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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努力" 炎黄
二帝巨塑终于落成 " 这是让全球
华人骄傲的大事 " 在黄河岸边的
巨塑是全世界华人心中的一座丰
碑#$ 谈到中华炎黄二帝巨型塑像
的落成 " 汤恩佳压抑不住内心的
激动#

汤恩佳认为 " 轩辕氏是中华
人文的始祖" 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炎黄时代是巨大变革的时代 " 尤
其是在黄帝时期 " 出现了文具 %

青铜等一系列发明 " 开启了中华
文明之窗 # !炎黄文化是中华文
化的主体文化 " 弘扬炎黄文化 "

也就是弘扬儒家文化为主体的思
想#$ 汤恩佳说#

担任香港孔教学院院长职位
以来 " 汤恩佳将大部分精力投入
到对孔子的研究%宣传和对国内孔
子文化古迹的考察和资助#到目前
为止 " 他对中国数十个省市的孔

庙%孔子医院%孔子公园和学校医院
等各团体捐款逾亿元#汤恩佳认为"

孔子的儒家思想"主要在五经之中"

五经所载的古代文献其实就是华夏
民族的由来#!孔子的思想" 我们应
该加以宣扬"孔子的儒家思想"就是
中华民族的民族观% 道德观和价值
观#$

汤恩佳建议" 把新郑黄帝拜祖
大典的规格上升为国家典礼 # 他
说" 在当今世界上" 各个民族地区
的文化交流凝聚力都在逐渐加强"

如果不积聚民族文化" 就不会在竞
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炎黄二帝是中
华民族的始祖" 他们在中华民族中
有着广泛的认同感# 参加拜祖能培
养人们对生命观念的理解" 具有培
养人道德观的作用" 也具有加强中
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本报记者 覃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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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恩佳!香港孔教学院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二届理

事会副理事长!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数十个省市的孔庙"孔

子医院"孔子公园和学校医院等各团体捐款逾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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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从台湾赶到郑州的席瑜没有旅途
的疲惫"他说"这次他不是一个人来郑"而
是率领了一个团体" 除了参加炎黄二帝
落成典礼"他们还将到新郑轩辕故里去
向黄帝拜祖" 因为黄帝是我们共同的
祖先#

中华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落成让
席瑜特别激动"他表示"炎黄二帝是
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矗立于我们
的母亲河&&&黄河岸边" 这让每
名中国人都能深深感受到历史的
震撼"让国人为之自豪#席瑜还透
露"他最近正在推动成立一个黄
帝塑像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原来
是由一个土生土长的台胞组建
的" 现在他准备把它迁到内地#

接手黄帝塑像基金会的是一位
科学家" 现在已经发展到

#"

亿
资产#!他有事业%金钱"更有两
岸的感情"相信他能把基金会办
好"为研究黄帝文化 "从而更好
地进行宣传和推广起到积极的
意义#$席瑜没有透露基金会的具
体情况" 但他对基金会的作用充
满信心#

抵达郑州"看到郑州的快速发
展"让席瑜备受鼓舞#他说"现在两
岸处于一个不太稳定的局面"如何把
它转变为和谐的状况" 这是两岸人民
共同关心的事情#来到郑州以后"发现
这里的城市建设得很漂亮"很现代化"这
充分展现了和谐中原的景况#由和谐中原
到和谐中国"实现和谐两岸"这之间有着许
多相似的地方#

席瑜还建议"应该把研究炎黄文化作为一
件大事来看待"!我们从伏羲大帝开始"一直到尧

舜禹是大同的"研究炎黄文化"将来可能对两岸关
系的发展有很大的现实意义#$他表示"台湾同胞与大
陆同胞不仅同文同种"而且是同祖同乡"希望两岸同胞
心手相连"民族团结中华万年#

本报记者 覃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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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大海那边飞抵中原郑州" 参
加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落成仪式" 参加
拜祖大典 " 了却寻根拜祖之梦 # 同
时" 她此行还带着一个执著的愿望'

!中华文化传承要植根于中原地区年
轻一代" 从娃娃抓起($ 在昨日召开
的炎黄文化高层论坛上" 台湾新党前
召集人谢启大女士疾呼#

谢女士的这份执著来自自身的切
身之感# 她坦言" 自己只是在高中阶
段背诵过 )论语 * " 长大后才补上
)老子* 这一课# 她认为" 诸如 )论
语*% )老子*% )易经* 这样的经典
国粹" 其间闪耀的智慧光芒将使一个
人终生受益 # 前些天 " 刚刚飞抵郑
州" 谢启大就在郑州某高校做了一次
演讲" 演讲时做的即兴 !抽样调查$

又使她的这份执著愈加浓烈了( 谢启
大女士讲到" 那天" 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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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大
学生听众提问 ' 在座的有谁读背过

)论语*% )老子*" 结果只有两个同
学读背过( 而迄今" 在被译成外文读
物中" )老子* 一书的翻译量却高居
第二位( 这个巨大的反差让谢启大唏
嘘不已# 在论坛会上 " 她环顾四周 "

有感而发 ' !伴随着经济科技的发
展" 中华传统文化不能仅仅由在座的
六七十岁的老人来研究" 传承文化要
从娃娃抓起#$ 她说 " 国学中的精粹
读物应在幼儿时就开始背" 孩提时代
虽然不可能汲取其精华" 但到这些孩
子长大成人以后" 植根于启蒙时代的
先哲智慧将会跟他一辈子(

作为知名的社会活动家" 谢启大
女士飞来飞去" 阅尽人间沧桑# 放眼
当今世界发展大势" 她说" 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的全面复兴不仅要靠强大的
经济科技硬实力支撑" 更离不开博大
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软实力" 特别是中
华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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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文化底蕴和内涵 "

要一代一代薪火相传# !炎黄二帝巨
型塑像落成"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举办
在即" 这是弘扬中华文化的极好切入
点" 衷心希望中华文化在中原地区一
代代播种% 生根#$ 谢启大直抒胸臆(

本报记者 党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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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喜观炎黄二帝塑像"下
午纵论炎黄文化精髓# 昨日"来
自香港的浸会大学校长吴清辉
先生感从中来#记者的访谈当然
离不开!炎黄文化$这个关键词#

吴清辉说"尽管近年来有颇
多机会来内地工作%访问"对祖
国山河也不陌生" 但唯有此次
感受最深# 谈起上午的落成仪
式观感 " 吴先生兴奋不已 '

!今天看到屹立于黄河之滨同盟
山上的炎黄二帝塑像" 思古之
幽情如黄河之水绵延不断# 炎
黄二帝" 并肩而立" 巍峨壮观#

虽是艺术加工" 但今天近距离

观赏塑像落成" 脑海中顿时浮
起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缩影 "

作为炎黄子孙" 非常自豪#$

触景生情" 吴清辉道出了
他的核心理念' 首先" 多元一
体的中华文明最具生命力# 遥
想五千年前" 炎黄二帝结盟于
邙山" 融炎黄二族于一体" 中
华一统" 肇造文明" 这说明中
华文明一开始就建基于多元化#

五千年来" 代有更迭" 朝有变
迁" 但屡经不同民族的各类型
整合 " 始终呈现多元化现象 "

至今形成了兼容并蓄多元一体
的中华文明# 其次" 凝聚力乃

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的强大基
因# 在世界文明史上" 都曾经
出现过辉煌的古代文明" 但唯
独我中华民族历史悠久" 历久
弥坚" 不断发展# 个中原因就
在于" 早在五千年前" 炎黄二
帝已经赋予我们兼容并蓄" 能
让不同文化融为一体的强大基
因" 回顾我们的历史" 中华民
族最辉煌的时代就是这一强大
基因最显性的时代#

由古到今" 吴清辉认为"今
天" 当我们面对炎黄二帝塑像"

一定要做出一个庄重承诺&&&

为了让中华民族再延续五千年
甚至更久远"文化发展要继续兼
容并蓄"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走向
现代"让优秀的外来文化洋为中
用# 最后"吴先生还道出了美好
的愿望'在自然生态上要做极大
努力"一定程度上恢复我们的青
山绿水"让黄河不黄"让黄土高
原也能青木葱葱#

本报记者 党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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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瑜!台湾$中华伦理教育学会%

秘书长! 台湾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协会

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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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启大! 台湾新党前召集

人!主张统一!曾多次访问祖国

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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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二帝塑像落成之
前 " 我就想瞻仰炎黄二帝的
像" 今天一看确实感人 #$ 说
起炎黄二帝" 半坡遗址的发掘
者 % 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老
先生声音洪亮' !我对遥远祖
先的故事可是很感兴趣的呀($

为什么要纪念炎黄二帝 +

!,三皇五帝-是中国文化的根"

中国的文明之源" 是中国人的
根#$石兴邦老先生笑着说 "这
可 不 仅 是 河 南 人 有 这 个 愿
望 "陕西人也有这个愿望 "全
国人民都有这个愿望 #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
一" 到现在连文明形成的源头
和基本模式都提不出一个科学
的历史解释" 不能不说是一件
憾事# 不过" 为探明中华文明
源头" 弄清黄帝% 炎帝乃至更
远些历史的 ,中国古代文明探
源工程 -" 被列入国家科技重
点项目启动并取得了不少成
绩#$ 石兴邦老先生在惋惜之
余又兴奋地说#

!世界上各个民族" 特别
是古老传统文化沉积丰富的国
家民族 " 追溯到她的历史源
头 " 都有一个神话似的传说
时代 # 因为在文明产生前没
有文字记载 " 只有靠口头传
说将他们认为熟悉的重要的
事情代代口传下去 # 这些史
料 " 我们称之为 ,影史 -" 不
是虚拟的" 而是在一些真实的
历史素材上的映象" 具有一定
依据的 #$ 对于炎黄传说 " 石
兴邦老先生如此解释#

那么如何传承历史+ 石兴
邦建议" 从民族文化来讲" 就
要把我们的历史整合起来" 就
首先应该把黄帝历史整合起
来# 这是因为炎帝和黄帝时代
都是炎黄时代龙的文化" 是龙
的文化最发达的时候# 炎帝和
黄帝创造了几个仰韶文化" 同
时黄帝把蚩尤打败以后" 把彝
族合并到中原地区" 促进了我
们古老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本报记者 汪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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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 知名文化学者余秋
雨出现在中国.新郑黄帝文化国
际论坛上 " 以问答的方式解说
了 !黄帝 $ 对于中华民族的重
要意义#

!我们如果要让华夏子孙
能够在地球上庄严地站立 % 庄
严地生存的话 " 我们要保留
住我们 文 明 的 一 个 集 中 地 "

保留住我们文明的精神象征 "

而它的起点就是黄帝 #$ 一开
始 " 余秋雨就指出了 !黄帝 $

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地
位" 把他称为 !民族最早的设
计者$" 他还补充" !这也意味
着不管过了多久 " 不管相隔多
么遥远" 中华民族的子孙都有
必要保持对,黄帝-的记忆#$

!一个民族要维持尊严 "

需要有自己精神的旗帜 " 而这
个精神的旗帜 " 第一面就是黄
帝 # $ 余秋雨还进一步表示 "

!我们如果失去它的话" 就像犹

太人唱的 " 会像树叶一样 " 飘
到世界任何地方去 # 因为你没
有树干" 所以任何的脚都可以
践踏你#$

余秋雨说 " 黄帝作为华夏
文明的代表 " 在黄河中上游地
区" 慢慢地征服了下游的东夷
集团和南方的苗蛮集团 " 整个
中华文明的腹地都被黄帝连在
一起# !黄帝值得我们朝拜的
地方" 一方面是他支撑了一个
文明" 另外就是把一个伟大的
文明统一起来了 # 最伟大的是
在他身后 " 只要他这个旗子一
树起" 五湖四海的人都会想起
自己的祖先是谁 " 都会想起以
整合为目标的大文化的构建 #$

余秋雨说 " 中华文化和其他文
化不一样 " 它不会灭亡的 " 原
因是因为它有非常高的 !旗
帜$ 黄帝#

本报记者 左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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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秋 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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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生!浙

江余姚人!大陆

著名美学家和

作家# 毕业于上

海戏剧学院戏

剧文学系# 历任

上海戏剧学院

院长& 教授!上

海戏剧家协会

副主席#

%&(!

年

开始发表作品#

在海内外出版

过史论专著多

部 ! 曾被授予

$国家级突出贡

献专家%&$上海

市十大高教精

英 % 等荣誉称

号!并担任多所

大学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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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清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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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毕业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化

学系!

%&(&

年获得加拿大卑斯大学化学博士学位#

他先后在英国&美国和法国进行讲学和研究!还担任

内地多所大学的访问教授#现任香港浸会大学校长#

本版照片均由本
报记者 汪静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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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兴邦' 著名考古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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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出

生#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现任中国考古学

会常务理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名誉所长!陕西

省博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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