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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由理念到理
论，由愿景到实践，由双边到多边，已
成为变革全球治理体系、构建新型国
际关系和国际秩序的重要价值规范，
广受国际社会赞誉和响应。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构建与实现，需要汇聚全人
类的智慧和力量。近日，中共中央统
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
许又声呼吁侨胞积极行动起来，发挥
自己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的
独特作用。

融通中外 连接东西

近日，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
会议在海南博鳌举行。会上，中共中
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
主任许又声指出，广大华侨华人身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潮前沿，兼
有融通中外的独特优势，是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资源。

“华侨华人是沟通中国与世界、帮
助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途径。”美国华
人企业家联合会会长施乾平对本报
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极其
丰富，海外华侨华人可以用生动鲜活、
更接地气的形式向住在国社会和民众
宣介相关理念，找到共同语言，探索共
同价值，不断巩固扩大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民意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海外
华侨华人具有天然优势。”

“既植根祖（籍）国，了解中国，又
生活在海外，了解住在国，海外华侨华
人能够融通中外、连接东西。”德国《欧
洲新报》总编辑范轩接受本报采访时
说：“在海外，每个华侨华人都是中国
国家形象的代言人，都是中国倡议的
宣讲者和示范者。”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潮
龙起明确指出，华侨华人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过程中具有在地化、流动
性和跨国性等方面的优势。华侨华
人的在地化优势使之成为开展双边
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的宝贵资源；华
侨华人具有开拓进取的精神，具有世
界眼光和国际视野，善于捕捉国际市
场信息，因而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谋划
事业，实现以移民为载体的资本、技
术、观念的跨国流动；华侨华人既能
融入当地社会，又能与祖（籍）国保持
密切联系，发挥在中国与住在国之间
的桥梁纽带作用。

正如北京华文学院青年学者张冬

冬所说：“分布在世界 200个国家和地
区的 6000多万华侨华人，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是一支可以倚
重的独特力量，将发挥不可替代的独
特作用。”

合作共赢 大有可为

许又声呼吁侨胞积极行动起来：
一是更加主动地宣介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不断巩固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民意基础；二是更加深入地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促进相关国家加强政治
互信、经济互融、人文互通；三是更加
自觉地传承和践行中华文化，在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成为增
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人类社
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蕴含
着数千年的中国智慧。我们海外侨胞
要积极行动，通过多样化的形式，进一
步促进中国与相关国家互信、互融、互
通。”施乾平说。

正如潮龙起所说的，华侨华人参
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政治、经
济和文化方面作用显著。华侨华人
参与中外经济合作，以经济互惠共赢
构建人类经济共同体，进而解决各国
间的经济不平衡问题；华侨华人开展
中外人文交流，以文化互鉴融合构建
人类文明共同体，进而解决各国间的
文化隔阂和冲突；华侨华人参与公共
外交，以政治平等互商构建人类政治
共同体，进而解决各国间的政治分歧
和冲突。

“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过程中，华侨华人拥有更多机遇。经
济上，很多人都是‘一带一路’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受益者。只要把握
住中外经济交流带来的机遇，把自己
的产业做大做强，就是对中国倡议的
响应和实践。文化上，随着中华文化
越来越多地走出去，我们在海外能够
越来越便捷地欣赏到来自中国的文化
产品。海外华侨华人的社会角色也在
发生转变。过去，我们漂洋过海是为
了改善生活；如今，我们不仅是中国故
事的宣讲者，也是当地模范公民。我
们不仅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也要
向中国展示住在国的先进之处与友好
一面。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背
景下，我们要用积极正面的形象，让住
在国民众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

好。”范轩说。

宏大愿景 共同追梦

“华侨华人与中国和住在国三者
利益是相互统一的，构成了一个以华
侨华人为桥梁的双边命运共同体。
构建这样一种双边命运共同体，是华
侨华人、中国及其住在国三方共赢的
战略选择，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重要基础。中国与华侨华人住在国
双边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利于华侨
华人在当地的生存与发展，也是其参
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潮
龙起指出。

“华侨华人在尼日利亚的发展，离
不开当地民众的支持。没有相互尊
重，就不会有发展。我们更要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公益事业，回馈当地。我
们和当地人要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和
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有更好的
发展。”尼日利亚华商倪孟晓对本报
说，“巧合的是，10月 1日是中国的国
庆日，也是尼日利亚的独立日。每年
的国庆联欢会上，台上台下同唱两国
国歌，挥舞两国国旗。大家常常是热
泪盈眶。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在文化
交流中找到了最佳契合点。”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我们海外
华侨华人要时刻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一理念记在心中，日常生活工作中就
会很自然地表现出来，从而起到很好
的示范效果。”范轩说，“比如，学者可
以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华商可以在经
济交流中分享红利，在当地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缴纳更多税款。普通家庭
主妇也可以弘扬中华美食文化、分享
中医中药等中国传统智慧。”

当然，积极行动的前提是要了解
“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
念。“我们需要向侨胞宣传各层次命运
共同体思想，塑造侨胞的命运共同体
意识，以及双赢、多赢和共赢的理念。
作为连通中国与世界的华侨华人，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中，更能
主动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力量，作出自
己的独特贡献。”潮龙起建议。

“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
上，我们都是追梦人”，许又声勉励海
外侨胞：“宏伟蓝图已经绘就，需要我
们携手同行。”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海外华侨华人可发挥独特作用 中国当代抒情歌剧《汤显祖》音
乐会 4月 7日晚在悉尼歌剧院上演，
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的 150名师生倾
情演绎了享有“东方莎士比亚”美誉
之称的汤显祖的跌荡人生。

汤显祖是中国明代杰出的戏曲
家、文学家，其戏剧作品《牡丹亭》
《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合称
“临川四梦”。全剧并不拘泥于对于
“爱”的诠释，而是在此基础上加入
了直言上书、被贬、调任、纵囚等，植
入他的“临川四梦”创作心路，真实
再现了汤显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非
同寻常的一生。

该剧运用西方歌剧演绎框架，
在戏剧、音乐和舞美设计、表演等方
面都强化了中国民族文化元素的运
用。在音乐表现上，该剧将中国戏
曲音调和民间小调与当代国际音乐
语境相结合，运用昆曲、采茶调、淮
扬戏等戏曲音调和民间小调，并在
乐队中增加了曲笛、笙、唢呐等中国
民族乐器元素。

在舞美设计上，该剧以多媒体
影像画面取代传统的实景布置，将
布景风格融入了元、明时期的文人
画，结合剧情表达主人公汤显祖的

“士气”和“逸格”，带给观者唯美的
视听感受应接不暇、美不胜收。使
当地观众在欣赏该剧时既能体验到
中国特色音乐的魅力，又不会存在
语言障碍，并能通过该剧了解中国
音乐、听懂中国故事。（据新华网）

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近日
公布，其在入境包裹中查获一批香
卤猪蹄。该局提醒公众，切勿携带
任何肉制品入境；若违反规定，可能
面临最高 1300加元的罚款，甚至可
能被起诉。

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提醒旅加中
国公民切勿携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加
拿大，切勿有侥幸心理，以免得不偿
失。行李中如有动物、植物或其他食
物制品，应如实向加海关申报，以免
遇到不必要的麻烦。（据中国侨网）

4月 9日，由华侨大学与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主办的“华侨华
人蓝皮书重大工程启动八周年纪念
暨《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8）》发布
会”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

发布会举行了《华侨华人研究
报告 2011-2018 年》典藏版发布仪
式。这是华侨华人蓝皮书重大工程
启动八周年成果的集中展示，是聚
焦新时代新形势下华侨华人生存发
展问题的重大学术研究载籍。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8）》主
题是“华侨华人与文明交流”，主要
研究华侨华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及
其在中华文化与其它文化交流中扮
演的角色。据介绍，这与近两年华
侨华人蓝皮书一直关注的“一带一
路与华侨华人”一脉相承，但更强调

“华侨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与传
播”。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原创歌剧《汤显祖》
在悉尼歌剧院上演

中使馆提醒公众勿携带
肉制品入境加拿大

《华侨华人研究报告
（2018）》蓝皮书发布

博鳌亚洲论坛华商领袖与华人智库圆桌会议3月29日上午在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