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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74 (b)   

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 

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 
 

  

  2022 年 6 月 16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转递 2022 年 5 月 19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布哈拉市举行的“宣言对

话”国际论坛与会者通过的《布哈拉宣言》(见附件)。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74(b)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巴赫季亚尔·易卜拉欣莫夫(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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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6 月 16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原件：俄文] 

  布哈拉宣言 

 2022 年 5 月 19 日，来自 10 个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社会代表、学术专家和宗

教领袖齐聚布哈拉市，进行多信仰对话。对话的重点是，保护和促进所有地方所

有人的良心或信仰自由，促进多信仰包容、理解和尊重，打击暴力极端主义。 

 布哈拉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布哈拉始终位于文明、宗教社区、文化和

信仰体系的十字路口。布哈拉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教育和科学中心。1 000 多年来，

布哈拉始终是杰出科学家和乌里玛的出生地或家园，布哈拉伊斯兰教学校的毕业

生对伊斯兰神学的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布哈拉还为穆斯林贡献了世界上伟大的

圣训学者伊玛目布哈里，他著有著名的圣训集《萨希赫布哈里》。 

 几个世纪以来，许多布哈拉人在城市和地区创造了一种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

的文化。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制定有关宗教自由与社会和谐的法律和政策时，继

承了这一传统。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来自 16 个教派的信徒通过彼此和平与

和谐生活等方法寻求实现他们的信仰。作为最大的宗教团体，乌兹别克穆斯林担

负起重大责任，在维护和保护小宗教团体的同时，确保平等公民地位与和谐，从

而确保国家稳定。 

 从这一古老和当代的角度出发，我们以下签名人呼吁我们人类的兄弟姐妹，

不论是否信仰宗教，在这一多信仰呼吁中，根据建立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实际

倡议和方案采取行动。根据我们不同的信仰体系，我们发出的呼吁不仅正确，而

且符合我们每个人的自身利益——增加理解和尊重就会减少宗教或其他冲突。 

 1948 年《世界人权宣言》第 18 条永远宣告：“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

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改变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秘

密地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教科文组织大会 1995 年 11 月 16 日第 5.61 号决议核可的《容忍原则宣言》

指出：“容忍是尊重、接受和欣赏我们世界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我们的表达形式和

做人方式。它是由知识、开放、交流以及思想、良心和信仰自由所培育的。宽容

是差异中的和谐。它不仅是一项道德义务，也是一种政治和法律要求。宽容是使

和平成为可能的美德，它有助于用和平文化取代战争文化。” 

 教育在这一努力中至关重要，教科文组织《宣言》也承认这一点，并在第 4

条中指出：“教育是防止不容忍的最有效手段。容忍教育的第一步是教导人们了

解共有的权利和自由，使这种权利和自由得到尊重，并增进保护他人权利和自由

的意愿。……容忍教育的目的应是抵制导致恐惧和排斥他人的影响，并应帮助青

年发展独立判断、批判性思维和道义推理的能力。” 

 为了切实通过全世界公民实现这些目标，我们，论坛与会者，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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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对社会、文化和宗教进程进行公开和建设性的讨论，并在国家、区域和

国际范围内扩大多信仰和文化间对话； 

 强调所有宗教都必须致力于加强多信仰对话(和伙伴关系)，特别是宗教领袖

之间的对话和伙伴关系，从而使由此产生的多信仰方案根据对人类普遍价值的更

深刻理解，并根据每个人自己的坚定信仰，为全社会服务； 

 承认教育和培训在促进宗教容忍和人权，促进不同文明、文化、宗教和信仰

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任何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方面的

重要性，教育和培训的实际目标始终是使公民具备相互参与为全社会服务的共同

项目的能力和技能； 

 增加教育活动和建立新的机制——尤其是新课程——以促进多信仰和文化

间对话，从而产生相互尊重的接触和切实可行的方案，建立统一和团结，提高公

民对宗教自由以及不同信仰和民族社区成员内部和彼此之间和平共处的重要性

的认识； 

 强调必须执行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倡议下通过的旨在发展文化、和平、宽

容、相互理解和人权的联合国特别决议“启蒙与宗教宽容”(2018 年 12 月)； 

 认为必须保护宗教设施和礼拜场所，这种设施和场所是各民族和社会的历史、

文化和传统的纪念碑，教科文组织承认这种设施和场所具有特殊的文化和历史意义； 

 一致认为通过鼓励友谊、促进社会正义、保护人权增进上述原则、政策和做

法，有助于实现普遍和平的目标。 

 我们作为论坛与会者，也明确表示，我们： 

 谴责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不容忍和暴力行为日益加剧，使世界各地的人们，不

论是否信仰宗教，沦为受害者； 

 谴责通过传统信息媒体资源(印刷、视听或电子)以及互联网和社交网络进行

的宗教不容忍和歧视宣传； 

 明确宣布，不能也不应将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与任何宗教、

文明、国籍、族裔群体或信仰体系相联系； 

 致力于毫无保留地保护每个人的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包括改变其宗教

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单独或集体、公开或私下以教义、实践、礼拜和戒律表示其

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回顾国家对促进和保护人权，包括宗教或信仰自由权、透明法治和在相互尊

重基础上加强容忍负有首要责任。国家机构的世俗性不是对宗教的敌视，宗教团

体也不应威胁国家的世俗结构或社会的世俗部分； 

 申明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立场，只有通过为确保公共安全、秩序、卫生

和道德原则或保护他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必要限制，并且这种限制与寻求保护

的目标相称，才能允许对表明个人宗教或信仰自由进行法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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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宣言对话”与会者，签署本文件： 

 强调整个国际社会应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即不论居住地人人有权信奉或不

信奉任何宗教，也不应被迫接受非自己选择的信仰，并有权在不违反国际法限制

的情况下表明其宗教或信仰； 

 铭记世界各国公民也有权利和责任将其信仰体系的价值纳入公共政策和国

际外交讨论； 

 表明我们坚定地致力于马拉喀什(2016 年 12 月)、雅加达(2017 年 12 月)、波

托马克(2018 年 6 月)、埃斯特角(2018 年 12 月)和麦加(2019 年 5 月)宣言和联合

国特别决议“启蒙与宗教宽容”(2018 年 12 月)所阐述的原则——这些宣言和决

议都证明宗教因素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并呼吁所有宗教的代表在社会中

促进宽容和尊重人的尊严的文化的发展； 

 建议在全世界范围内继续开展这一对话，为落实上述原则和目标创造未来的

对话机会。 

 2022 年 5 月 19 日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市“宣言对话”国际论坛与会者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