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毛寧2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介紹，1月中旬，在中
方斡旋促推下，緬甸政府與果敢同盟軍在雲南昆明
舉行第七次和談。雙方達成並簽署正式停火協議，
於北京時間今年1月18日零時起就地停火止戰。

「雙方感謝中方為推動此次和談取得成果所作
的努力。」 毛寧表示，緬北局勢降溫符合緬甸各方
及地區各國共同利益，有助於中緬邊境地區安全穩
定發展。中緬是友好鄰邦，中方堅決反對緬甸生戰
生亂。希望各方保持停火和談勢頭，切實落實已經
達成的共識，主動緩和現地局勢，通過對話進一步
協商解決有關問題。

毛寧指出，中方堅定支持緬甸維護獨立、主
權、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堅定支持緬甸致力於國
內和平穩定、實現經濟發展，堅定支持緬方在憲法
框架下早日實現政治和解、推進國內政治議程。中
方將繼續積極勸和促談，為緬北和平進程提供支持
和幫助。

會上另有記者提問，加沙停火協議不久前生

效，目前雙方已經交換了一批囚犯和人質。外交部
對停火協議有何評論？ 「中方歡迎加沙停火協議生
效，我們希望協議得到完整、連續執行，實現加沙
全面永久停火。中方將同國際社會一道，繼續為推
動中東地區實現和平穩定作出努力。」 毛寧說。

中國堅定做世界和平的維護者
19日，新華社播發文章《長風破浪潮頭立

─中國以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與行動深刻作
答時代之問》，文章提到：推動聯合國安理會通過
首份加沙停火決議，向加沙提供多批人道主義援
助，推動巴勒斯坦內部和解進程取得突破；同巴西
聯合發表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 「六點共
識」 ，派特使開展三輪穿梭斡旋，會同有關全球南
方國家發起 「和平之友」 小組……中國以行動展現
擔當，堅定做世界和平的維護者。

加沙地帶中部城市代爾拜拉赫一處難民營裏，
凜冽的寒風夾雜冬雨，拍打着簡陋的帳篷。

加沙衝突爆發以來，巴勒斯坦人薩伊代姆帶着

全家人輾轉於多個難民營。兒子阿爾坎早已失去笑
容，女兒喬里因害怕爆炸聲整夜蜷縮在帳篷角落不
敢入眠。當得知巴以達成停火協議，薩伊代姆心情
複雜： 「為什麼和平來得這麼遲？」

環顧世界，戰亂衝突讓加沙成為人間煉獄，烏
克蘭危機延宕千日未見曙光，恐怖主義肆虐非洲薩
赫勒地區……聯合國難民署發布的《2024年全球
趨勢報告》顯示，全球流離失所人數連續12年增
長，截至2024年5月已達1.2億。無數人像薩伊代
姆一家一樣，迫切渴望和平的陽光。

「導致這一問題的原因，是戰亂、衝突、地區
動盪。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是謀求和平、推動和
解、恢復穩定。」 2017年，習近平主席在達沃斯
演講中為彼時就困擾世界的難民潮、民眾顛沛流離
問題指明癥結、開出藥方。

「讓多邊主義火炬照亮人類前行之路」 ，
2021年，習近平主席在世界經濟論壇 「達沃斯議
程」 對話會特別致辭中，為彌合日益加劇的和平赤
字、信任赤字指明方向。

「國家和，則世界安；國家鬥，則世界亂」
「讓和平的薪火代代相傳，讓發展的動力源源不
斷，讓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輝」 「各國都安全，才有
真安全」 ……近年來，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在上
合、金磚、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等雙邊多邊
場合，習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邏
輯，一次次發出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強音，為維護世
界和平穩定注入正能量。

推動聯合國安理會通過首份加沙停火決議，向
加沙提供多批人道主義援助，推動巴勒斯坦內部和
解進程取得突破；同巴西聯合發表關於政治解決烏
克蘭危機的 「六點共識」 ，派特使開展三輪穿梭斡
旋，會同有關全球南方國家發起 「和平之友」 小
組……中國以行動展現擔當，堅定做世界和平的維
護者。

巴基斯坦首任上海合作組織國家協調員巴巴爾
．阿明認為，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與聯
合國憲章宗旨原則一脈相承。 「中國基於全球安全
倡議理念開展行動，為世界和平切實貢獻力量。」

大公報記者 羅洪嘯

中國非遺
借小紅書出圈出海

每秒有1人搜索非遺每分鐘有3篇內容產生20日，TikTok在美國短暫關停後恢復服務，但因為TikTok關停引發
的全球網民入駐中國社交平台小紅書的熱潮並沒有結束。有不少剛剛加入
小紅書的外國網友明確表示，雖然TikTok 「回來了」 ，但自己還是會繼續留
在小紅書， 「和中國新朋友在一起」 。除了繼續了解中國民眾日常生活，中
國網民製作展示的各類傳統文化，例如少數民族文化、非遺文化等，都令遠
道而來的外國網民新奇不已。在小紅書，每一秒就有1個人搜索 「非遺」 ，
每一分鐘就有3篇非遺相關內容產生。善用短視頻的用戶為非遺傳承帶來了
全新的傳播形式，傳統非遺文化以小紅書為窗口，再度揚帆出海。

在小紅書上，名為 「荷里寒」 的漢服模特發布了
一組妝造精緻的展示中國朝代裝束的視頻，配上中英
文字幕，引來中外網友圍觀。 「太美了，絕對太美
了，你們的文化令人驚嘆，傳統服飾也很棒！」 「如
果我來中國，我很想穿成那樣並拍照，我覺得真是太
美了！」 外國網友除了評論點讚，更晒出自己身着漢
服拍攝的藝術照，尋找小紅書上的 「同袍」 （漢服愛
好者的自稱）。

「我對中國民族文化的誤解消除了」
網友 「搖鈴啊搖鈴兒」 發布的中國少

數民族服飾的視頻，也收穫了不少外國網
友的讚嘆。來自納米比亞的網友評論表示
「優雅，中國文化真的讓我驚嘆！」 來自
巴西的網友評論： 「如此美麗悠久的文化
應該受到尊重和欣賞。」 有部分外國網民
表示，自己曾經對中國的民族文化並不了
解，甚至有一些誤解，中國網友則在評論
區當起解說，詳細介紹中國的民族概況和
民族政策。

網友 「林又遲」 發布了一條包含花絲
鑲嵌、螺鈿、蔚縣剪紙、青花瓷等11種中
國非遺技藝的集合視頻。作為一名集中展
現國風美學、傳統文化的視頻博主，她表
示： 「多幸運有傳統文化來裝點我的春夏
秋冬，從選題、策劃、拍攝、後期、剪
輯，在這一個個過程中我反覆確信，非遺
的魅力已融入我的生活，而這五千年的文
明擲地有聲，我們永遠可以相信中式審
美，讓世界看見中國文化之美。」

優質內容湧現 厚積薄發
在小紅書，每一秒就有1個人搜索 「非遺」 ，每一

分鐘就有3篇非遺相關內容產生。數據顯示，在小紅
書，2024年有超過50萬網友發布了與非遺相關的內
容，非遺與手工、時尚、戶外旅遊等內容領域融合緊
密，活字印刷、大漆、剪紙、皮影等傳統手藝結合新
中式穿搭等潮流轉化為年輕人喜愛的生活趨勢。
TikTok 「難民」 轉戰小紅書沉迷中國傳統非遺文化之
迅速令人驚嘆，而這正是博主們在小紅書上過去多年
厚積薄發的體現。小紅書用戶為非遺傳承帶來了全新
的傳播形式，創作者們以特效視頻、探訪復刻、街頭
擺攤宣傳解說等多種形式展示非遺，使得非遺被更多
人、也被遠道而來的外國朋友們所看到。

「文化沒有國界，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中國民
間文藝家協會非遺傳承人產業基地副主任嚴敬
群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在全球化的浪潮之
下，世界各地的人們越來越傾向於去了解
和接受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傳統，這
不僅豐富了小紅書上的文化多樣性，也
激發了更多國際用戶對中國非遺的興趣
和好奇心，從而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
傳承。

責任編輯：王夕子 美術編輯：賴國良

外交部：繼續勸和促談 推動緬北和平進程



A20 要聞 2025年1月21日 星期二

全球大咖入駐中國社媒
內地網友在線追星

大量外國網友
湧入小紅書平台，
當中也包括許多

「大咖」 級別的人物。幾天裏，
不少NBA大牌球星們陸續在小紅
書 「開張營業」 ，用親民的姿態
融入中國社交平台，引發內地網
友開啟 「在線追星模式」 。連
NBA的30支球隊也紛紛入駐小
紅書，發布球隊和球員的內容，
在視頻中分享當家球員們的精彩
瞬間，還展示了球隊的訓練、幕
後花絮等，讓球迷們可以更全面
地了解他們喜愛的球隊。

醫學領域的 「大咖用戶」 則
包括在哈佛醫學院工作的急診科
醫生Jeremy Faust，他一邊當
醫生，一邊搞樂隊、合唱團。

Jeremy更新頻率很高。他除了
發小紅書，還使用中國另一款社
交工具─微博。

在小紅書自稱 「煉金術師」
的Orion Farr，其實是在麻省理
工學院從事凝態物理學研究的科
學家，他專門拍攝了自己的實驗
室和小紅書網友分享，並表示自
己很想去參觀清華和北京。

來自英國劍橋大學的天體
物理學家Richard，專業研究黑
洞、引力和引力波。入駐小紅
書後，他被中國網友問起是否
看 過 科 幻 作 品 《 三 體 》 。
Richard表示： 「這其實是我最
喜歡的書！劉慈欣是一位偉大
的說書人，我也讀過他的一些
短篇小說。」

曾經，保溫壺
裏泡枸杞是中國人
的養生標配。近

日，中國社交平台迎來大批美國
網民。在聽說他們 「看病貴」
後，中國網友便開始為他們的健
康操上了心。除了勸導外國網友
為了身體健康一定要喝熱水之
外，甚至還祭出不少如 「枸杞
水」 、 「鹽蒸橙子」 等食療偏

方，教外國人養生。
於是， 「聽勸」 的外國網

友，也逐漸感受了 「喝熱水」 的
魅力。美國網民Matcha Me就
在小紅書發布筆記，向中國網友
交 「養生作業」 ： 「中國朋友
們，因為你們，今天早上我喝了
加了枸杞的溫水！」 熱心的中國
網友在評論建議：再加點菊花，
單喝枸杞水容易上火。

曾幾何時，中國人出國旅遊
為了喝到一口熱水，甚至會自帶
摺疊熱水壺，這引發以喝冷水為
習慣的外國人的不理解。如今，
在小紅書平台上，外國人關於
「中國人為什麼喜歡喝熱水」 的
這個問題，終於得到了中國網友
的詳細解答：喝熱水不僅衞生，
還有助於養生。

從一杯溫熱的開水開始，外
國朋友們第一次聽說、了解並親
身體會了 「中式養生法」 的魅
力。而這只是小紅書促成的這場
中外民眾深入交流的一個縮影。
文化的交融，往往就源自這些日
常生活中的細微之處，中外之間
的情誼，也如同熱水一般，漸漸
升溫，愈發濃厚。

從養生喝熱水開始的文化交融

▲外國網友按照
中國網友建議為
女兒製作 「鹽
蒸橙子」 。

記者
手記

▲內地博主展示非遺 「打鐵花」 。

▲有外國網友在小
紅書分享自己穿着
漢服的藝術照。

▶博主 「搖鈴啊搖
鈴兒」 發布民族服
飾視頻有數萬點
讚。

▼中國畫題
材的視頻也
受到外國網
民喜愛。

中國促成緬甸政府與果敢同盟軍停火止戰

眾星
雲集

TikTok復活
TikTok難民不捨小紅書

▲小紅書博
主拍攝關於
中國少數民
族地區的視
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