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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本报联合上海邮政
App“订了么”开展的便民收订会暨
“新民晚报读者服务日”活动在鲁迅公
园举行，广大读者在此欢聚，见证新民
晚报的“老底蕴”和“新活力”。
上午8时，活动尚未正式开始，不

少读者已纷纷赶来。来自闵行区浦江

镇革新村的徐飞明说，他错过了上周在

淮海公园举行的活动，今天一大早他就

出发了。“天有点冷，但再冷我也会来

的。”路途遥远，他先骑了2公里助动车，

再坐451路公交车换乘18路公交车。

同徐飞明一样，陆宪础、曹振华、

王永义等读者也换乘了多路公交车才

赶到现场。他们说，这样的活动，每次

都想参加。“新民晚报有底蕴。”曹振华

赞叹。他不但带来了1959年与1963年

的新民晚报合订本，还把自己发表在

新民晚报上的文章剪订成“书”，现场

展示给大家看。

路过鲁迅公园被热烈的气氛吸引

而来的市民高女士，流连于新民晚报

主办的“学思想 强党性 重实践 建新

功”《时代好声音 飞入百姓家》虹口区

主题展前，认真读着1945年11月14日的

《新民报》重庆版晚刊。就是在这张老

报纸上，毛泽东《沁园春 ·雪》首次公开

发表。她的身边，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

附属外国语学校东校的张昕韵、朱佳

荟等“融媒体小记者”，不但看，还朗

诵了起来。

而活动现场的“夜光杯”“帮侬忙

工作室”“晏秋秋工作室”等品牌栏目

编辑、记者与读者交流的展棚前，读者

们感受到了新民晚报的“新活力”。

（下转第6版）

“新民晚报是阿拉上海人的报纸！”
读者日活动上午举行，新老读者们共话“老底蕴”和“新活力”

■“新民晚报读者服务日”活动上午在鲁迅公园举行，不少读者换乘好几
辆公交车赶来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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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
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举办，李书磊宣读贺信并发表主旨演讲，陈吉宁致辞

孙业礼主持开幕式 高翔宣布世界中国学研究联合会成立 龚正宣读2023中国学贡献奖获奖者名单

（相关报道见2-3版）

■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11月24日发布《坚定不移推进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走深走实的愿景与行

动——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发展展望》，

研究提出未来十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

愿景思路和务实行动举措。

■ 报告提出，力争未来十年左右时间，

各方朝着平等合作、互利互惠的目标相向而

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的

新阶段。具体包括五大目标，即互联互通网

络更加畅通高效，各领域务实合作迈上新台

阶，共建国家人民获得感、幸福感进一步增

强，中国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

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日益深入人心。

报告提出愿景思路和务实行动举措，具体包括五大目标

展望共建“一带一路”未来十年

据新华社 >>>详见新民网 www.xinmin.cn

11月24日，在世界中国学大

会 ·上海论坛开幕式现场，全球400

多位专家学者聆听国家主席习近平

的贺信，反响热烈感受颇深。不少

专家学者表示，借此学术交流的宝

贵机会，当好融通中外文明的使

者，促进世界中国学繁荣发展。

立足历史审视现在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研

究生菲利蒲来自塞尔维亚。昨天

在大会开幕式现场，聆听了习近平

主席的贺信后，他感慨：“习近平主

席在贺信中指出，‘中国学是历史

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对

此我深有体会。”菲利蒲在上海长

大，在这座城市生活了18年。在

他看来，上海是一座光荣的城市，

是一个不断见证奇迹的地方。上

海的变化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

影。在这个城市，可以看出中国式

现代化的成就。

“现代中国的思维逻辑和古典

中国是一脉相承的。”菲利蒲说，要想

读懂当代中国，必须立足于历史，从

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当代思想的本

源与根基，才能理解中国的选择，以

及“是什么缔造了当今之中国”。“中

国学研究一定是立体的，有宏大叙事

也有柴米油盐，有高楼大厦也有亭台

楼阁。”菲利蒲认为，以往中国学专家

都在各自领域研究，而世界中国学

大会的召开，能让他们汇聚力量，贡

献出自己的“拼图”，从而还原出更

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美国汉学家邰谧侠也表达了

相似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古典哲

学对现代中国影响很深，但研究中

国学的政治、外交、经济等领域的

专家经常忽略这些。这次大会上，

很多专家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点。

文明互鉴美美与共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国家软实

力研究中心主任姚遥聆听了习近平

主席的贺信，感到十分振奋。他

说，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学研究唯有向

历史深处扎根，才能发掘中国式现

代化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

观、文明观、民主观和生态观。从

纵向看，如果不通过历史的连续性

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

国或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

中国。从横向看，当前世界处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中国学研究

也面临“换挡升级”的新契机。姚

遥认为，历史和现实一再表明，文

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与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我

们要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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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人类多元文明最

终实现“美美与共”与“天下大同”，

贡献出更多“郁郁乎文哉”的中国

学力量。 （下转第8版）

习近平主席贺信引发中外学者热烈反响

融通中外文明促进世界中国学繁荣发展

认真学习领会落实习近平主席贺信精神 为不同文明
传承发展创新提供新思路新启迪

本报讯 世界中国学大会 ·上

海论坛11月24日在上海举办，本

次大会的主题是“全球视野下的中

华文明与中国道路”。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

开幕式，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发

表主旨演讲。上海市委书记陈吉

宁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中外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的

贺信深刻阐明了中国学研究的重

要意义，表达了对各国专家学者当

融通中外文明的使者的殷切期望，

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促进世界中

国学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

中外嘉宾表示，随着中国与世

界交流交融日益加深，应把中华文

明放到全球视域中考察，把中国式

现代化放到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

探讨，从尊重文明多样性、应对全

球挑战、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

出发，以中国学研究的不断深化，

为不同文明的传承、发展、创新提

供新思路新启迪，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智慧。

（下转第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