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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報道，應

俄羅斯總統

普京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5月7日至

10日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在

莫斯科舉行的紀念蘇聯偉大衛國戰爭

勝利80周年慶典。對於習近平主席的

到訪，俄羅斯主流媒體及外媒予以廣

泛關注，普遍認為習近平主席此訪意

義重大，彰顯兩國高度互信與相互支

持，將推動俄中關係向更高水平發

展，為推動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的方向發展作出新貢獻。

俄羅斯塔斯社7日引述俄羅斯聯邦委員
會（議會上院）主席瓦蓮京娜．馬特

維延科說，習近平主席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
問並出席紀念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80周
年慶典，「具有崇高的歷史意義。」

兩國堪稱大國關係「真正典範」
馬特維延科說，有些國家正試圖歪曲粉碎
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歷史記憶，俄中明
確共同抵制這一企圖，將在為後代留存歷史
真相方面發揮決定性作用。
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6日對俄新社、
塔斯社等俄主流媒體說，俄中關係正處於歷
史最好水平，雙方均認為兩國關係堪稱大國
關係的「真正典範」。他表示，習近平主席
此訪意義重大，將推動「完全彼此信任、平
等互利、不針對任何第三方」的俄中關係繼
續向前發展。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引述俄羅斯科學院中國
與現代亞洲研究所所長巴巴耶夫認為，中方
此訪正值世界政治的「重要時刻」。
「舊的世界秩序已經成為過去，未來將建立
一個基於認真履行聯合國原則且相互尊重各國
國家利益的新秩序。」巴巴耶夫說，也正是在
當下，俄中兩國需要展開更多討論和協調。
巴巴耶夫進一步指出，近年來，俄中兩國
各領域合作順利發展，貿易額持續增長，同
時在國際舞台上協同合作。未來，兩國應在
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多邊平台上，
「與志同道合的夥伴一道，共同承擔起對整
個歐亞大陸乃至對全人類命運的責任。」

兩國「戰略溝通」深化政治互信
漢學家尼古拉．馬爾琴科在俄羅斯《喀山
晚報》撰文稱，俄中兩國經貿互補性強，從
世界舞台到文化、商業、教育等多領域，雙
方合作不斷深化。馬爾琴科在文章中指出，
俄中建交數十年來，世界風雲變幻，但兩國
對於共同擘畫未來的願景，始終未曾改變，
「俄中友誼天長地久。」
西班牙埃菲社指出，習近平主席此訪期
間，中俄兩國將就雙邊關係發展以及一系列
國際和地區重大問題進行「戰略溝通」，有
望進一步深化中俄政治互信，促進各領域務
實合作，給兩國人民帶來更多福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平7日在《俄羅斯報》發表題
為《以史為鑒 共創未來》的署名文章。俄羅斯各界人士表示，習近平主席在
署名文章中深情回顧中俄兩國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並肩奮戰、贏得偉大
勝利的歷史，強調要堅持正確二戰史觀、堅決維護戰後國際秩序、堅定捍衛國
際公平正義，為新形勢下深化兩國戰略協作、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提供清晰指
引。俄方願同中方一道，堅定做歷史記憶的守護者、發展振興的同行者、國際
公平正義的捍衛者，以兩國戰略協作的確定性和堅韌性共同推動世界多極化進
程，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俄中關係發展不受外界干擾
俄羅斯科學院中國與現代亞洲研究所領銜研究員特列什．馬馬哈托夫注意
到，習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提及，10年前的這個時候，他赴俄羅斯出席衛國
戰爭勝利70周年慶典。馬馬哈托夫說，時隔10年，習近平主席再次出席紀念
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慶典，「彰顯俄中關係持續高水平發展以及兩個友好鄰
國相互支持的堅定意願」。他相信，俄中關係一定能夠排除外部干擾，雙方在
經貿往來、技術交流等方面合作前景也會愈加廣闊。
俄羅斯科學院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所長亞歷山大．洛馬諾夫對兩國
關係「不針對第三方，也不受制於任何第三方」深表認同。洛馬諾夫說，俄中
關係發展不受外界干擾。俄中倡導構建平等、有序的多極化世界秩序，這有助
於保護各國利益，代表全球治理的正確方向。他期待習近平主席此次俄羅斯之
行推動兩國合作進一步深化，相信雙方達成的重要共識將促進雙邊關係更加成
熟穩定。

習主席三大倡議為共同發展提供指引
俄羅斯智庫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項目主任季莫費．博爾達切夫充分認同
習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對「堅定捍衛國際公平正義」的論述，高度讚譽中
國在其中發揮的重要作用。他說，習近平主席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
倡議、全球文明倡議，得到包括俄羅斯在內的世界多國積極響應，這些倡議
對於建立更加公正的國際秩序具有重要價值。
俄羅斯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學者瑪麗亞．謝梅紐克說，習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

中提到「以中俄戰略協作的確定性和堅韌性共同推動世界多極化進程，共同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她認為俄中戰略協作對推動構建更加公正的全球治理體
系具有穩定器作用。「我們目睹世界不斷發生新的衝突，霸權主義、殖民主義、
分裂主義勢力抬頭，對世界和平穩定構成重大威脅。」謝梅紐克說，習近平主席
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出三大全球倡議，主張尊重不同文明的獨特性，兼
顧彼此利益，為各國和平共處、共同發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食味中華——中華
古代飲食文化展」正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博物館上演，
通過145件（套）珍貴文物向俄羅斯觀眾展現中國古人
充滿煙火氣息的日常生活。

145件文物「飄香」莫斯科
此展是2024年11月「俄宴風華——克里姆林宮博物

館藏飲食文物精品展」在北京展出之後，中國國家博物
館為俄羅斯民眾奉上的一份「文化大餐」，145 件
（套）珍貴文物包括金銀器、玉石器、瓷器、青銅器、
絲織品、書畫等多個品類，涵蓋食材、器具、技藝、審
美、禮儀等多個維度。最新數據顯示，已有超過15,000
人次觀眾參觀了本次展覽。許多觀展的遊客表示，「被
中國美食誘惑了」「看到了中國人飲食的起源，更想來
中國吃一餐了」。

芭蕾舞劇《睡美人》回禮北京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民眾共享「文化精

華」，是中俄人文交流的生動寫照。近年來，中俄在文
化、旅遊、教育、體育等各領域交往不斷增加，已成為
深化兩國關係、推動文明互鑒、促進民心相通的重要紐
帶。
當地時間4月25日至5月1日，中國深圳歌劇舞劇院
演出的原創舞劇作品《詠春》，分別在俄羅斯莫斯科大
劇院和聖彼得堡馬林斯基劇院各演出3場。台上，中國
舞者行雲流水的身姿盡顯詠春拳之美；台下，俄羅斯觀

眾的掌聲與歡呼聲經久不息。全俄藝術體操聯合會前主
席伊琳娜．維納在觀演後感嘆：「能通過演出與中國文
化交流互鑒，我感到無比幸福。」
俄羅斯同樣向中國「報以瓊瑤」。莫斯科大劇院芭蕾
舞團2025年中國巡演，7日晚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拉開大
幕。 此次巡演，舞團攜10位首席演員在北京、深圳帶
來4場芭蕾薈萃演出及3場芭蕾舞劇《睡美人》，後者
更被譽為「古典芭蕾百科全書」。
正如中俄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俄方主席鮑里斯．

季托夫所言，文化年強調不同文化傳統之間對話和理解
的重要性，有助於增進兩國人民相互認知、相互尊重，
為兩國世代友好注入新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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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紀念蘇聯偉大衛
國戰爭勝利 80 周年慶

典來臨之際，整個莫斯科都沉浸在
莊嚴而熱烈的氛圍中。 書寫着俄
語「勝利」字樣的紅色道旗，布滿
主要街道兩旁，如火焰般在風中翻
捲。體育場外的立柱、大橋兩側的
護欄、大學門口的廣場……這座城
市的多個醒目位置高懸着慶祝活動
的巨幅海報，「1945-2025」字樣
在陽光中閃爍。

莫斯科的公共交通也化身流動的
歷史長廊。部分地鐵列車、巴士被
塗裝成橙紅色，車身上噴塗着勝利
日標識，許多車站張貼着二戰時期
的黑白老照片，照片裏戰士們的鋼
盔與勳章尤為醒目。

莫斯科紅場上更是人流如織，空
氣中彌漫着康乃馨與松柏的氣息。

在無名烈士墓前，牽着子女的父
母、帶着學生的老師、顫顫巍巍的
老人，手持鮮花排起長隊。民眾對
那些為國捐軀烈士的景仰和懷念沒
有因時間的流逝而消退。

瑪利亞第一次帶着兒子來到紅
場。她與9歲的兒子各自手捧一束
紅色的康乃馨，在克里姆林宮的紅
牆前合影留念。

「這是關於勝利的一天，也是關
於歷史的一天。」瑪利亞告訴記
者，她「希望帶着孩子一起看看無
名烈士墓前的長明火」。

在長明火光的映照下，墓前的碑文
震撼人心——「你的名字無人知曉，
你的功勳永世長存。」持槍的哨兵，
莊重站立在墓的兩側，晝夜為烈士守
靈。莊嚴的哨兵換崗儀式，已成為紅
場一大景觀。 ●中新社

「聽說，杜鵑花在中國被視為繁榮與幸福的
象徵。」立夏前後的野生興安杜鵑花次第開
放，17歲的俄羅斯姑娘尤利婭時隔一年又回到
她在中國的家——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額爾
古納市。這次，中國朋友崔鈺坤帶她在大興安
嶺腹地賞了興安杜鵑。
呼倫貝爾地處內蒙古自治區東北部，與俄羅
斯和蒙古國毗鄰，是中國僅有的一座中俄蒙三
國交界城市，邊境線長達1,733.32公里，擁有
滿洲里、黑山頭等8個國家級口岸。

「我喜歡中國家庭中國朋友」
近日，來自俄羅斯的研學團近90人陸續抵達
呼倫貝爾，開啟跨境研學之旅。這是今年以來
第六批俄羅斯青少年打卡內蒙古。
17歲的俄羅斯姑娘尤利婭和崔鈺坤相識於
2024年春天的「我在中國有個家」中俄主題研
學活動。當時，51名俄羅斯青少年在額爾古納
有了「家」。他們與中國家庭形成結對關係，
隨時可以「回家看看」。「我喜歡中國，喜歡
中國家庭，喜歡中國朋友。」尤利婭告訴記
者，確定今年要來呼倫貝爾後，她與崔鈺坤敲
定了自己饞了好久的中國菜——涮羊肉。
尤利婭說，每次來中國，她都能深深地感受
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中華傳統待
客之道。

俄青習書法感悟中華文脈
16歲的嘎麗娜首次來到內蒙古，臨摹一幅
「福」字後，就喜歡上了中國書法。
書法老師劉墨收了這個徒弟，「很少遇到外
國友人對書法一見鍾情。這麼小的年紀，寫起
字來很專注，看來是真的喜歡。」
嘎麗娜說，這趟研學之旅讓她對未來規劃有
了方向。「我想考中國的大學，學習中國文
化。」
20台佩戴紅領巾的機器人化身「舞者」，隨

着音樂翩翩起舞；人形機器人「夸父」用流利
的俄語說出「歡迎來到中國」，並主動握手、
擁抱……「這太神奇了！」參觀滿洲里人工智
能科創教育研學實踐基地後，俄羅斯少年阿爾
喬姆說。
無論是品中國菜感悟東方韵味，還是習書法

感悟中華文脈，抑或是跟隨「中國智造」開啟
科技之旅，越來越多俄羅斯青少年來到中國，
了解中華文化，結交當地朋友。
呼倫貝爾市文化旅遊廣電局數據顯示，2024
年，呼倫貝爾市累計吸引來自俄羅斯、蒙古國
等國家超萬名青少年參與跨境研學活動；截至
2025年3月底，該市已接待俄羅斯入境研學青
少年4,650人次，預計全年接待俄羅斯入境研學
人數超10,000人。 ●中新社

俄羅斯姑娘在華研學：從「作客」到「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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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場長明火光 映照歷史記憶

從展覽到演出 中俄分享「文化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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