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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色满故里，名家话古今。4月 7日，一
年一度的“精神盛宴”——第十届黄帝文化
国际论坛如约而至，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专
家、顶尖学者再次相聚黄帝故里，畅论古今。

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精神寄托，在中华民族悠久的
历史长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凝聚作用，
成为海内外华人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黄
帝文化国际论坛自 2007 年举办以来，以

“同根同祖同源”为主题，以传承优秀文
化、凝聚民族精神为宗旨，以与时代同行
为灵魂，解读黄帝文化精髓，传承黄帝精
神，播撒华夏文明。如今，黄帝文化国际
论坛已走进第十个年头，每一届黄帝论坛

从筹备之初，就备受关注，而在每一次论
坛开坛期间，不仅活动现场座无虚席，网
上直播也都受到广大网友热捧。统计显
示，至今，在这里参加过演讲的知名专家
学者有 75人次，现场观众 6万多人次，网络
的点击有 6.3亿人次，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以
它高端的品位、深远的影响真正成为我们

“华夏第一论坛”。
10年来，黄帝国际文化论坛围绕传统的

黄帝文化精髓，不断进一步挖掘和弘扬黄帝
文化的时代精神，不断丰富着、繁荣着我们共
有的精神家园。在昨日启幕的第十届黄帝文
化国际论坛上，河南省委原书记、中央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徐光春，著名
军旅作家、少将、国家一级作家王树增，率先
围绕“黄帝文化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主
题展开了研讨交流。

与往年不同的是，本届论坛既注重文化
的传承，更注重解读当代，有鲜明的时代特
色和高端品位，特别是此次论坛大家云集，
名流荟萃，既深入探讨了黄帝文化精髓，更
使得大家对未来小康社会充满憧憬和展
望。论坛上，嘉宾们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
不同侧面，深入探究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的黄帝文化，深刻解读了适应新常态下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深刻意义。旨在通过深入探
讨以黄帝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坚实的文化支撑、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充足的
智力支持。

文化的魅力在于认同，每一届的黄帝论
坛都紧扣时代脉搏、主题鲜明、活动丰富、内
涵深刻。文化的活力在于融合，每年一度的
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犹如一个文化的大观园、
思想的继承者，以开阔的胸襟、胸怀与拜祖
大典一脉相连，使黄帝文化形神兼备、内外
兼修，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文化的张
力在于传承，连年的拜祖大典和文化论坛展
示的是文化，吸引的是目光，促进的是开放，
推动的是发展。

黄帝文化国际论坛——

传承黄帝精神 播撒华夏文明
本报记者 王 红 赵文静

十年来，黄帝

论坛始终坚持“慎

终追远”的精神，

扬厚德自强之志

气，树传承创新之

风尚，不断与时俱

进，不断探索成

长。论坛始终坚

持文化使命的担

当，始终坚持一

流的时代品质，

海纳百川的学派

在 这 里 包 容 共

生，名家大师在

这里谈古论今，

哲理箴言在这里

熠熠生辉，智慧之

光在这里交融汇

集，中华文化的神

韵在这里引人入

胜。今天，让我们

重拾那一颗颗美

丽的珍珠，串起一

段美好的记忆。

历史长河中，一个庞大
的民族，让民族维持住尊严
的话，需要有自己精神的旗
帜。这个精神的旗帜的第一
面旗帜就是黄帝，我们如果
失去他的话，我们就会像那
些树叶飘到世界任何地方，
因为你没有树干，因为你没
有树根，任何的脚都可以践
踏你。我们如果要让华夏子
孙能够在这个地球上庄严的
站立，庄严的生存的话，我们
要保留住我们文明的一个集
中的滋生地，保留着我们文
明的精神象征，都要保留住，
而它的起点就是黄帝。

我们今天提倡优质生活的
时候，一定要知道这个优质的生
活一定是文化给我们带来的。
我们今天在黄帝文化衍生出来
所有的文化庇荫之下，享受作为
中国人的快乐，身为一个中国人
的文化快乐，我们曾经追求过文
化，我们要重新审视自己，要怀
念我们自己的文化，把我们文化
中优良的东西都提炼出来要继
承、要加以利用，实际上今天我
们更应该追求中国化，只有我们
自己非常中国化，才能在这个世
界上有我们的大国地位。如果
我们有一天能够成为世界最强
国，那么，我们依赖的一定是自
己的文化。

黄帝文化创造了一个文
明的开端，创造了一个统一
的秩序，开拓了中华文化的
基本框架。中华民族的认同
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可以说，
是黄帝文化开拓了我们的认
同。这种认同既是中华民族
的起源，又是人类共同文化
的源头之一。从历史到今
天，5000年岁月中，中华文明
一直保持自己，绵长不绝，从
未中断，具有无限强大的生
命力。这种力量，这种文化，
是民族的血脉，我们必须保
护，代代传承。

黄帝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
明史上第一位有强大凝聚力的
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逐步演化为中华民族统一的象
征。中国人称为黄帝子孙，已
经不是一个血统观念，而是一
个文化归属的观念，是中华各
族人民互相认同的体现。继承
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
统当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
进方向的题中之义，这对增强
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振奋民
族精神，激励改革创新，推动祖
国和平统一有着极为重要的作
用。中华民族当继承发扬黄帝
时代的首创精神，作为自强不
息、坚忍不拔的内在动力。

余秋雨 王立群

马未都 张颐武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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