动力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 ，“灰犀牛”

“黑天鹅”交替闪现，对人类的未来和青年

的发展构成多重威胁。

国际机构、智库都在高度关注青年发

展。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指出，自新冠疫情

发生以来，全球失业率屡创新高，其中 15-
24 岁的青年群体失业率是成人的 3 倍。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则从个人发展

观等多个维度对海外“Z 世代”（1995 年至

2009 年出生的一代）进行了画像。

该院院长于运全说，当代年轻人关注

的话题既有共性，又有区别。在亚洲，超过

一半的“Z 世代”关注个人和时代因应的责

任 ，特 别 是 在 粮 食 安 全 和 减 贫 方 面 ；在 欧

美，应对气候变化是年轻人眼中最紧迫的

问题；在全球，六成以上的“Z 世代”认为，

疫情使他们强烈地意识到，全球化背景下

的人类命运高度相连。

于运全注意到，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促进文明交流互

鉴等一系列倡议，也被中外青年高度认可。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的一项调查显

示，96%的受访青年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对国家和全球治理具有积极作用。也

有不少国际青年认为，“文明交流互鉴”有助

于应对当前面临的全球性挑战，也是推动人

类社会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

近年来，中国在各领域的成就也备受

全球年轻人关注。于运全说，欧美“Z 世代”

对华持积极看法的比例显著高于其他年龄

段，18-35 岁群体比 50-65 岁群体对华持

积极评价的比例要高 15-20 个百分点。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

中国青年更加自信，更深入地融入世界；与

之相对应的是，越来越多的各国青年来到

中国，爱上中国。

触摸中国发展肌理，提高
互鉴认知

“人生交契无老少，论交何必先同调。”

当清华大学白俄罗斯籍留学生苏小小用中

文朗诵出这两句来自 1000 多年前的古诗

时，一幅文明交流的画卷已经展开。

2014 年 ，在 白 俄 罗 斯 明 斯 克 孔 子 学

院，一曲《北京欢迎你》开启了苏小小学习中

文的故事，4年后，她成为清华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的留学生，用镜头和笔记本记录中国。

苏小小将了解中国、探索中国的过程

比作小马过河，“听别人说不如自己在中国

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研究“新闻传播中的农村经济”课题期

间，苏小小曾走进河北滦平于营村，实地探

访中国脱贫攻坚带来的乡村变化。

事 实 上 ，像 苏 小 小 一 样 在 中 国“ 走 基

层”的外国青年不在少数。非洲青年驻华代

表团团长、中非青年联合会联合创始人门

杜就曾在山西吕梁沙壕村体验了一个月的

村官生活。这个来自喀麦隆的青年小伙说，

这是最有成效的学习经历。

俄罗斯青年谷尼克在 18 年的中国生

活中见证“一个越来越国际化的北京，一个

走向世界的中国”。他说自己见证了中国举

办 APEC 峰会、G20 峰会、“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两届北京奥运会等多个国

际会议和体育赛事。

在全球化的视野下，各国青年成为文

明互鉴的青春使者，中国也为各国青年打

开了多个机会的大门。

“对于追梦人来说，北京是充满机会的

沃土。”本届“国际青年北京论坛青年友谊

使者”、百安木设计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公

关和市场经理贺晓晴说。

贺 晓 晴 生 于 俄 罗 斯、成 长 于 荷 兰 ，她

说，当今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地融合了不同

的文化元素，连接着这两种或更多种文化，

这实际上有助于构建和谐共处的世界。

为文明互鉴留下青春印记

有观点认为世界文明站在十字路口，

在本届论坛上，来自 28 个国家的 200 多名

年轻人分享着他们对于助力文明互鉴的故

事，他们认为，当下正是给文明互鉴的未来

打下基础的时候。

来自卢旺达的中国传媒大学非洲传媒

研究中心研究员天赐认为，全球局势在发

生巨变，这也激励青年为推动世界的积极

变革发挥更大的作用，推动建设性的对话

和跨境的交流。

2016 年到中国学习之前，天赐对中国

的印象还停留在影片中的中国武术，“我所

掌握的关于中国的大部分信息，应该说都

是过时的”。如今，他为《中国与非洲》杂志

供稿，这份唯一以中非报道、观点和分析为

内容的月刊，为世界了解非洲提供了一个

“中国视角”。

在天赐看来，中非青年在中非民间关

系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当两个地区的年轻

人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提出解决方案时，

就有可能产生好的建设性的变化。

第六届中国-东盟青年峰会秘书长石馨

瑶也有相同的观点，她说，东南亚青年正用

积极对话诠释“向未来”这个关键词，培养青

年们成为引领中国-东盟发展的未来领袖是

第六届中国-东盟青年峰会的目标之一。

中国-东盟峰会原本是一位新加坡籍

北京大学留学生的创意作业，落地后转化

成了吸引东南亚多国青年参与的“模拟东

盟会议”。在这样的模拟实践中，参会学生

扮 演 中 国 以 及 各 个 东 盟 国 家 的 国 家 领 导

人，围绕中国-东盟地区的主要议题进行

辩论和磋商，最后共同出台一份联合声明。

“激发各国青年对于东南亚的兴趣，了

解东盟的运行机制，以及东盟国家的政治

外交与文化，为未来中国-东盟多方面发

展打好基础。”石馨瑶说。

在中欧美全球倡议发起人、法国籍汉

学家高大伟的理解中，“人类命运共同体”

对应着一个古老的词——“大同世界”。从

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迈出一小步，到各国

共用国际空间站探索外空，高大伟认为，通

向大同世界之路需要全球化思维和多边主

义的引领。

不难发现，“未来”二字连续出现在两

届世界青年北京论坛的主题中。中国外文

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高岸明说，世界的未来

属于青年，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寄

托在青年身上。

胡正跃希望，文化互鉴要在“互鉴”上

多下功夫，只有双向交流，才能使合作走得

更远，更具活力和生命力。

汇聚青春之力，助推文明互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艺

最好吃的糖葫芦在哪里？伊朗青年

普 雅 认 为 ， 在 北 京 老 胡 同 里 吃 的 糖 葫

芦，尤其是下雪天的最好吃。

在 第 二 届 国 际 青 年 北 京 论 坛 上 ，

2009 年 就 来 到 北 京 的 普 雅 坦 言 ， 这 座

城 市 给 他 留 下 了 许 多 美 好 的 回 忆 。 如

今，普雅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究文化

与艺术的创新融合，其团队开展的“城

市记忆”项目，通过影像技术和建模，

试图把北京老胡同的记忆留存下来，项

目还得到北京市相关部门的支持。

在胡同里散步，也是北京日本人留

学生社团 BJSA 副会长福川美希在闲暇

时的选择。这个 00 后的日本姑娘还喜欢

逛北京的博物馆和文化展览，在她看来，

北京博物馆对文物的多语言介绍，方便

留学生亲身去感受北京的文化底蕴。

福川美希还参加过北京市政府面向

在京外籍人士的门户网站国际版的改进

座谈会，北京市政府工作人员细致地向

他们询问，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使用这

个网站的感受。

“从外国人的角度来讲，北京的文

化 给 了 我 们 一 个 爱 上 这 座 城 市 的 理

由。”福川美希说，文化可能会让身边

的细节变得鲜活有温度。如果走进身边

的老街区，把一条胡同的故事分享给外

国同学，他们就会发现，原来中国深厚

的文化就在自己身边。甚至大妈跳广场

舞，老大爷下象棋、打麻将，都会被留

学生视为一种文化现象，吸引他们驻足

观察、记录。

在日本，大熊猫是备受欢迎的中国

文化符号，而中国的旗袍和汉服也被日

本同学所喜爱。近几年，北京日本人留

学生社团组织成人礼活动，许多日本留

学生身着旗袍、汉服参加。

2022 年 北 京 冬 奥 会 ， 福 川 美 希 作

为 国 家 游 泳 中 心 的 赛 事 服 务 领 域 志 愿

者，和中国同学一起迎接来自世界各地

的贵宾，“北京给予了我真正为世界大

舞台服务的宝贵机会，在这些实践活动

当中能提升自己的能力，同时拓宽自己

在中国的视野。”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达加斯加语外籍

教师唐磊在本国时，最熟悉的中国文化是

武术，踏上这片土地，他发现中国传统文

化还有很丰富的内涵。自 2016 年来到天

津师范大学求学，唐磊对曲艺产生了浓厚

的兴趣。一次短视频大赛中，他打着快板

用中文讲述自己眼中的天津。

“语言是打开一个国家的钥匙。”唐磊

希望自己能为中马两国友谊作出贡献。在

北京外国语大学，马达加斯加语还是相对

比较小众的语言。而在马达加斯加，越来

越多的人在学习汉语。

不同肤色的面孔都可能讲出一口流利

的中国话。汉语桥冠军、来自白俄罗斯的苏

小小说，她在中国各地亲身接触到与众不

同的中国文化，“这些都向我展现了一个丰

富多彩、地大物博的中国。这些有趣的中国

故事哪里能被外界贴的标签所限呢？”

加纳开普敦海岸大学校友默茜·恩克

鲁玛在谈及教育理念时，也引用了孔子的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因材

施教，有教无类”思想。

来自喀麦隆的中非青年联合会联合创

始人门杜认为，“独行快，众行远”的俗

语 与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理 念 相 通 。 从

2018 年 开 始 ， 门 杜 担 任 非 洲 青 年 驻 华 代

表团团长。他曾到访江西竹桥古村、贵州

遵义花茂村、新疆喀什和和田等 30 多个

地方，开展志愿活动，与当地群众交流，

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现状。

在山西省吕梁市沙壕村，门杜当了一

个月村官，体验基层干部的成长过程和工

作作风，了解了贫困户转为致富带路人的

奋 斗 故 事 ， 也 深 深 感 受 到 “ 以 人 民 为 中

心”的理念。“来中国学习，也要把好的

经验带回去协助自己的国家和地区发展。”

“需要为中外青年创造更多面对面交

流的契机。”福川美希发现，很多留学生

来 到 中 国 都 会 受 到 文 化 冲 击 ， 他 们 的 思

考 也 很 深 入 。 她 希 望 ， 中 外 青 年 能 有 足

够多坐下来深入聊天的机会，“这些年轻

人 在 未 来 ， 就 是 国 家 之 间 友 好 交 流 的 主

力军。”

在门杜看来，青年作为文化交流的使

者 需 要 宽 容 ， 也 就 是 拥 抱 其 他 文 化 的 能

力，需要多元化的思维。“学习其他的文

化，接受这种差异性，如果能接受这种差

异性，就不会把其他人视作敌人，因为我

们共同生活在地球村。”

文化给了我们
爱上这座城市的理由

中青校媒记者 范子菁 刘 畅
庾可寒 户卓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来自马达加斯加的唐磊目前是北京外

国语大学马达加斯加语教师，但起初学习

汉语时，他并没有想过能在中国找到自己

的舞台。

在第二届国际青年北京论坛上，唐磊

和 10 多名国际青年分享了他们与中国的

故事。唐磊的交流平台在课堂，来自喀麦

隆的门杜则通过“扎根”乡村了解中国。

门 杜 说 ， 看 到 中 国 提 出 的 “ 一 带 一

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就有了

去“源头”看看的想法，来到中国后，中

国乡村的扶贫经验、北上广的发展经验都

是门杜想带回非洲的。

“在宁夏，我发现那里有很多福建等

地来的对口帮扶人员；在新疆，我的母校

北京大学在对口支援石河子大学，并已经

持续了 20 多年；在很多地方，我看到了

‘先富带后富’的案例。”

为了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乡村振兴，

门杜还在山西省吕梁市沙壕村当了一个月

的村官。

来自瑞士的脉茶能讲英语、法语、俄

语、汉语，如今的他已经成为龙链管理咨

询-中国北京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认

为，越来越紧密的国际贸易促进了全球年

轻人的相互了解，实现共赢。

来自中国的田川，在学生时代曾抱着

对世界的好奇参与中华小姐环球大赛，并

获 得 冠 军 。 如 今 作 为 电 视 节 目 主 持 人 的

她，正在通过打造系列节目，为当初的好

奇心赋予不同的答案。同样拥有策展人身

份的她正通过独特的策展方式，向世界讲

述地球上最北的热带雨林墨脱的故事。

在大学阶段，北京大学的本科生福川

美希就找到了参与国际交流的舞台。她担

任北京市日本人留学生社团 BJSA 的副会

长，策划了许多中日学生交流活动。今年

她惊喜地发现，此前通过线上交流会认识

的东京大学学生，听了她对中国和北大的

介绍，真的来到中国做交换生。

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中

国 正 在 给 世 界 各 国 的 青 年 搭 建 丰 富 的 舞

台、创造更为多元的机会。中国外文局副

局长兼总编辑高岸明说，中国是经济全球

化积极参与者和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为

全球青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机会。欢迎更

多国际青年搭乘中国发展的顺风车，共享

中国发展的新机遇。

国际交流舞台那么大，世界青年想去看看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尹希宁
实习生 顾靓楠

作为第二届“国际青年北京论坛青

年友谊使者”，曾获“匈牙利最具潜力青

年 50 人”称号的郝雁清和百安木设计咨

询（北京）有限公司公关和市场经理贺晓

晴都曾用脚步丈量过中国的许多地方。

提起来中国的原因，生于俄罗斯、

长于荷兰的贺晓晴用中文说了两个字，

“缘分”。

这 样 的 缘 分 始 于 2012 年 的 一 次 中

国旅行。当时，还在读本科的贺晓晴和

同学从北京一路向南，游览了上海、杭

州 、 广 州 、 深 圳 ， 最 后 前 往 香 港 和 澳

门。那时候她就觉得，自己日后还会再

回到这座城市。

“来到中国的日子是我整个生命中

最富变化的历程之一。”郝雁清在中国

留学不满一年，却已走过广州、深圳、

香港林立的大厦，看现代化都市的快速

发 展 ； 也 走 过 北 京 的 胡 同 ， 福 州 的 古

寺，感受建筑里深藏的历史底蕴。

用脚步感受城市生活与历史脉络的

同时，他们也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中

国社会发展。

在中国学习生活期间，贺晓晴见证

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多项政策

逐步落地。对她而言，“一带一路”是

肉眼可见的道路，也是港口、电力、管

道等正在建设的基础设施。“这条大路

是什么意思，会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

带着这些疑问，她选择了将“一带一路”

倡议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研究主题。

贺晓晴告诉记者，有一次她与中国

学 生 们 在 福 建 厦 门 的 土 楼 里 住 了 大 约

10 天，向当地居民学习了相关的风俗文

化，并思考如何继续保护这一珍贵的文

化遗产。

郝雁清也关注到，在过去几年里，

中 国 已 经 使 近 1 亿 人 摆 脱 了 贫 困 。 他

说，“从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减轻贫困

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贺晓晴进入百

安木设计咨询 （北京） 有限公司。在她

看 来 ， 中 国 正 朝 着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目 标 迈

进，她也希望利用所学的专业以及对中国

的认识，让城市变得更舒适，让人们的生

活变得更美好。

郝雁清也看到了中国给世界各国年轻

人带来的机遇窗口。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

院学习期间，郝雁清感受到，同学们虽然

来自不同国家，但都希望互相了解、互相

沟通、形成对话。各国青年可以在中国发

展他们所需的技能和知识，在联系日益加

深和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进程中成长。

作 为 新 当 选 的 友 谊 使 者 ， 贺 晓 晴 坦

言，要向世界分享在北京发生的各种鼓舞

人心的故事、友谊的故事、合作的故事以

及创新的故事。她也希望继续努力，从自

己的专业和职业出发，促进友谊的想法和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年轻人就是未来。”郝雁清说，接过

友谊使者的聘书后，他将致力于推动中匈

关系的发展，特别是在学术和科技方面，

为中匈青年带来更多共同合作的机会。同

时，他希望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搭建国

家之间睦邻友好的桥梁。

与贺晓晴、郝雁清类似，许多外国青

年在中国寻找自我发展的锚点，也积极搭

建中国与世界连接的桥梁。

不久前，中法欧领导人三方会晤中指

出，20 年来，中欧贸易额增长近 9 倍，欧

盟对华投资增长近 3 倍。

此外，中国连续 13 年成为俄罗斯第

一大贸易伙伴国。两国双向投资规模持续

增长，能源、航空航天、互联互通等领域

大项目合作稳步推进，科技创新、跨境电

商等新兴领域合作势头强劲，地方合作方

兴 未 艾 ， 为 两 国 民 众 带 来 实 实 在 在 的 好

处，也为双方各自发展振兴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动力。

郝雁清认为，如今青年生活在一个全

球化的时代，坐飞机就可以跨越半个世界。

“我们要把握好这样的机会，做西方和中国

之间促进交流的先锋。”

贺晓晴说，未来将会有更多的青年以

不同的视角、多元的体验书写属于他们的

全球故事，而青年也有能力在不同的文化

之间架起桥梁，“因为我们都是不同的文化

中长大的，这是年轻一代的优势所在。”

架起友谊桥梁
书写青年的全球故事

③各国青年代表与参会嘉宾在会后进行交流。

④“国际青年说”圆桌对话环节，年轻代表们围绕“青年如何做好沟通中外友好的使者”发表演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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