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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文明的密码在哪里
编者按：

“猜不透的伏羲八卦，再去看秦俑威武潇洒，痴迷着王羲之的笔法，悠然在五柳先生乡下，
这是大美的中华”。中华文明是在与外来文化不断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中形成的，玄奘、张骞、
郑和、马可·波罗等许许多多的文明使者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书写了文明交流的辉煌篇章。文
明的交流离不开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往来互动，需要各国间建立起一系列人文交流机制，让文
明交流的渠道畅通无阻，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文明的传承者、传播者和文明密码的守护者。

文明的密码在哪里
以问设题，凸显文章中
心。

①她——跳起印度古典舞，粉色纱丽随着曼妙的舞步翩然而
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文化旅游与人民交往”分论坛会场上的
这一幕，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她是来自印度的艺术家鲁克
米尼·查特吉。

开篇以印度古典舞引
出亚洲文明交流话题。

②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历史上，世界各国人民共
同书写下众多文明交流的华美篇章，留下大量故事。张骞出使西
域，开辟了联通东西方的古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在驼铃声中交
流、共存；郑和七下西洋，将今天的亚洲、非洲、欧洲……连成
了一个文明互动的共同体；马可·波罗跋山涉水而至，打开了西
方了解中国的大门……这些在人类发展史上留下深刻印迹的旅
程，为后世勾画出不同文明交流的图谱，也成为人类文明发展壮
大的催化剂。

重要性分析。回顾历

史，以众多实例来论述

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

好的载体。

③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今天，随着通讯
技术的不断发达，交通工具的不断提速，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用
脚步丈量世界，通过留学、商务合作，特别是通过旅游等途径走
出国门，走进异国他乡。数以亿计的文明交流使者身份各不相同，
却都秉持着通过每一趟旅程体验他国文化、感受别国精神、了解
不同文明的愿望。文明的密码在哪里？其实不难破解，它们存在
于中亚的古城撒马尔罕、埃及的卢克索神庙、新加坡的圣淘沙、
泰国的曼谷玉佛寺、希腊的雅典卫城等名胜古迹中，存在于普通
百姓的语言、文字、艺术、饮食、行宿里，其实更是造就了这些
文明样式的一个又一个人。

④亚洲土地吸引着世界各国目光，这里拥有众多的世界级文
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2017 年，亚洲接待入境过夜游客达 4.3
亿人次，约占全球总数的 1/3。这些数字的背后是各国文明互鉴的
常态化，也是民心相通的生动写照。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文明必将黯然失色、没有温度。基于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亚洲旅
游促进计划，它将成为亚洲各国间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抓手。经
由该计划的实施，亚洲各国间的民间交往将会更加紧密。

现实性分析。论述文明
交流互鉴离不开人与
人之间的互动。

⑤亚洲各国间建立起一系列人文交流机制。中国与蒙古国、
孟加拉国、斯里兰卡、泰国、日本等亚洲多国签署有双边文化和
旅游合作文件，建立一系列文化和旅游合作机制；中国在巴基斯
坦、老挝、缅甸、新加坡等亚洲多国设有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和旅
游办事处，增进亚洲各国与中国的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中国与
尼泊尔、卡塔尔、韩国、土耳其、老挝等多个亚洲国家互办文化
旅游年节……

现实性分析。论述亚洲
各国间建立起一系列
人文交流机制。

⑥旅游是传播文明的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携带着文明的基因，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阔步走出去，大量的外国人怀着一窥神秘
东方古国的好奇走进来。 “2018 年，中国国内居民出境超过 1.6
亿人次，入境游客超过 1.4 亿人次，这是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的重要力量”。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演讲里提

重要性分析。论述旅游
是传播文明的一种最
简单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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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这组数据格外引人注目。“文化旅游与人民交往”分论坛上，
有嘉宾指出，预计到 2020 年之前，中国出境人次将会超过 2亿。
这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数字——每一个人都是一粒文明的种子，守
护着文明的密码，既是传承者，也是传播者。

⑦自古以来，中华民族以开放的胸襟汲取其他文明之光，也
把灿烂的中华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迈向美好未来，我们更需要
文化文明的力量。未来之中国人，必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
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交流成就贡献世界。

照应题目，呼吁期待。

来源：2019 年 05 月 17 日 01 版《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尹婕

【时代警语】
文明的密码在哪里？其实不难破解，它们存在于中亚的古城撒马尔罕、埃及的卢克索神庙、

新加坡的圣淘沙、泰国的曼谷玉佛寺、希腊的雅典卫城等名胜古迹中，存在于普通百姓的语言、
文字、艺术、饮食、行宿里，其实更是造就了这些文明样式的一个又一个人。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请仿照下面的示例续写两个句子，要求构成排比。
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联通东西方的古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在驼铃声中交流、共存；
① ;
② ;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每一个人都是一粒文明的种子，守护着文明的密码，既是传承者，也是传播者”，你如
何理解这句话？请结合文本并联系实际谈谈，字数不限。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深圳市观澜中学 李彩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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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人民日报评论员：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论习近平主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主旨演讲

推进人类各种文明交流交融、互学互鉴，是让世界变得更加和谐、各国人民生活得更加美
好的必由之路。

“共同创造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
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为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为各国齐心协力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提出了中国主张、发出了中国倡议，充分彰显了
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天下情怀，充分体现了致力让人类文明光芒熠熠生辉的历史担当，引发国
际社会广泛的共鸣和深入的思考。

习近平主席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
分。”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
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
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如果人类文明变得只有一个色调、一个模式了，那这
个世界就太单调了，也太无趣了！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想用强制手段来解决文明差异的做法都
不会成功，反而会给世界文明带来灾难。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
眼睛。那些所谓“文明冲突论”“文明优劣论”，要么是被傲慢和偏见蒙住了眼睛，要么是蛮
横无理地推行文化霸权。正如有外国政要所说的：真正的文明之间不应也不会发生冲突对抗，
不同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应相互尊重，通过对话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才是世界持久
和平和人类和谐共处之道。

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切生命有机体都需要新陈代谢，否则生命就会停止。文明也是一样，
如果长期自我封闭，必将走向衰落。”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
力。如果各国重新回到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孤岛，人类文明就将因老死不相往来而丧失生机活力。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要了解各种文明的真谛，就必须秉持平等、谦虚的态度，秉持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的精神。如果攻击、贬损其他文明，唯我独尊、居高临下对待其他文明，不仅
不能参透其他文明的奥妙，而且会与之格格不入，最终让自己的文明在故步自封中变得僵化，
走进历史的死胡同。正如习近平主席所强调的：“文明交流互鉴应该是对等的、平等的，应该
是多元的、多向的，而不应该是强制的、强迫的，不应该是单一的、单向的。”只有以海纳百
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一种文明才能绵
延不绝，人类文明的百花园才会群芳竞艳。

习近平主席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
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亚洲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亚洲文明在自身内部及同世
界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发展壮大。作为亚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绵延传承至今从未中
断，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历史和现实充
分表明，只有加深对自身文明和其他文明差异性的认知，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
致力推动不同文明交流对话、和谐共生，亚洲文明和世界文明才能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前进，更
加充满生机、充满活力。也只有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才能让各国人民享受更富内涵的精神生活、
开创更有选择的未来。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标识，象征文明的绚丽多彩，寓意文明的交流对话。树立平等、互鉴、
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
文明优越，我们就一定能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共同创造亚
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美好未来。

（来源：2019 年 05 月 20 日 01 版《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