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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們看到他們，，我熱淚盈眶我熱淚盈眶」」
「「中國排面中國排面」」亮相莫斯亮相莫斯科科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海江 連線莫斯科報

道）當地時間9日，在俄

羅斯莫斯科紅場，中國人

民解放軍儀仗司禮大隊高

擎五星紅旗，以整齊劃一

的步伐、鏗鏘有力的軍

歌，在紀念蘇聯偉大衛國

戰爭勝利80周年閱兵活

動中亮相。這場跨越國界

的軍事盛典，不僅成為中

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的生動註腳，更讓數

百萬海外遊子在異國他

鄉感受到「中國排面」

背後的精神力量與文化自

信。

習近平晤塞爾維亞總統：保持戰略定力 共護國際正義

「當儀仗隊踏過紅場石磚的那一刻，我熱淚
盈眶，這不僅是視覺的震撼，更是精神

的共鳴。」俄羅斯華僑華人聯合總會秘書長、俄
羅斯中國國際學校校長吳昊博士激動地說，「回
憶起去年8月『斯帕斯鐘樓』國際軍樂節期間，
解放軍軍樂團在莫斯科街頭奏響《鋼鐵洪流進行
曲》的盛況，那時我珍藏的軍號紀念品，如今成
為書房裏最珍貴的收藏。」

汗水鑄就鋼鐵意志 自信彰顯國力底氣
吳昊向俄羅斯友人分享閱兵視頻時，對方驚嘆
「這簡直是行走的雕塑」。吳昊驕傲地說，「他
們的步伐是無數次正步訓練磨破鞋底鑄就的，挺
拔的身姿是強盛國力賦予的底氣。」
更令人動容的是音樂共鳴，當中國儀仗隊英
姿颯爽走過紅場，俄羅斯華僑華人青年聯合會
副會長吳鵬感慨，「兩種文明的旋律在紅場交
織，讓『大道不孤，天下一家』的情懷湧上心
頭。」
中俄軍人在步伐節奏中的默契更顯智慧，中國
儀仗隊116步/分鐘與俄軍120步/分鐘的差異，在
行進中達成完美協調。在吳鵬看來，「這恰似中

俄『結伴不結盟』的外交哲學，用行動詮釋了
『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東方智慧。」當中俄
兩國軍歌先後在紅場奏響，不同文明的尚武精神
在和平年代達成奇妙共鳴。

「用腳步丈量友誼 用軍歌傳遞和平」
「中國軍人會功夫嗎？」當吳昊向俄羅斯友人

展示閱兵視頻時，一位友人突然發問。這個略帶
幽默的疑問，卻讓吳昊陷入沉思，「或許在外國
人眼中，中國儀仗隊已超越了軍事方陣的範疇，
成為中華文明『剛柔並濟』特質的象徵。」他解
釋道，儀仗隊成員的「獨特氣質」源於「千錘百
煉的紀律性」與「兼容並蓄的文化自信」，這種
精神內核與中華武術「內外兼修」的理念一脈相
承。
事實上，這種文化認同早已超越儀式本身。

去年軍樂節期間，莫斯科市民自發組成「追星
團」圍觀中國軍人訓練，甚至有俄羅斯學生用
中文書寫「我愛中國」的橫幅。而此次閱兵
後，社交媒體上「中國儀仗隊」話題成為熱
點，俄羅斯網友評論，「他們用腳步丈量友
誼，用軍歌傳遞和平。」

中國人民大學國

際關係學院俄羅斯

東歐中亞研究所副所長劉旭向香港文

匯報表示，習近平主席訪俄期間中俄

達成的一系列共識和成果顯示，中俄

戰略互信得到進一步確認，訪問釋放

出兩國將共同捍衛二戰勝利成果、反

對單邊霸權、攜手推動國際關係民主

化和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極化等多重信

號。

中俄元首共同簽署的《聯合聲明》

中提出，「中俄關係具有獨特戰略價

值和強大內生動力，不針對第三方，

也不受制於第三方。」

劉旭指出，此前中俄間的聯合聲明

強調雙方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

三方。但這次聯合聲明中新增了「也

不受制於第三方」來特別強調中俄關

係不受第三方影響。

這位專家認為，新增的「也不受制

於第三方」具有現實意義。當前一些

媒體和別有用心的勢力頻繁炒作美俄

在逐漸走近，聲稱這會對中俄關係、

中美關係產生影響，甚至提出所謂

「反向尼克松」戰略，意圖復興尼克

松式的三角模式但反向操作，試圖拉

攏俄羅斯站在美國一邊，共同針對中

國。而中俄這份聯合聲明中的有關內

容恰恰是對此論調的有力反駁，強調

中俄關係不會受到外界影響。「無論

兩個國家各自與誰發展關係，都不會

對中俄關係的本質產生影響。」

同聲反對濫施關稅
中俄在聯合聲明中明確提出，雙方

堅決反對濫施關稅和濫用出口管制等

嚴重破壞國際經貿秩序、對全球產業

鏈供應鏈產生惡劣負面影響的非法單

邊霸凌措施和單邊保護主義措施。劉

旭指出，這是中俄針對特朗普政府悍

然發動關稅戰發出的共同聲音，表明

了兩國的堅決態度。

劉旭建議，當前中俄可借助經貿合作

與戰略互信，進一步推動雙邊關係發

展，以鞏固兩國互為信賴的鄰邦關係。

劉旭指出，中俄加強務實合作，於

中國而言，可以保障能源安全，提升

經濟安全水平，在美國肆意揮舞「關

稅大棒」、中國在與西方緊密關聯的

產業鏈中所佔份額有流失風險的背景

下，有助於中國在國際市場保持穩定

份額。對中俄雙方來說，能深化經濟

合作，促進兩國間地方層面特別是東

北邊境地區的交流。從世界層面來

看，中俄合作有利於維護世界經濟秩

序、推動世界經濟發展，確保世界能

源市場穩定。

這位專家形容，中俄是相互信賴的

鄰居、協調配合的隊友、互利共贏的

夥伴。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葛沖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俄兩國教育
合作迎來新的機遇。當地時間5月8日，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莫斯
科舉行正式會談，共同簽署並發表的聯
合聲明提到，雙方商定加強教育合作。
俄羅斯國家研究型高等經濟大學（簡
稱「高等經濟大學」）校長尼基塔．

阿尼西莫夫近日在接受記者專
訪時即表示，俄中兩國都致力
於發展國際人文合作與對話。
俄中高校在創新學科發展、開
放辦學合作等理念上高度契
合，未來在擴大師生交流互

訪、共同開展大型聯合研究項目、建設聯合科學
實驗室、制定和實施聯合學位項目等領域擁有廣
泛潛力。
8日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提到，進一步擴大「兩
國高校間合作」，「加強在金磚國家、上海合作
組織等多邊平台框架內有關合作，擴大互派留學
生規模，推進在俄中文教學和在華俄文教學。繼
續支持兩國一流高校制定實施聯合教學計劃和科
研攻關」。

俄高等經濟大學校長：續加強對話合作
作為一所新型綜合型大學，俄羅斯高等經濟大

學以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計算機科學與信

息技術等學科見長，多個學科專業在俄羅斯排名
第一，在全球高教機構中亦名列前茅。同時，該
校在金磚國家研究方面處於領先地位，俄羅斯金
磚國家專家委員會就設在該校，為政府提供專家
分析和政策建議，以加強金磚國家對話機制。去
年該校還倡議成立了金磚國家法學院聯盟。
阿尼西莫夫說，高等經濟大學每年還會舉辦

「國際學術合作」聯合研究項目競賽，旨在支持
國際研究人員與該校研究人員開展科研合作。在
去年8個獲獎項目中，有3個是與中國科研團隊
合作的項目。今年該校收到了30份申請，其中近
一半是與中國同行合作的項目。同時，該校目前
有近1,300名學生學習中文，開設的多門課程涵

蓋對中國研究的多個領域，並與40多家中國教育
和科研機構保持合作關係。
他告訴記者，在一個多月前，他率團訪問了北
京多所高校和科研機構，並且「卓有成效」。
「我們與中國合作夥伴的會談內容豐富多樣：探
討了擴大師生交流、組織本科生和研究生跨國實
習、申請資助、雙學位項目、聯合培養專家型人
才，以及其他形式的合作機會。我們都贊同在人
工智能、物理學、俄中研究、數字人文、工程科
學和數學等領域深化交流合作。」他說。
據他介紹，此行中，高等經濟大學與北京大學
和北京師範大學簽署了合作協議，與清華大學、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等探討了進一步深化合作
等議題。「我們決心繼續加強對話合
作，這將拓展我們與中國頂尖高校學術
機構合作的新空間。」

中俄教育合作迎新機遇 擴大互派留學生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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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解讀

◀ 俄羅斯華僑華人青年聯
合會副會長吳鵬收看俄羅
斯閱兵直播。 受訪者供圖

▲當地時間5月9日，在俄
羅斯首都莫斯科，中國人
民解放軍三軍儀仗隊方隊
參加紀念蘇聯偉大衛國戰
爭勝利80周年閱兵式。

路透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
5月9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出
席紀念蘇聯偉大衛國戰爭勝利80周年慶典
期間會見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

願同塞方加大相互支持 加強貿易合作
習近平指出，去年5月我對塞爾維亞成

功進行國事訪問。一年來，新時代中塞
命運共同體建設開局良好，成果有目共
睹。面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多重

風險挑戰疊加，中塞兩國要保持戰略定
力，聚精會神辦好自己的事，傳承發揚
鐵桿友誼，深化拓展互利合作，高質量
推進中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中方願同塞
方加深戰略溝通，加大相互支持，加強
貿易、投資合作，繼續支持有關項目建
設和運營，充分發揮示範效應，取得更
多互利共贏成果。
習近平強調，80年前，中國人民和塞爾

維亞人民在反法西斯戰爭中分別為亞洲和

歐洲戰場勝利作出重要貢獻。中方願同包
括塞爾維亞在內的世界各國一道，團結合
作應對挑戰，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和國際公
平正義，維護經濟全球化成果，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國是塞爾維亞最為寶貴的朋友」
武契奇表示，中國是塞爾維亞最為寶貴

的朋友，一直為塞提供無私支持幫助，助
力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塞方堅定不移

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始終認為台灣是中國
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塞方願與中國擴
大經貿往來，歡迎更多中國企業赴塞投資
興業，將提供良好營商環境。希望中方積
極參與2027年貝爾格萊德專業類世博會。
塞方讚賞中方堅定支持多邊主義，中方的
理念和行動增強了國際社會維護共同利益
的勇氣和信心，塞方願與中方團結應對單
邊主義、保護主義帶來的挑戰。
蔡奇、王毅等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