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几天的交流，尼尔斯·王等丹麦朋友纷纷表示，通过这次交流

他们对中国改变了看法，有了新的了解、新的认识，相互之间也成了可

以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巧合的是，笔者与尼尔斯·王是同年生人，也是同年参军服役。尼

尔斯·王在和笔者闲暇交谈时会兴致勃勃地给笔者讲他两个小孙子的

故事，笔者也给他讲小外孙俏皮的趣事，这时的我们不再是会谈中的军

官代表，只是两个畅谈儿孙之乐的长辈。

临别时，他还特意送了一盒丹麦曲奇饼干，让笔者带回家给小外孙

品尝，要告诉孩子“这是丹麦将军爷爷送给他的礼物”。并希望以后他

来中国旅游时，小朋友们能够见面相识，将丹中友谊传承下去。

告别宴会在卡斯特雷特要塞的海军军官协会举行。尼尔斯·王介绍说，

卡斯特雷特要塞呈五角星形状，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在 1626年下

令修建的，目的是在哥本哈根北部起到防御的作用，成为国王的庇护所。

目前，其中一部分改为海军军官协会，有时还会在这里为军官举行生日宴

会。晚宴上，受丹麦朋友的热情所感染，笔者发表了一次即席演讲——

今晚，哥本哈根的街头华灯璀璨，处处充满圣诞前喜庆的味道，似乎

与我们共同沉浸在两军进一步加深友谊的快乐之中。在此，我谨对丹麦

皇家学院和贵国军方所作的积极努力和周到安排，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是第一次访问丹麦，但一种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对中国人民来说，

丹麦是重情重义的国家。中国和丹麦虽然分处亚欧大陆，远隔万水千山，但

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340年前，丹麦国王克里斯钦五世就

致函清朝康熙皇帝，提议双方在开展航运和贸易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

1908年7月，历史上丹麦派驻中国的第一位外交官，普利本·阿勒菲特·劳尔

韦格伯爵携家眷抵达北京。自此，中丹建立了珍贵的友谊，并且从未中断。

无论幼童还是成年人，丹麦在中国人的心中都是一个充满想象的

童话世界。人们知道丹麦，是小时候通过一个又一个安徒生童话来熟

悉的，这是个世界闻名的童话王国，也是全世界大小朋友仰慕的地方。

安徒生童话自 1913 年周作人介绍到中国，已有 104 年，当时中国 5 亿

3200万人，现在 13亿 7000万人，也就是说有许多中国的孩子 100年来

都在听着安徒生童话。这种童话般的情结把我们紧紧联结在了一起。

记得有位大学者曾说过，在我上过的所有学校中，唯独幼儿园印象

最深，因为那里充满了想象，充满了善良，充满了友爱。《海的女儿》中善

良与执着的人鱼公主跨越了文化、地域和时光，用爱和勇气感动世人，

她的故事在全世界广泛流传。“不看美人鱼，不算到哥本哈根”。2010

年，小美人鱼首次告别家乡，远赴重洋到中国开启了中丹建交 60周年

文化交流的序幕。数以百万计的中国游客得以近距离亲近美人鱼，极

大激发了中国人赴丹麦旅游热情。从 2009年的 5万人次到 2016年的

21.8万人次，中国赴丹麦游客的数量近乎“飞速增长”。

中国其实也有自己的美人鱼典故。1700年前，善良的虞美人带着

两个妹妹修炼 300年，在遇到危机时幸得玉皇大帝三位公主相救、度化

成仙，而三位舍己救人的公主却被玉皇大帝误解贬成三座石山。三姐

妹心痛欲裂，为救恩人在人间行走 500年，做尽人间好事，受尽人间苦

难，最终修成正果，把爱洒向人间。中丹两国都是以正直善良行走天

下，有着共同的追求和向往。

中国有句老话，“衣服是新的好，朋友是老的好”。中丹两国是真正

的老朋友。有位哲人曾经说过，我属于今天和过去，但是我的一些东

西，将属于明天、后天和未来。我希望，我们双方寻求更多的安全共识，

汇聚更多的合作动力，积累更多的友好情谊。我相信，我们取得的重要

成果，将属于明天、后天和未来，将印刻在中丹两军友好交流合作的历

史上。我坚信，我们结下的友谊，将属于明天、后天和未来，也将永远印

刻在新老朋友们的心中。

再过十多天就是 2018年元旦了。在中国，人们很重视年终岁末，

一般把最重要的事情安排到这个时候，是为了更好地筹划好来年。我

们年底访问贵国，就是为了迎接中丹两国友谊更加美好的未来，开启一

段新的里程。所以，这次访问的圆满结束，既是我们交流互鉴的一个阶

段性节点，也是下一个不断超越的新起点。

我们是为促进中丹两国、两军友谊、促进国际安全而来！今年 5月，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时指出，要将今年打

造成为中丹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收获之年”。中丹自 2008年建立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一直硕果累累，在越来越多的领域

都有着极大的合作潜力。中国目前是丹麦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出

口市场。在欧洲国家中，丹麦的人均对华出口额和人均对华投资额双双

位居第一。丹麦也是亚投行第一个来自北欧的创始成员国。我们有着

共同的利益，也有着共同的担当，面临着许多共同的矛盾和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旧的安全问题尚未解

决，新的安全矛盾又涌现出来，新旧交织，相互激荡，令各国寝食难安。

眼睛能看到的地方是视力，看不到的地方是视野。眼光有多远，不仅决

定着这个国家的现在，也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前途。因为危机并不可怕，

怕的是看不见危机，不能有效预防危机、维护安全。维护国家安全，是

各国人民的共同期望，也是各国军队的共同责任。今天，我们跨越欧亚

地理阻隔和文化差异，相聚在这里，共同研究国际社会关注的重大战略

问题，共同探讨寻找解决重大关切的办法，就是为了增进了解，促进友

谊，为两国繁荣发展乃至世界和平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

自古以来，中国人一直都拿“高山流水”这一成语比喻肝胆相照、坚

贞不渝的友谊。在这里，我也祝中丹两军友谊就像美丽的古曾河和中

国的万里长江一样源远流长、连绵不绝！

热情洋溢的晚宴接近尾声之际，我们正沉浸于依依惜别的情绪中，

没想到尼尔斯·王将军为中方代表团安排了一个小惊喜：两名丹麦皇家

乐队的成员突然走进宴会厅。他们头戴毛茸茸的黑色熊皮帽，身着黑

衣蓝裤古军装，敲着军鼓、吹着风笛步入宴会厅，我们恍然大悟，原来将

军还为晚宴安排了这样一个别开生面的欢送仪式。乐队成员为我们表

演、与我们合影，并一路演奏着将我们送上车。

丹麦之行终于到了尾声，车上车下，两国代表互相挥手作别，言短情

深。笔者对尼尔斯·王将军说，丹麦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尼尔斯·

王更是热情回应道，他愿意倾尽绵薄之力，推动两国两军关系深化发展。

虽然出访这一曲至此结束，但笔者相信中丹友谊之歌将不断传唱

下去，历久弥新、优美动听。

丹麦永远是
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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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人鱼”的故乡讲述中国故事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军事科学院原副政委兼纪委书记 （少将） 王卫星

Z 亲历·亲见·亲闻

2017 年 12 月 10

日至 14 日，笔者率

军事科学院代表团

参访丹麦皇家防务

学院。时任院长丹

麦前海军司令尼尔

斯·王少将接待了

我们一行，并与我

们进行多次座谈。

丹 方 举 行 的 研

讨会邀请了许多欧

洲国家的朋友，他

们同样也对中国这

个东方古国充满好

奇。对于他们所提

及的种种关于中国

的问题，尤其是其

中 的 疑 虑 甚 至 误

解 ， 笔 者 利 用 座

谈、研讨、餐叙以

及 其 他 交 流 机 会 ，

耐心细致地一一作

答，在很大程度上

赢得了丹麦朋友的

理解和信任。

在五天四夜的访问中，丹麦朋友与我们

讨论了很多方面的话题，他们提及最多的是

中国的发展战略问题。这些都是丹麦女王马

格丽特二世特别关心的问题，尽管丹麦在地

理位置上与中国相距遥远，但女王认为现在

世界的地缘政治秩序正处在转折点，中国是

在世界范围有着重要影响的大国，中国的安

全影响着世界，也影响着丹麦的安全。因此

他们要多倾听中国的声音，多了解中国的看

法，知道中国究竟是怎么想的。

尼尔斯·王曾多次访问中国，他风趣地

说：“中国人的问题，如今已经远远不是一

个国家的问题了，它是一个国际问题。”笔

者点头笑言，这虽然是 19世纪美国传教士明

恩溥的一句名言，但放在今天也依然适用。

此次出访的行程距离党的十九大圆满闭

幕方有月余，恰逢美国白宫首席战略顾问班

农也在到处解读中共“党的十九大报告”。他

在解读中偏激地称：“中国正在大胆进行地缘

政治扩张”“中共十九大制定了清晰的国家发

展蓝图，将对美国及整个西方世界构成严重

威胁”。因而有欧洲朋友在座谈会上表示，

“中国强大到可以买下整个欧洲”，一方面他

们承认中国发展很快，另一方面也很担心中

国的发展进程，害怕中国成为新的霸权国家。

中国从未想过
称霸世界

中共十九大的召开，在世界上引

起轰动、反响热烈。据报道，世界上有

165 个国家、452 个主要政党给习近平

主席发来 855 份贺电贺信，其中 814 份

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政党和重要组

织机构领导人发来的。一个政党自己

的代表大会能在世界上引起这么广泛

的关注，是非常罕见的。这足以证明，

我们党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

道路，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

越性，并在本世纪初各国发展面临多

种问题和困惑的时候，为全世界全人

类和平发展提供了一个“中国模式”、

一个“成功模式”。

笔者向欧洲朋友介绍说，中共十

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

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关键时期召开的重要大会。它展示了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使命。

实质上，是描绘了一幅中国未来发展

的路线图。路线图，对老百姓而言，是

盼头；对执政党来讲，是鞭策。没有盼

头，老百姓就会丧失对党和政府的希

望；没有鞭策，执政党就会出现懈怠。

理解中国、看待中国，最重要的就

是理解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某种程

度而言，看待中国、认识中国不仅要看

中国的成就，而且要看中国建设与发

展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不仅要

看北京、上海、广东、深圳等发达城市，

更要看中国的西部，看偏远的农村。

接下来，我用具体事例给大家讲

了中国的地貌特点和经济发展不平衡

的状况，当笔者讲述中国西部的贫困

问题时，会场一片寂静，许多参会者露

出惊讶的神态，可以看出他们此前对

这些一无所知。

笔者接着说，2015 年 9 月，习近平主

席出访美国在华盛顿州的欢迎宴会上演

讲道：“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

国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

于全球平均水平的 1/3，美国的 1/7，排在

世界 80位左右。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标

准，中国还有 7000 多万贫困人口。如果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两亿多

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中国城乡有 7000

多万低保人口，还有 8500 多万残疾人。

这两年，我去了中国很多贫困地区，看望

了很多贫困家庭，他们渴望幸福生活的

眼神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与美国和其

他发达国家不同，让人民脱贫致富、幸福

生活才是中国领袖考虑最大的事情。

这几年，尽管我们做了很大努力，但

在 2016 年全球人均 GDP 排行中，中国

仍排在第 73位。现在还有 3000多万人需

要脱贫，解决温饱问题。中国人均收入仍

然处于世界的中下水平。外界想了解中

国，“只有在中国的国情下，才能真实地理

解中国人，在其他任何国度都做不到。”

（明恩溥《中国人的特性》）十九大后的中

国仍是一个朝气蓬勃有所作为的发展中

国家，是一个爱好和平勇于担当的负责任

大国。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国

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作为发展

中国家的地位没有改变。中国的主要任

务仍然是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提高

人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会后，专程回国陪同代表团的丹麦

驻华武官卡森·拉斯姆森准将说，他来中

国 3 年多，中国有令人羡慕的发展速度，

也有令他担忧的贫困和落后，他十分钦

佩中国发展的努力，也很坚信中国精准

扶贫的决心和行动。

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中共十九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

和世界正进入一个人类有历史记载以

来最伟大的变革期。这种变革对中国

是“关键一跃”，实现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质的飞跃，阔步进入

新时代。对于整个世界格局来说，将

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漫长的人类历

史总结其发展无非是三个阶段：一是

相互隔绝，二是相互对抗，三是相互

对话。未来世界走向将发生根本性的

转变，就是由对抗转向对话。不管是

自愿自觉，还是迫不得已，对话的时

代已经到来。

讲到这里，笔者举了一个动物界

的例子加以佐证：猫科动物表达友好

的时候，喉咙会发出“咕噜咕噜”的

声音，当它发现敌情的时候，它的尾

巴是翘起来的。而犬科动物恰好相反。

某一天，这两位先生见面了，一个尾巴

翘起来了，另一个发出“咕噜咕噜”的

声音。但两个都觉得不对劲，其实双方

都是在表达善意，但基于自身表达方式

和对接收的信息理解不同。于是，误解

产生了，而且越来越深，最后相互成了

仇敌，老死不相往来。

这个故事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第一是要经常沟通，只有沟通才能消除

误解。沟通得多，交流就多；交流得

多，互信就多；互信多，友谊就多。中

国中医理论讲的“通则不痛，痛则不

通”，所印证的也是这个道理，凡事有

淤堵就容易产生问题。第二，切忌猜

测，尤其是盲目猜忌对方，疑邻盗斧只

能把事情变得更加糟糕。第三，相互之

间一定要友好，多释放善意，善意多，

彼此的幸福指数就会提高。两个拥抱着

的人是很难打架的。

人类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地球是人

类的共同家园，也是人类到目前为止唯一

的家园。技术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地球

村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

紧联系在一起。中国有 13亿多人，把自己

的事情做好，这本身就是对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贡献。中国的发展不仅是为

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子孙后代；不仅能

造福中国人民，也能造福世界人民。中国

越发展，给世界创造的机遇越多，让世界

各国分享的也就越多。世界好，中国才能

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

笔者对丹麦朋友们说，中国与丹

麦，中国与欧洲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双

方在许多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有相同

或相似的看法，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

共同发展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

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打击国际恐

怖主义、构建国际关系新秩序等方面有

巨大合作空间。

对话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

▲笔者向丹麦皇家防务学院院长尼尔斯·王将军赠送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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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哥本哈根长堤公园的“小美人鱼”铜像

针对这些误解，笔者深感非常有必要抓

住这次机会，做一些增信释疑工作。听完他

们的观点，笔者接着对他们的疑问和看法一

一作出回应：

其实，这种担心并非新闻，早在 400多

年前就已经有了。

明朝时期的中国物阜民丰，整个国家

“就好像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宅院”。万历年

间，欧洲有一位传教士启程远赴中国传教，

出发前朋友听说他要去中国，都纷纷跟他

说，明朝如此强盛，迟早会来攻打欧洲。这

位传教士带着这样的疑惑来到中国，并为解

开这个疑团整整考察了 30 年，写了许多介

绍中国的书，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

位传教士正是大名鼎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

窦，他临终前在 《基督教远征中国史》（汉

译 《利玛窦中国札记》） 一书中给出了最终

结论：在结识了朝野各界的中国文人和官员

后，发现他们压根没有想过要派军队去占领

遥远的欧洲，他们不是装模作样地说我们不

打，而是他们心中一点也不想打。

其实，当时欧洲人的担忧是完全没有必

要的。早在明朝建立之初，开国皇帝朱元璋

就颁布 《皇明祖训》，将朝鲜、日本、琉

球、泰国、柬埔寨等周边15个国家列为“不

征之国”，告诫子孙对这些国家不得征讨。

对邻国尚且如此，遑论万里之外的欧洲。

1944 年，为了支持中国抗战，美国纪

录片 《我们为何而战》 中专门介绍道：“中

国有四亿五千万的人口，地球表面上每四个

人中，就有一个是中国人。在他们四千多年

的历史中，他们从来没有发动过征服战争。

他们发明了火药，不是作为战争的武器，而

是为了庆祝节日和宗教庆典。”

对此，笔者在丹麦皇家防务学院专门作

了一场 《为什么中国采取防御性的国防政

策》 的主题演讲，并向丹麦朋友赠送了英文

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 《砥砺奋

进的五年》 和中文版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十九大报告宣传辅导材料》。

听了笔者坦诚系统的回答后，丹麦朋友及

参会的欧洲其他国家的学者们都很感兴趣，纷

纷抛出各种问题，其中也不乏尖锐言论，笔

者和代表团成员就此作出了全面的答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