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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主席告别演讲 

Everyone should do something for UNESCO 

 

（致敬 70 周年，致敬先辈） 

 

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 

今年是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教科文组织成立 70 周

年。70 年前，那些为了世界和平事业而献出青春和生命的反

法西斯英雄们，唤起了人类和平与发展的良知；也是 70 年

前，那些在二战胜利后开创性地期望“通过人之思想维护世

界和平”的有识之士们，创建了教科文组织并成为本组织的

奠基人（founding fathers）。 

回首过去 70 年，作为联合国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教

科文组织通过科学教育普及、文化遗产保护、推动文明间对

话与文化多样性建设、推广和平文化等多方面工作，在维护

和促进世界和平、全球发展与人类精神进步方面，发挥了无

可替代的特殊重要作用。在此，请允许我借今天这个神圣而

隆重的场合，向教科文组织中一代又一代为此做出突出贡献

的人们，表达我最深和最真诚的敬仰和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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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届大会决议的落实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通过每一个

人的努力、牺牲和风险实现的。） 

女士们，先生们，同事们， 

两年前的此时此刻，我在诸位的掌声和祝贺声中就任教

科文组织大会主席，并作出庄严承诺，要和大家一起，在这

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组织中进一步履行新的历史责任。这一幕

至今仍记忆犹新。 

两年前，我们的组织业已取得辉煌的成就。但也必须承

认，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在我上任大会主席一职时，我们的

组织也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和危机，改革迫在眉睫。没有改革，

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将无法得到落实。为此，我们需要寻找

新的思想理念来引领改革，需要确定新的机制方法来保障改

革，需要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切实的行动来实现改革。 

至今我仍然记得，在我上任的第一天，时任 GBS 的秘书

长带着我，几乎走访了秘书处的每间办公室。我看到工作人

员们饱含激情，忘我地工作着，脸上挂着真诚的笑容，我为

他们所感动。 

两年履职期间，我走访了教科文驻中国、柬埔寨、古巴、

伊朗、泰国和突尼斯等办事处，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约旦见

到了伊拉克办事处同事们。受地区冲突影响，他们冒着炮火

和生命危险撤离伊拉克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我从他们的脸

上看到的是执着，希望，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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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赏执行局的智慧。在重组本组织计划项目优先次

序，推动秘书处改革，确保大会决议的落实方面，执行局发

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赞赏会员国的慷慨。因为你们，本组织预算外财源才

得以不断地增长。“众人拾柴火焰高”。如今，我高兴地看到

37 届大会上的决议均已基本落实，这是对秘书处、执行局和

会员国之间求同存异，团结一心、成功应对内部和外部挑战

的最好肯定。 

 

（阐述履职理念，定位教科文组织为打造命运共同体的作

用、职能和路径） 

女士们，先生们， 

2015 年注定是一个将被历史铭记的年份。在不久前的纪

念联合国成立７０周年系列峰会上，与会各国代表共同讨论

了当前国际形势的总体特征以及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并制

定了包括《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内的一系列愿景规划。

大家普遍意识到，当前，人类正处在百年未有的深刻巨变之

中，处在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为了我们子孙的未来，我们

必须立刻行动起来。 

这让我回想起本世纪伊始，人们带着美好憧憬，相聚于

南太平洋的汤加，在这个最接近国际变更线的岛国上，迎接

千禧年的第一缕阳光，分享着这一幸福美好的时刻。同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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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47 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领导人会聚在联合国

总部，重申共同遵守《联合国宪章》，并通过制定千年发展

目标对创建一个更加和平、繁荣和公正世界作出郑重承诺。 

15 年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当人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既有

各项事业不断取得进步的喜悦，也深刻感受到未来还充满着

各种各样的危机、挑战和不确定性。极端贫困、性别不公、

教育匮乏、青年失业、恐怖主义、教派冲突、地区动荡、气

候变化、环境破坏，肆虐的传染性疾病及各种人道主义灾难

等多重挑战，正日益威胁着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以及各国的稳

定与发展的前景。 

从“9·11”恐怖袭击到“伊斯兰国”崛起，从华尔街

金融危机到目前各国普遍面临的发展困境，从“阿拉伯之春”

后西亚北非各国政治的普遍动荡到当前令人心痛的大规模

叙利亚难民，人类社会就像坐上了一辆过山车，在剧烈震荡

中艰难前行。 

综上所述，当前的世界可能正处在一个较长的变化与重

组时期，难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动荡与失序，甚至将付出一

些沉重的代价。人类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提出新的思想理念

与制度创新，而这正是本届大会上需要各位集思广益的命

题。 

 

女士们，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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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和全球性挑战的快速增多，教

科文组织应该像 70 年前创立之初时选择捍卫世界和平为己

任那样，敢于再次做出选择，敢于重申我们的选择，要让人

民了解到，这将是一个决定未来人类前途命运的选择！我们

也有理由相信，我们会站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使 21 世纪

比以往更加和谐美好。 

为此，我想提出五点建议： 

首先，要高度珍爱世界和平，始终将捍卫《联合国宪章》

所体现的制度框架和价值理念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 

二战后确立的以《联合国宪章》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来之

不易，并在过去 70 年中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

作用。虽然历经 70 载，但《联合国宪章》所提倡的价值理

念和行为规范依然有效，《联合国宪章》依然是当今和未来

世界和平的最重要基石。 

日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关于二战屠犹历史的表态，得到

了在场各国的尊重，也让我钦敬有加。她说，“我们坚持就

大屠杀担责，这桩反人类罪行是德国固有的历史责任，我们

没有任何理由，以任何方式改变历史观。” 

我赞赏德国总理勇于正视历史、敢于承担责任的气魄，

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放下包袱，告别昨天的伤痛与仇

恨，以开放包容之心去拥抱和平。 

第二，要加大工作力度，推动世界各国人民形成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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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理念。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

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

相互影响的程度空前加深，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积极倡导和推动各国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是符合

世界潮流和时代规律的必然要求，是各国在新时期进一步加

强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重要思想基础，也同教科文组织“通

过人之思想维护世界和平”的一贯宗旨一脉相承，更是未来

教科文组织无可推卸的重要历史使命。 

作为联合国的思想库，教科文组织必须有所行动。要通

过未来教科文组织的各项行动，进一步提升各国及其民众的

无论大小贫富一视同仁的“平等意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互助意识”，既重视自身安全发展又兼顾他人利益的“共

赢意识”，以及既有所获取更尽力付出的“责任意识”。 

第三，要推动不同宗教与文明之间消除误解，开展更多

对话，探寻 21 世纪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处之道。 

全世界各个宗教、各个文明拥有人类最基本的共同价值

追求，而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只有全天下之

人相互尊重，只有国与国之间平等相待，家与国才能稳定、

和睦。佛教提倡“众生平等”；《圣经》说，“凡事谦虚、温

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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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记载了穆罕穆德的圣训，“只有互亲互爱，方可谈及信

仰”。  

2014 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本组织时强调，“文明

是多彩的，人类文明因多样才有交流互鉴的价值。文明是平

等的，人类文明因平等才有交流互鉴的前提。文明是包容的，

人类文明因包容才有交流互鉴的动力。” 

今年 4 月，我和总干事、执行局主席应邀访问了梵蒂冈，

教皇方济各针对当前宗教对立，倡导不同宗教之间开展对

话；我所到访的国家包括欧洲、阿拉伯地区、亚洲和拉美等

国家也都表达了同样的和平愿望。 

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曾在他的《中西文明比较》一文中

指出：历史反复地证明，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乃是人类整

体文明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美国著名学者、“普利策奖”

获得者威尔·杜兰特及其夫人阿里尔·杜兰特在其代表作《历

史的教训》也讲到：“文明是人类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

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 

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

存、交流互鉴、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

民友谊的桥梁、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

动力。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为人们

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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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紧扣“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的目标，通过

更大范围的普及教育，为彻底消除极端贫困、发展严重失衡

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全球挑战而努力。 

1999 年我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时曾主持过南非总统曼

德拉先生的一场演讲，当时曼德拉先生曾讲到：“如果数以

百万计的人民像现在一样，处于无家可归、饥饿和文盲的状

态，自由将是非常脆弱的，我们的文明将成为一句空话。”

他寓意深刻、振聋发聩的演讲，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饥饿、贫困、无知、不平等、不公正是恐惧的根源，是

各类极端主义得以滋生蔓延的土壤。我们必须努力铲除这样

的土壤。 

为此，我们要继续为践行“教育第一”、促进教育公平

而奋斗，切实帮助人们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要进一步加大对

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帮助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大力发

展教育、科学与文化事业，尤其是维护妇女、儿童和其他弱

势群体的受教育权，帮助各国青年群体获得必要的工作技能

及工作机会，通过公平发展、开放发展、全面发展、创新发

展，为 21 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 

第五，要通过机制创新提高运作效率，团结一切可以团

结的力量，提升本组织在文明交流领域的专业水平，不断拓

展本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 

本组织 70 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教育、科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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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文明之间彼此交流的重要途径和桥梁，没有思想隔阂

和机制阻碍的互联互通更为持久和稳定。今后，本组织要继

续更好地充当各国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多边交流和沟通

的平台，竭诚为各成员的利益服务，并通过合作机制创新进

一步拓展合作空间，释放合作潜力，提高运行效率，放大合

作成果。 

同时，本组织更应该成为全世界最杰出的思想家、科学

家、教育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共同精神家园，凝聚起强大

的人才力量，借鉴更多智慧和真知灼见，不断提高文明交流

的专业水平，推动文明交流事业深入发展，并进一步加大同

联合国系统的其他部门、各国政府以及各类非政府组织与私

营机构的沟通合作，集中力量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 

每个人都应该为教科文组织而努力（Everyone should 

do something for UENSCO）。每个人的努力都将被教科文组

织永远铭记。每个人也都因为对教科文组织所做的努力而自

豪。 

 

最后，请允许我用这样的祈愿来结束我的发言。如果说

联合国总部有“更强大的联合国，更美好的世界”（A Stronger 

UN, A Better World）的口号，那么我们教科文组织也应该

有类似的豪情。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建设“更强大的教科文，

更美好的世界”而共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