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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青年参访回顾：透过传统与现代图景认识真实的中国

“品读中国·中国式现代化”系列讲座之“中
国艺术精神”在首尔举行

　  中新社
　　作者 徐雪莹
　　“西方国家在非洲
挑起了战争，殖民了非
洲。但中国是追求进步、
和平的国家，没有政治
干预，只有发展议程。”
第八届中非青年大联欢
活动期间，纳米比亚《太
阳报》主编托伊沃·杰
科·恩杰姆贝拉接受中
新社记者采访时说。
　　他表示，中非合作
正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
期待双方巩固伙伴关系，
走向双赢未来。
　　5月 19日至 26日，
第八届中非青年大联欢
在北京和浙江金华等地
开展。来自中非合作论
坛成员中 52 个非方成员
的青年代表走入城市乡
村，体验中国传统文化
与发展气象，拓展中非
合作新思路。
　　绘制凤翔泥塑、参
与丝绸印染、体验木雕

制作……在中国宋庆龄
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
心和浙江广厦建设职业
技术大学等地，非洲青
年们在教学互动中触摸
中国传统技艺。
   “现代化不应带走古
老的文化遗产，追寻文
化根源能使人们更好地
认识自己。”博茨瓦纳
Gabz FM电台新闻主播、
记者特博戈·莫科托受
访表示，中国对优秀传
统文化的坚持和传承使
他动容。了解彼此的文
化，尊重差异性、欣赏
共通性也是中非加强友
好合作的重要前提。
　　来到中国婺剧院，
一行人观赏了“武戏文
做，文戏武做”的婺剧。
在《泗州城》《吕布试
马》等剧目之间，卢旺
达青年丹尼·瓦西利·穆
吉沙登台表演了家乡的
阿玛拉巴舞，现场不断
有中非青年加入共舞。

　　“中国与非洲的文
化都有特别的魅力，我
相信家乡的年轻人一定
也会爱上中国文化的方
方面面。”穆吉沙表示，
回国后他将把中国的多
元文化介绍给大家，自
己也十分乐意分享家乡
的风土人情。
    对恩杰姆贝拉而言，
此次参访最让他印象深
刻的是中国民众的热情
友善。“我以为可能会
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歧视，
人们不愿真正亲近你。
但整趟行程中，我们都
能看见挥手欢迎的友好
民众。”他告诉记者。
　　作为非洲大陆上最
后一个独立的国家，纳
米比亚直到 1990 年才真
正摆脱殖民统治。然而，
殖民的余烬始终存在。
经济权力掌握在少数人
手中，社区贫困率高居
不下，本地就业机会不
足……这类情形也在其

他非洲国家上演。非洲
大陆横平竖直的国界线，
便是殖民统治横亘至今
的历史刻痕。
　　“纳米比亚现在是
非洲最稳定的国家之一，
但仅有政治和平是不够
的。”恩杰姆贝拉表示，
如今中国的投资为当地
居民带来了工作和收
入——纳米比亚湖山铀
矿，是中国在非洲最大
的单体实业投资项目。
他有很多亲戚朋友在中
国投资的矿场工作，其
中一些当上了高级技术
人员，拥有漂亮的房子，
能把子女送到全国最好
的学校。
    冈比亚外交部亚太
司一等秘书阿达玛·卡
巴利蒂·萨拉同样关注
中国发展经验。“中国
和冈比亚在教育、医疗
卫生、基础设施等各领
域都有合作。来自中国
的知识和技术加速了冈

比亚的发展。”萨拉说。
　　她提到，在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馆，一行
人看见中国经历如此多
的艰难困苦才抵达今天。
中国在基础设施、科技
等方面发展迅速，对非
洲民众来说是莫大的鼓
舞。
　　“人们各司其职、
安居乐业。中国的经济
发展比想象中更好。”

恩杰姆贝拉说，国际媒
体常将中国描绘成各种
失实的负面形象，作为
纳米比亚全国性报纸的
主编，他会将所见的真
实情景带回国内，“我
们需要澄清的是，不要
因为假新闻和错误信息
而憎恨这个国家。要了
解真实情况作出自己的
判断。”

第六届通商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市成功举办。记者 
顾时宏 摄

第六届通商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成功举办

   中新网首尔 ( 记者 
刘旭 )
   30 日上午，“品读
中国·中国式现代化”
讲座 2024 年第三讲在首
尔举办。
　　此次讲座的主题是
“中国艺术精神——从
绘画谈起”，由首尔中
国文化中心、中国工商
银行首尔分行、中外文
化交流中心共同主办。
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
导师刘波受邀担任本场
讲座主讲人，为现场 80
余名嘉宾讲述艺术中的
中国故事和中国精神。
   讲座中，刘波阐释了
中国人的诚信观，并总
结归纳出中国历代文人
交往高洁、追求极致精
神契合的“知音”概念。
他从《兰亭集序》谈起，
介绍中国人对自然山水
的欣赏、对宇宙人生的
感悟，并具体描绘出由
此衍生出的中国文人旷
达的“山水人生”模式。
　　讲座内容广泛涉及
中国传统儒家、道家文
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
对外来佛教思想吸收、
借鉴而产生的“秀骨清
像”美学。中国士人所
崇尚的自由、浪漫和率
性等内容也得到在场观
众的广泛共鸣。

　　讲座结束后，现场
嘉宾与主讲人进行交流，
讨论艺术创作中如何协
调“曲高和寡”和“雅
俗共赏”的矛盾、如何
看待当前中国美术界缺
少写意风格这一现象等
话题，并期待今后能长
期开展中韩两国间的美
术交流活动。
    本次讲座是 2024 年
度首尔中国文化中心企
划的系列讲座的第三讲。
中国工商银行首尔分行

负责人与银联国际韩国
分公司负责人、韩国友
利银行副行长朴究镇
( 音 )，以及韩主要证券
公司中国事务负责人等
出席活动。中国驻韩国
使馆公参兼总领事钟洪
糯、驻光州总领事顾景
奇、以及韩各大美术院
校东方书画专业师生、
中资机构驻韩代表、中
韩主流媒体记者等也应
邀出席活动。

5 月 23 日，非洲青年代表们来到中国婺剧院，观看
婺剧并交流互动。图为非洲青年代表们与婺剧演员
合影。　徐雪莹 摄

   中新网悉尼 ( 记者 
顾时宏 )
    作为庆祝南通获批
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40 周年及“南通企业家
日”主体活动之一，由
澳大利亚江苏工商联合
总会承办的第六届通商
大会于当地时间 5 月 25
日下午在澳大利亚悉尼
市成功举办。
   中国驻悉尼总领馆参
赞衔领事叶威、新南威
尔士州前上议院议员何
沈慧霞、南通市访澳工
商代表团团长王小红以
及当地各界知名人士和
200 余名全球通商精英
出席了大会。
    叶威在致辞中表示，
南通在中国长江三角洲
城市群中具有独特的区
位优势。经过几十年的
发展，南通已形成船舶
海工、高端纺织、新材料、
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和新能源六大千亿
级产业集群。2023 年，
这六大产业集群的产值
超过了万亿元。他指出，
中国是澳大利亚第一大
贸易伙伴，同时也是澳
大利亚留学生和游客的
重要来源国，两国经济
互补，利益交融。通商
大会作为联系广大南通
籍企业家的重要平台，
希望大家以乡情为纽带，
共同成为中澳友好的促

5 月 30 日，《中国艺术精神》讲座在首尔举行。中
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刘波受邀担任讲座主讲人。
首尔中国文化中心 供图

5 月 30 日，《中国艺术精神》讲座在首尔举行。图
为现场嘉宾与主讲人进行交流讨论。首尔中国文化
中心 供图

进者和推动者，继续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
中澳各领域的交流与合
作。
　　王小红在讲话中提
到，清末状元张謇在南
通兴实业、办教育、建
城镇，使南通成为中国
近代民族工业的发祥地
之一，被誉为中国近代
第一城。百年来，广大
江海儿女在这片热土上
自强不息、敢闯新路，
不断谱写南通追江赶海
的华彩篇章。历经百年
发展，通商群体规模不
断壮大，知名度和美誉
度日益提升，已成为南
通民营经济发展的中坚
力量，以及南通城市形
象的金名片。她希望广
大通商坚守主责主业，
不断拓展内外市场，讲
好南通故事，成为文化
传播的民间使者，让更
多人了解南通，持续增
强南通的国际影响力和
世界美誉度。
　　澳大利亚江苏工商
联合总会长、通商总会
常务副会长陈银新对本

次大会的成功举办表示
热烈祝贺，作为大会的
承办方，他指出：我们
商会将努力做好澳大利
亚与南通政府、通商企
业之间的链接服务，搭
建更完善、更专业的交
流平台，为通商走向世
界贡献一份绵薄之力。
　　南通通商总会会长、
江苏综艺集团董事长昝
圣达表示，南通商家在
各国的经商发展离不开
祖 ( 籍 ) 国及南通政府
的支持，也展现了南通
人团结奋斗的精神，希
望大家多回家走走。
　　来自纽约的通商总
会海外商会名誉会长、
江苏赛城集团董事长朱
仲辉表示，将把此次大
会的精神和南通政府对
海外南通人的关怀和希
望带回去，与在美国的
南通人共勉。
   会上，南通市商务局
副局长邵冲作了南通市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文
旅推介。数家中澳企业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