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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挽歌，是控訴，也是未來的揭示
——從沈嘉蔚巨作《巴別塔》談到“習記”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何與懷

（接上期）新

千禧年前後那些歲

月，沈嘉蔚2002

年 舉 辦 “ 再 見 革

命”畫展前後那些歲月，歷史應該銘記。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貿易組織

（WTO）多哈會議上，一位身穿白袍的

阿拉伯官員“啪”的一聲落下手中的木

槌，跟著掌聲響起，敲錘者是世貿第四屆

部長級會議主席、卡塔爾財政經濟和貿易

大臣卡邁勒。這一刻，標誌中國正式加入

世貿。還有，就在卡邁勒木槌下落的四個

月前，時任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向全

世界宣佈2008年夏季奧運舉辦地，他打

開信封，念出：“Beijing”，會場掌聲四

起。當時整個西方，對中共相當友善；而

中國，也贏得了黃金二十年。二十年來，

中國GDP增長了八倍，成為全球第二大經

濟體，占世界經濟比重從2001年的4%增

至2020年的17，4%。按照國際政治經濟

學理論，而且世界上許多國家發展軌跡也

表明，經濟的發展會促進社會的自由和政

治的民主。西方各國政治家對中國真切地

期望著，因此大力支援中國經濟的發展。

他們希望看到一個胡耀邦總書記所說的“

不正常國家”逐步走上正常之軌。

可是，到頭來，當頭一棒！今天中國

共產黨在習近平領導下，走的完全不是西

方所預測之路；而且，今天非常強大的中

共力量已經嚴重地威脅西方國家賴以生存

的全世界現行秩序。

如果說當年毛澤東只不過希望把中國

辦成“五七大學校”，今天，習近平要致

力構建的是全世界“人類命運共同體”！

所謂“五七大學校”，出自1966年

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寫的一封信，後被

稱為“五，七指示”。按照這個被當時中

共理論家吹棒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

的新發展”的指示，全國要辦成為“毛澤

東思想的大學校”。這是毛澤東對理想國

的展望。他心目中的美好新世界，是這樣

一個社會模式：以階級鬥爭為綱，取消社

會分工，自給自足，限制甚至消滅商品生

產，不以效率為價值取向，把低水平“公

平”當成最高目標。這就是毛澤東心目中

的共產主義社會！其荒唐可笑足可以讓高

度文明的西方嗤之以鼻。

然而，半個世紀之後，今天，中共黨

魁習總不但要為中國而且要為全世界“指

明方向”。他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並作為其具體實施方案，制定了“一帶

一路”國家戰略。按照習近平的意思，中

國人要擁有“中國夢”，而中國以外的國

家，也可以而且應該一起發“中國夢”，

要按照“中國方案”，全世界跟著中國

2023年以來，澳大利亞新州華文作協成員賈虹女士

先後在美篇《歲月不老》和《集思廣憶》網刊號獲得相當

於一等獎的“星光璀璨獎”和“金鴿獎”。2022年她還

在“相約澳洲徵文比賽”獲得三等獎。難得的是，之前她

還獲得過《乾坤百家杯-全國書畫大獎賽》一等獎。作為新

州作協一大批獲得過獎項的作家之一，賈虹也許並不值得

被特別地恭維；不過，她能在網絡時代綻放出文學和書畫

藝術的點點星光，並被讀者園地牢牢地捕捉到，這足以反

映出她豐富的生活積澱和精湛的文藝修煉。在華夏文藝借

助網絡時代而復興的壯闊波瀾中，她在我們眼前浮現為一

朵可以觸摸和可以端詳的浪花。

筆者想結合賈虹獲獎作品及其所獲獎項的特點，對文

學網絡時代的“碎片”化特徵做一點聯想和發揮，借以說

明作家對網絡新時代所需做出什麼樣的思想准備。

賈虹在美篇《歲月不老》專刊號獲得“星光璀璨獎”

的作品是小說《戰友唐包子》。那是一個關於幾十年前在

內蒙建設兵團裡的知青故事。和一般知青故事不同，作者

以濃厚的筆墨勾畫出特定人物在特殊時代的特別風格。故

事裡精彩的點睛之處是圍繞通鋪宿舍裡的修爐火、點爐火

和燃爐火而引出的種種既哭笑不得而又令人難忘的生活場

面，以及在那些場面中跳躍的思想火光。以特定的生活碎

片勾起特定的思想火花，這是否是視聽信號碎片化時代中

作家可以追求的文學效應之一呢？

賈虹在美篇《集思廣憶》專刊號獲得“金鴿獎”的

作品是人物記述散文《老杜》。和“唐包子”類似，“老

杜”也是一個時代人物的聚焦，只不過“唐包子”和其戰

友即作者賈虹都是知青，而“老杜”是抗日老兵和做豆

腐的老農。圍繞老杜和作者的故事集中在老杜接送知青

的途中和他們一起做豆腐的前前後後。老杜這個形像寡言

少語，樸實純真，是風雪鄉土中可以寄托情懷之父老的化

身。

從“唐包子”到作者，再從作者到“老杜”，讀者在

這些知青故事裡不會想到“再教育”三個字，而只會讀到

稚嫩青年和淳樸老人之間摯愛的交融。這正是人性本真的

閃光，也是文學初樸的使命。筆者作為讀者之一，也體會

到了頒獎評委們對作者簡約而深刻之筆觸的青睞。摒棄所

謂傳統的宣傳理念，從人性之愛出發，刻畫和再現生活的

真實，發掘出社會中原有的理性和向往，這是澳洲華文文

學的特色之一，更是賈虹作品的突出特徵。

賈虹在“相約澳洲徵文比賽”獲得三等獎的是统稱為

《悉尼日記》的三篇散文，即《一個人的月亮》《娜娜的

意大利餃子》和《難忘的卡佈基諾》。“月亮”一文通過

鄉情和現實的勾連與對比，把故土的溫馨滲透入當今愜意

的生活；“娜娜”一文將澳洲大媽和中國移民的情感交流

表達得活靈活現；“難忘”一文則把經歷過數十年奮鬥而

得來的安寧和滿足默默地點滴入身心。這三篇散文短小精

幹，串聯起來就成為“鄉思、融入、安享”三部曲。這三

部曲是過去四十年裡所有中國大陸移民切身經歷的縮影。

在網絡時代，文學信息之龐大無與倫比，其來源的大

眾化和碎片化使得作家和讀者都應接不暇。作為讀者，若

不是文學愛好者和“文化挑食者”，便會如同洪潮裡的落

葉般隨波漂流。而文學愛好者和文化挑食者卻會以各種網

媒為載體，如飛花赴潮般，在激流的托載中奔淌，一路尋

求滋養的瓊露。賈虹的文學作品也許就是一兩滴瓊露，只

會被尋覓者在網絡文學的大潮中撈取和享用。

而對作家們來說，要為這個新時代所做准備的東西

比較多。筆者之前在《文學的對策》一文中提出過以下見

解：
“每一位有理想、有基礎和有執行能力的作家都需要

成為自己作品的自由出版者，換句話說，就是都需要有自

己的文學作品的發射平台，包括博客、臉書和推特賬號、

微信網刊、抖音和美篇專號，甚至於帶有嶄新面貌的人工

智能GPT發佈渠道。很快，作家在創作中的真實性、人性

化與個性化將和人工智能的優選格式和超典型格式展開博

弈，最終向讀者展示出真實性、人性化和個性化的獨特魅

力。文學的終極生命力正是取決於作家們在這種博弈中的

頑強勝出。

“作家應該對文學碎片化的新風氣進行系統化的矯

正，即針對讀者對當前信息模式的痴迷，創立作家和作品

系統性的主題、風格、手法、文字美感及語言特色，以不

可錯失的感觸先抓住部分適應讀者，並逐步擴大影響。這

當中，人性樸拙和真實的本真將是重點，因為其最接近讀

者的識別能力和本能追求。”

若通過以上見解來反觀賈虹的文學作品，可以說其作

品剛好體現出人性樸拙和真實的本真，也反映出文字的美

感和語言特色。這些短小作品看似也是碎片，但卻是區別

於泡沫碎片的“精致碎片”，組成了文學洪潮中飛濺的亮

麗水花。

筆者認為，以往那種由文學大師和經典名著構築的

文海“方舟”已經難以維持其獨一無二的文壇地位。通過

自媒體和各種網絡文學徵文競賽活動，無窮無盡湧現出來

的文學“精致碎片”勢必奪取讀者的大片天地。任何藐視

這種網絡時代新形勢，一味追求高大上文學平台和榮譽的

寫作者，可能會成為群雞身下的極少數立鶴。而當洪潮湧

來，除非立鶴能變為飛鶴，勾得住讀者的眼球和心靈，否

則也會被飛濺的閃亮瓊珠所淹沒。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面對文學“精致碎片”的湧潮，

作家對於名利的追求可能會遭到殘酷打擊。只有那些用

寫作來歷練生活和陶冶心靈的作者才能無償地把自己獻身

給讀者，而無欲於對名利的等待。該來的自會來，網媒和

讀者的美好反饋，必將給予那些不求回報的，不止於提煉

的，忘我的筆耕之士。用文學藝術的精致碎片來鋪墊時代

的新里程，這或將會成為當前網絡化文藝復興的潮流。

（賈虹獲獎作品《老杜》與《悉尼日記》已在《澳華

新文苑》發表。）

用文學的“精致碎片”鋪墊時代新里程
——從賈虹連獲網絡文學獎項說起 行　邁

唐包子這個外號是她在學校裡就

有的，一直沿用到兵團。因為大家覺

得這個外號非常貼切，她長得圓咕隆

冬胖乎乎的樣子，又有一張五官和藹

笑容可親的圓臉，甜甜的紅撲撲的沒

有骨感。

唐包子全名唐劍英，北京人氏。姓在外號中取了諧

音，至於包子，我想給她起這個外號的人很天才，我以為

會給別人起很貼切的外號的人都是天才。唐包子的外號真

是太貼切了。

很多人幾乎都不知道她的本名，外號比名字叫得響

亮。

唐包子是我的戰友還是炕友，戰友好理解，這個炕友

呢顧名思義那就是在一條炕上睡過而且是緊鄰，我們倆的

鋪緊挨著，我們的友誼也一直延續到今天。

對唐包子你不能只從外表去判斷，否則你要走眼。用

孟江的話來概括最恰當：急性子慢動作！她的動作慢吞吞

的，沒有任何風火輪似的跡像，做任何事情不會採用一帶

而過的方式，她的肢體語言特別到位，比如洗臉，我們用

三分鐘完成的事，她要用幾倍的時間來完成，角角落落都

要洗到。

再有就是她的語言表達，雖然慢悠悠一句一句，但絕

對一句頂一句，沒有廢話，再配合豐富的臉部表情，你不

聽完都不行。很有概括性有的還非常幽默。比如我們一起

出去釣魚，魚不上鉤，她就嘮叨著說：去姥姥家也不說一

聲，我們到了你們怎麼就走了呢？聽她

在那邊嘟囔很有意思。再加上她胖乎乎

的長相，不講究的穿戴，很容易給人造

成錯覺，以為這就是一個木納的沒有個

性的人，那你真看走眼了，你就大錯特

錯了，唐包子典型的大智若愚型。有一

句老話叫：水火不相容，唐包子卻是水

和火有機相容的綜合體，這是一個反應

迅速有頭腦有思想而且性子很急的人。

唐包子的軼事很多，給大家說一些

來聽聽我很樂意描寫她，唐包子其實是

個活寶呢。

那是個星期天。幹了一個禮拜的

活，好不容易等到星期天休息，大家都

想睡個懶覺。她卻早早起來，為什麼？

因為她要洗衣服。只要她在頭天晚上說

明天要洗衣服，我的頭就要大了。

她一早起來就去挑水，她一起來就要吵醒我，因為

我們的鋪挨著。但是這還是小菜，大動作在後面呢，當她

挑完水回來篤悠悠開始洗衣服了那才叫折磨人呢，一個大

鐵盆，（不知道為什麼當年兵團的洗衣盆都是這樣的大鐵

盆），放在炕頭的地上，裡面泡的是她的一套軍服，一套

衣服她要洗一個上午，聽著啃吃啃吃的水聲和搓衣板與衣

服發出的摩擦聲，搓衣板和鐵盆沉悶的碰撞聲音，真的要

讓人發跳。

我說，你到外間洗，她說要吵到別人，我說你吵到我

了，她說，沒辦法，誰讓咱倆挨著

呢。

我只好不理她。在這泣差泣差砰

砰砰砰的洗衣聲中，我迷糊到開飯號

響。星期天吃兩頓飯，上午九點開早

飯，她已經從七點不到折騰到九點，還在搓，我一邊起床

穿衣，一邊恨恨地說：你的衣服哪是穿破的，就是被你洗

破的。

她笑嘻嘻慢悠悠地說：我樂意。

她這一樂意，一直可以到我們吃完飯再從供銷社閑逛

回來，才見她把衣服晾外面去，那時已經是下午時分了（

敘述雖然有點誇張，但沒多少水分）。

當然，報復的機會經常是很快就來的。晚上她很早就

犯困，我呢，熄燈號不響是不睡的。看她鑽進被窩，我的

機會就來了。我就使勁拍她的枕頭，一邊不停地念叨：我

讓你睡，讓你睡……（當當）讓你睡……（當當當），這

個時候我的氣就出了，這樣惡作劇她，她沒有辦法了，慢

吞吞地就說：不睡了，我起來。

其實唐包子是一個很能為別人想的人，也是因為我倆

關係好，她嘴硬，以後她再洗衣服就乾脆跑到宿舍門外去

洗了，這倒讓我有點不好意思了，我說你洗吧，我全當聽

樣板戲敲鼓點。她說，吵到你其實也吵到別人，你說了別

人沒說，一樣的感覺呢，我還是去外面吧。

我就說：其實你的衣服洗得很乾淨了幹嗎一定要洗這

樣長久？過兩遍水不夠嗎？

沒辦法，我沒你們麻利，我就喜歡

把衣服洗到讓自己滿意為止。真是一個

不折不扣的強迫症潔癖。

內蒙古冬天的冷，有時候會到零下

幾十度的程度。不用文字形容它冷的程

度，就這麼說吧，你的手只要沾水，抓

門外的把手上，那手就粘在上面了，那

才多大的一個鐵面積啊，如果面積大一

點的話那手上的皮是要被撕下來的。就

這麼冷。

不過外面這麼冷屋裡是不冷的，

我們都有爐子，女生排一個班兩個大屋

子，裡間外間各六名成員，兩個屋子裡

都各有一個大爐子，每個炕又有一個大

炕灶可以燒熱水，那個大鐵鍋裡的水可

以滿足每個屋子裡的這些人的洗漱，（

兵團的待遇還是可以的，不但有這些裝

備還有一到供暖期滿煤場的煤隨便你燒）。

每天我們下工回來滿身都是灰土，特別是刮風的時候

出工，一回來就是洗不完的個人衛生。

每班每天都有值日生留下打理內務。挑水燒水打掃衛

生做好後勤保障。

爐子是一到每年的九月中旬下第一場雪以前就要生起

來了，否則就沒辦法過了，屋子會冷得像冰窖。

女生排在再一次重組的時候，唐包子和我分到了一

起，我們的鋪位就在這次重組中緊挨。（未完）

戰友唐包子
賈　虹

■賈虹與行邁在11月11日《澳華
文學三十年》研討會上的合照。）

悉尼扁舟唱晚　陳玉明
黃昏瀟灑後，白浪展洪流。

彎月林梢現，扁舟海上游。

魚多生意好，倉滿解煩憂。

辛苦歸霞晚，穿行唱不休。

帕園六倍利花　老夫子
眾芳搖曳鬧春風，習靜藍星隱草叢。

守得貞嫻常自愛，無心媚眼懶爭紅。

澳
洲
漢
詩
選

藍花楹開春色妍　王香谷
每看悉尼春色妍，藍花楹樹紫含煙。

無邊水暖浮青影，萬里雲輕映碧天。

琴侶詩朋心蕩漾，紅男綠女舞翩躚。

人間樂事芳樽滿，最是齊眉月正圓。

游喬治河灣即興　恆心馬
鷗舞船飛碧水灣，搖紅映紫醉春山。

興來漫步覓清韻，打發時光半日閑。

佈里斯班重陽寄友　常旭
藍楹寂寂菜花黃，幾縷寒風夜雨涼。

聽罷秦腔吹短笛，暮春時節過重陽。

送別　康有才
葉落秋深草木幽，灞橋折柳又添愁。

徙鴻遠去聲音邈，送客歸來夢魘留。

別緒纏綿聊別緒，情柔繾綣憶情柔。

人生坎坷常多苦，路緩山高會有頭！

百花中，她是笑得最遲，笑

得最久，也是笑到最後的一位。

她 審 時 度 勢 ， 不 爭 一 時 之

鋒。當梅、桃、杏、李；鵑、

蘭、玫、櫻……熙熙攘攘，熱

熱鬧鬧，在春風初臨便邀“寵”

獻“媚”，鬥艷爭妍之際，她，

卻避開風頭，韜光養晦，斂色守

拙。

直到流水落花春將去之時，

她才不慌不忙，從容淡定地在一

片明晃晃的日光中，露出溫煦謙

遜的笑來。且這一笑不打緊，一

笑便生光吐輝，騰起一團團紫靄

藍霓。此時的她，不再斂色，也

更不吝嗇，而是一樹樹，一椏椏

地恣意綻放，讓天地、讓人間，

讓蝶兒、蜂兒、鳥兒……一時間

意亂情迷！

她 獨 特 的 紫 ， 不 是 亂 朱 的

■轟轟烈烈的藍花楹

智者如斯
馮淑萍

璀璨星光音樂會，原創新歌陶醉人。

唐宴雲集欣賞客，掌聲鼓舞見精神。

年輕歌手靜茹，於10月29日晚在車士活唐宴

酒家，舉辦原創新歌發佈會暨11月24日《璀璨星

光音樂會》簡介的晚宴。宴開22席，約有250人

參加晚宴活動。

應澳洲安徽總商會會長陳凌女士邀請，我出

席是次晚宴活動。

陳凌和大超聯手做主持人。經一番自我介

紹，原來他們都是畢業於北京廣播學院的校友。

新州前上議員何沈慧霞女士首先致辭。她表

示很高興參加今晚的發佈會晚宴，弘揚和傳承中

國的文化藝術是華人的史命，預祝璀璨星光音樂

會獲得圓滿成功！

悉尼市議員Craig Chang陳君選先生致辭，陳凌

同步作中文翻譯。這位議員表示，對中國歌手帶來

的新音樂應歡迎和支持，在場的朋友也要熱情支持

這樣的活動。他最後說：非常榮幸來到現場，有機

會和大家見面，一起欣賞到非常美妙的音樂。

隨 後 ， 澳 大 利 亞 總 商 會 會 長 林 文 燈 先

生、DCG數字資本集團創始人Gavin Xu先生、晚

宴紅酒贊助商Vivian銳君女士等先後發言，祝賀

靜茹原創新歌發佈會晚宴暨璀璨星光音樂會取得

圓滿成功。

澳大利亞易茹文化傳媒創始人、中澳馨和國

際創始人靜茹發表了即席感言。她說，今天我站

在這裡非常激動，無比感恩。感謝大家在百忙之

中來到這裡，與我一起分享今天的主題：星光璀

璨音樂會的故事。

她說：音樂是神奇的藝術形式，能跨越國

界，跨越文化和語言的障礙鴻溝。當每一首旋律

響起，我希望她不僅是音符，而是能夠觸動每位

朋友的內心，帶大家走進那蘊含深厚文化和情感

的世界。

隨後，靜茹獻唱了兩首

原創新歌：《為祖國放歌》

和《太湖美》，優美的旋

律，甜美的歌聲，博得大家

的熱烈掌聲。

發 佈 會 上 還 舉 行 了 ”

璀璨星光音樂會”的正式啟

動儀式，何沈慧霞、Graig 

Chung陳君選等十位主禮嘉賓見證了這一時刻的

到來。

靜茹，原藉無錫人，2008年畢業於上海音樂

學院音樂專業。大學畢業後在上海古北雙語學校

擔任了兩年老師，同時繼續進修音樂知識，時常

參加文藝演出，並參加過全國歌唱比賽，曾榮獲無

錫校園歌手金獎，全國雙龍杯歌唱大賽民歌金獎。

她於2010年移居澳洲，定居悉尼。並於

2013年獲得了悉尼科技大學工商管理畢業文憑。

多年來從事金融和教育的行業，兩年前創立了易

茹文化傳媒公司，開展品牌推廣線下活動，協助

有關機構整合資源，幫助更多年輕人創業。最近

又成立了中澳馨和國際交流中心，開展金融和教

育的業務。趁著發佈會晚宴的良機，她公佈了這

則信息。

她有一個執著追求音樂的夢想，至今從未放棄過。

她說：盡管從事金融和教育行業多年，但

心中對家鄉的熱愛，對音樂的夢想，始終沒有破

滅。在工作之餘，還不忘經常練聲練唱，所以到

目前為止，還有一定的演唱功底。這次為了答謝

新老朋友的關愛和支持，於是有了舉辦璀璨星光

音樂會的籌劃，有了今晚的發佈會和啟動儀式。

相信11月24日璀璨星光音樂會將給我們一次

豐盛的藝術享受。

紅紫；不是近墨的黛紫；不是染

青的靛紫；不是懷銀的粉紫，不

是……，而是濃淡相宜，遠近相

安，迷迷離離、婉婉約約、湮湮

潤潤的蔚紫一一像破曉時最早的

那一抹霞，像雲開時顯現的那一

綫青，像山澗淙淙流過的那一道

泉。哪怕初夏驟起的急雨，將她

摧落小徑水窪，那色澤也絲毫不

減，反倒愈加明艷！

看見她，我會想起一些人，

低調、隱忍、韜晦、聰慧、厚

道、善良、大度……既不損抑別

人，亦不委屈自己，該收時，悄

沒聲息；該放時，轟轟烈烈！

見到她的倩影，我也同時想

起了我的孫女，五年前，她就

是被藍花楹簇擁著降生的……

她的生日快到了！

出席靜茹原創新歌發佈會晚宴有感 恆心馬

■靜茹近照

■2023年3月21日，習近平
在莫斯科與普京會談結束後在
大門外握手告別。■《習主席為世界指明方向》大型油畫。

走，這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

習總雄心勃勃，雙管齊下。在國內

他的治下，他現在加緊為“人類命運共同

體”打造“中國樣板”。當年，毛澤東一

生中要辦的兩件“偉業”，但臨死一件

也沒有完成——既沒有“解放台灣”完成

統一大業，也把他最後的得意之作“文化

大革命”搞得眾叛親離一塌糊塗。今天，

習近平要完成毛所有的未竟事業，在歷史

上超越毛。在整個中國，在政治高壓下，

對習總個人崇拜一浪高於一浪。全面“姓

黨”、“定於一尊”。所謂“妄議中央”

已成了大罪；“忠誠不絕對，絕對不忠

誠”，已成了金科玉律。精致的高科技

的新極權統治正在把“天下”打造成不但

是一黨的更是他今上一人的“天下”。在

當今中國，東南西北中，黨政軍民學，每

個人務必做到“三個一分鐘”——“一分

鐘都不站在黨的隊伍之外”；“一分鐘都

不偏離習近平總書記指引的方向”；“一

分鐘都不離開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央的視

野”。

就像文革時期毛澤東思想被吹噓為馬

列主義的最高峰；今天亦把習近平思想稱

之為“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2017

年10月中共19大以後，習近平各種思想

研究中心（院）紛紛出爐，至2021年7

月，這些機構增至十八個，分佈在全國各

地，分別由北大、清華、人大、中央黨

校、教育部、社科院、國防大學、發改

委、生態環境部、中國法學會等學府和機

構經營。中共御用學者極力吹噓說，習近

平思想的研究對象是二十一世紀全球最偉

大的中國樣本；其理論價值具有世界歷史

意義——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提供

了中國方案，為建設美好世界貢獻了中國

智慧；其實踐成效深刻改變了並將繼續改

變中國和世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成為世界社會主義走向振興的中流砥柱。

中共御用理論家強調，習總念茲在茲

決心構建的“人類命

運共同體”就是共產

主義社會的狀態。他

們宣稱，“科學社會

主義”從來不會在喧囂圍剿中宣判失敗，

總是在實踐中一次次展現出強大生命力，

證明其真理性；其巨大能量在當代中國共

產黨人的手中再度被激活，今天中共已經

取得巨大成功，譜寫了世界社會主義五

百年來最精彩的華章。世界上兩條道路、

兩個主義、兩種制度的較量正在發生有利

於社會主義的深刻變化。展望未來，在習

近平思想指引下，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必將以決定性成就來雄辯地證明一個偉

大結論——社會主義的發展、壯大、勝

利，“人類命運共同體”即共產主義社會

的建成，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

四，習近平的“百年變局”
：他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可
謂推行“另類”國際共產主義運
動

當年，毛澤東為當國際共產主義運

動頭號領袖煞費心機。他熱衷於“世界革

命”，但他的新的“以農村包圍城市”以

奪取世界革命的勝利的設想與實踐不過

是支援“第三世界”搞些小打小鬧。而現

在，習近平的“格局”大多了——他有“

百年變局”的戰略部署。

2013年3月，習近平上台不過幾個

月就首先出訪俄羅斯，在莫斯科提出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十年後，2023年

3月21日，習近平在莫斯科與現在已成為

國際刑事法院（ICC）要逮捕的戰爭罪犯

普京會談後，透露了推動“百年變局”心

聲。習近平在訪問結束告別普京的時候，

拉著普京的手最後說：“這也真是百年變

局之一部分，我們共同來推動。”可以說
是 一 句

極 其 慎

重 的 叮

嚀。 （

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