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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三届会议 

议程项目 45 

和平文化 

 
 

  2008 年 11 月 14 日巴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提及 2008 年 11 月 12 日和 13 日在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45 下举

行的关于和平文化的高级别会议。特随信转递出席该会议的巴林王国国王哈马

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陛下因意外原因在会议期间无法亲自向大会作出的发

言文稿(见附件)。该发言稿已在会议期间向与会者散发。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5 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大使 

陶菲克·艾哈迈德·曼苏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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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1 月 14 日巴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阿拉伯文] 

 
 

巴林王国国王哈马德·本·伊萨·阿勒哈利法陛下在关于宗教和文化间对话的高

级别会议上的发言 

 

2008 年 12 月 12 至 13 日，纽约 

 

 首先，我要感谢两圣地护法——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本·阿卜杜勒·阿齐

兹·沙特不辞辛劳邀请我们参加这一伟大的倡议活动的启动仪式。该倡议活动是

要通过大会这一国际最高论坛，来宏扬不同宗教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理解之风。

这符合相互尊重的原则，以及实现全人类和平与安全的要求。鉴于其积极的成果

和影响，这是目前最重要的全球倡议活动之一。 

 我们还要借此机会感谢联合国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主席米格尔·德斯科

托·布罗克曼神父召集这次重要会议，并赞赏他在国际社会成员以及在实现《联

合国宪章》各项目标和宗旨方面起着突出作用的联合国秘书长帮助下，努力在世

界各民族中巩固正义的价值观，以及在国际关系中树立团结、公平和透明度等价

值观。 

 今天，我们这个国际大家庭共聚一堂，是为了落实 2008 年 7 月在马德里举

行的宗教间对话世界会议期间商定的，并由两圣地护法倡导的一项活动。在那一

次会议上，与会者呼吁举行联合国大会关于不同宗教间对话的特别会议。 

 巴林王国完全支持《马德里宣言》，该宣言重申人类团结、各民族之间不分

肤色、种族或文化一律平等、尊重文化和文明多样性、以及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尊

重，同时充分考虑到各民族的特殊性，并考虑恐怖主义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需

要采取统一立场加以标本兼治，同时也要统一其定义和含义。 

 人权的哲学和历史之根深植于我们不同的宗教、文明和文化之中。早在超过

14 个世纪以前，《伊斯兰教法》就以捍卫人权为己任，通过在世界各地不分文化、

信仰或肤色一视同仁地传扬上帝的意旨，以见证上帝赋予其创造的人类的荣耀。

全能的真主曾说：“我确已优待阿丹的后裔，而使他们在陆上或海上都有所骑乘，

我以佳美的食物供给他们，我使他们大大地超过我所创造的许多人”(古兰经，

第二十七章第 70 节)。 

 自兴起以来，伊斯兰教向所有文明伸出积极友善之手，保证在一套为所有法

律和教义均赞同的伦理价值观念范围内继续进行对话、开放和人类交流；大家都

在寻求一个共同的机制，在人类所有族裔共同信任的基础上，通过相互理解和尊

重，来实现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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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的宗教和信仰应该催生对话，以使人类更加坚强，能够消除那些会加深

各国人民之间裂痕的冲突和争端。宗教不应该受人类过去许多年以来经历的创伤

牵连。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些创伤的真正原因是一直缺乏对话。缺少对话，就会

引发极端主义。一些信徒之所以奉行极端主义，是因为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们是

在履行一项宗教责任。宗教同极端分子水火不容。同样，由于人类疏远于宗教宣

扬的美德和道义，所以才导致邪恶蔓延、犯罪日增、吸毒以及不分宗教、教义和

国别的恐怖主义滋生。 

 尽管人权在本质上同文化多样性以及人类的共同命运密不可分，但是我们发

现，一些狭隘的看法、愿望和利益经常会有损于人权。这些利益和愿望非但不肯

定和支持所有人之间的平等及手足之情，反而煽动仇恨、种族主义和裂痕(仇视

伊斯兰现象)，特定群体之所以对这些现象推波助澜，是要引起人民之间的仇恨

并唆使他们追逐狭隘的政治目标，旨在制造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他们无视这样

一个事实，即伊斯兰礼仪和教义不容暴力并祈求全人类的和平、安全、正义、仁

慈和博爱。全能的真主曾说：“众人啊！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

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古兰经》，第四十九章第 13 节)。 

 巴林王国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而且现在仍是一片让所有宗教共存的沃土。这

得益于其尊重人权的法律。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在本王国中有充分的自由去进行其

宗教活动以及建立礼拜场所。王国境内座落有 14 座教堂和犹太教堂，以及其他

一些不同宗教信仰的活动场所。各宗教信徒，无论是否为巴林公民还是来访者，

均可行使国家赋予他们的宗教权利。各宗教和教派在我国共存共荣，令巴林倍感

自豪，而这种现象所具备的开放的文化多样性正是基于伊斯兰的最高价值观。 

 毫无疑问，这些宗教的信仰者自古以来就对巴林王国的进步和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蒙上帝恩赐，每个人都生活在充满关爱和友谊的情同手足的气氛中，使

我们的王国成为独特的文化共存和思想多样性的典范。 

 巴林王国为了表示对推进不同宗教间对话的支持，已举办了许多次会议和论

坛，参加者包括来自各个不同宗教的著名学者、思想家和神学家。巴林王国 2002

年主办了伊斯兰教与基督教间对话会议，2008 年 1 月它举办了一次不同文明间对

话论坛。它还组织东西方国家的学者、传教士和神学家互访，以弘扬不同宗教和

文明间对话的原则。 

 《联合国宪章》呼吁加强国际关系和建立一个安全的人类社会，大会 1994

年的《原则宣言》也呼吁容忍以及传播和平文化，同时指定 1995 年为宽容年，

2001 年为不同文明对话年。我们重申，联合国致力于巩固国家之间的和平并寻找

一个交汇点，以将各民族团结在一起。在这方面，巴林王国支持联合国所有旨在

达成各宗教间共识的倡议活动，以便弘扬共同接受的宗教和道德价值观，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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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有助于建设、巩固、发展和繁荣人类文明，且包含正义、平等和相互尊重

等价值观，以为人类谋求安全和幸福。 

 巴林王国也支持所有旨在促进人类幸福的人道主义项目。它还支持旨在保护

人民，确保人的安全和稳定的文明愿景。 

 巴林王国认为两圣地护法的倡议活动是一个崭新的构想，它将不同宗教的世

界各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这一构想可被视为一项实用工具，一方面，可

用来应对极端主义和仇恨现象，另一方面，也可用于处理毫无根据的对伊斯兰教

和穆斯林的恐惧问题。这一倡议活动是一种文化框架，它将重大的战略问题相互

关联起来，而且通过这一倡议活动，我们可以形成一种气氛，有助于在宗教间架

设沟通桥梁的许多其他国际倡议活动取得成功，从而实现我们的首要目标——给

世界各地带来和平，让全人类可以取得巨大成就，美满幸福。 

 因此，我们建议联合国响应马德里会议和最近其他有关论坛与会者的要求，

通过一项世界宣言，强调宗教可促进全世界的和平、正义和自由。 

 在此背景下，巴林王国非常希望继续进行这一对话以及两圣地护法的历史性

倡议活动，并愿意成为不同宗教和文化间对话总秘书处的东道国，将其总部设在

巴林。 

 我们深信，尽管各民族的宗教、教义和文化彼此不同，但是它们能够和谐共

处，这是因为所有这些法律和文化都包含着一个独特的道德体系，要求弘扬人权，

实现人的安全和幸福。我们相信，我们这次会议将是马德里宗教间对话会议的继

续，并且切实有助于两圣寺护法、联合国和所有宗教界、知识界和政治领导人，

以及国际和区域组织为支持这一倡议活动而进行的努力。 巴林王国重申，它愿

意尽一切手段，为此做出切实贡献，以实现理想的目标，即建立一个相互友善、

正义盛行、以及所有民族和社会均能实现幸福、和平与安全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