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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德华谦虚地说!自己对炎黄
二帝文化的理解远远比不上其他
的专家和学者!只是这几年通过不
断地参加活动!不断地学习!在对
炎黄文化认识上有所提高"

对于规模宏大的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他认为!典礼的意义已经
超出了活动的区域性范畴" 他表
示!中国传统祭祀文化由于不断受
到各种社会和历史因素的影响!仪
式往往变得宗教化和带有神秘色
彩!所以!曾一度被误认为是属于
迷信一类的活动" 他提出!今天继
承传统祭祀文化! 能达到纪念先
人#承前启后#弘扬传统文化#促进
社会和谐的目的"

郑德华进一步解释说 $%我们
提倡继承传统祭祀文化!要达到四
个目的$ 一是纪念先人为延续人
类社会生活所作出的贡献 " 二是
承前启后! 纪念先人在创造物质
和精神文化上所做的努力 " 因为
今天的社会文明是由昨天发展来
的"三是弘扬传统文化!保留具有
地方和民族特色的祭祀形式 !尤
其是地方和民族文化艺术的部
分"四是促进社会和谐"祭祀文化
往往涉及群体活动 ! 是社会人际
交往的一种形式!如果处理得当 !

能够增强社会凝聚力"&

本报记者 覃岩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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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故里在新郑意义重大"

黄帝文化代表中华文明的起源" &

李令福和记者谈起新郑时这样说"

来自陕西的李令福坦然地和
记者谈起新郑黄帝故里与西安黄
帝陵的关系

'

%二者并不矛盾
'

应很
好地结合起来

'

更好地弘扬黄帝文
化
'

弘扬这一中华文化的根" &

新郑应如何进一步弘扬好黄
帝文化

(

李令福认为
'

新郑市应将黄

帝文化及其以后的文化如郑韩古
城文化等很好地结合起来

'

通盘考
虑
'

进一步扩大影响"

谈起对郑州的印象
'

李令福说
'

郑州一方面是新兴的交通枢纽城
市
'

一方面也是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的城市

'

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
'

郑
州也要注重文化建设

'

弘扬姓氏文
化#黄帝文化等古文化"

本报记者 刘国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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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实现祖国和平统一
'

最能联系海峡两岸人们感情的
'

就
是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

都是龙的传
人" 这一点

'

不管过多长时间
'

在人
们灵魂深处都永恒不变" &前日

'

在
中国'新郑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

'

河南省博物院研究员# 河南省炎
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如此告诉记
者
'

%研究黄帝文化
'

在当代社会具
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为河南炎黄文化研究会副
会长

'

张维华一直致力于黄帝文化
的学术研究" %黄帝文化经过这
么多年的研究

'

我认为基本上可以
确定

'

它是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
化早期这样一个时间段的文化

'

它
大致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 张维

华表示
'

古书记载
'

黄帝经历十世
'

共
)*!%

年
+

虽然不能确定具体时间
'

但
他认为黄帝文化的形成也在千年
以上"

%黄帝文化资源开发
'

不仅对
于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巨大
的推动作用! 同时对于整个中华
民族来说! 也是一项巨大的凝聚
力# 向心力工程! 对树立中华民
族的自信心# 自豪感 ! 加强民族
团结! 促进祖国统一 ! 将会产生
深远的影响"& 说到这里! 张维华
表示 ! 他个人是研究远古史的 !

但也愿意尽力将黄帝文化这一古
老的文化发扬光大 ! 为建设和谐
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报记者 左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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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薄雾轻轻散去!两条巨龙
腾空升起!我们感到由衷的震撼" &

谈起参加郑州炎黄二帝巨型塑像
落成典礼的感受!甲骨文专家王宇
信说! 炎黄二帝巨型塑像落成!使
我们全球华人缅怀炎黄二帝又拥
有了一个精神家园"

%炎帝和黄帝是我们中华民族
始祖! 是炎黄子孙心目中有着无
限神奇活力的龙 ( 是变幻无穷 #

充满智慧力量# 追求成功的化身!

也是幸运 # 美德和长寿的象征 "

中华民族是龙的子孙# 龙的传人!

因而龙被世界各国人民誉为中国
龙! 成为中国的吉祥物" 但最近
有人热衷于重新建构和向世界展

示中国国家形象品牌 ! 考虑要取
消龙作为我们形象代表的地位"&

对于这种言论! 对中国龙充满感
情的王宇信不以为然 " 他说 $

%只有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加
强宣传研究! 中国龙才能走向世
界! 与世界各国优秀的文化和传
统交相辉映"&

王宇信认为!我们应该正确对
待传统文化 ! 特别是千百年来 !

为中国人民所尊崇和喜爱的龙 !

不是取消它人为地制造出一个新
的形象品牌! 以适应世界一体化!

而是进一步继承并弘扬龙的形象#

龙的精神和龙的传统"

本报记者 汪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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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满头银发的老艺术家于
洋出现在丁亥年新郑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上"

%第一次参加拜祖大典! 感触
非常多"& 于老激动地说! %我第
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非常壮观" 大
家从不同的地方来到这里! 港澳台
都有! 海外的也有! 这个活动可以
说是世界性的"&

于老说!大家来这里就像一家
人一样 ! 他的心情也非常纯净 "

%音乐一响! 拜祭我们的老祖宗!

我就觉得一种中华情在滋长! 很亲
切"& 于老告诉记者! 地球上几大
洲他都去过! 在那里的农村# 城市

都能看见中国人! 见面之后! 一提
到炎黄子孙就有共同的语言! %今
天到这里一看! 就像一个大家庭似
的! 没有生疏的感觉"& 于老说!

在拜祖大典现场他有一个感觉! 凡
是地球上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 !

%对我们炎黄子孙来说也是非常骄
傲的事情"&

于老告诉记者! 他来郑州后!

参观了二七纪念塔# 郑东新区等
地! 感觉郑州的变化非常大 ! 来
到 %老祖宗& 黄帝的家乡!在感受
到十分亲切之余!也希望这里越来
越昌盛#发达"

本报记者 楚 丽 左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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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著名词作家阎肃来到郑
州新郑黄帝故里参加丁亥年拜祖
大典" 今年

&&

岁高龄的阎肃精神
饱满!笑容满面"

%这两天你们郑州门庭若市!

宾客如云" 拜祖大典一结束!马上
就是中博会了" &阎老对河南很关
注" 他告诉记者!他经常来郑州!每
次来都感到一种无形的变化"

在文化方面 ! 阎老对河南的
进步感觉尤其深刻" %河南着力打
造文化大省! 即使我们在北京感觉
也很明显" 如这里的 )木兰诗篇*#

)风中少林*#)少林禅宗* 音乐大典

等等! 还有昨晚的音乐晚会++真
的很厉害" &

阎老说! 今年的拜祖大典特别
有意思!%连战他们来! 还有这么多
省市都来共飨盛举!四海一统#万众
一心纪念祖先的感觉非常浓,,河
南打造文化大省!很厉害- &阎老连
说了三个很厉害! 显得十分激动!

%咱们河南的文化厚重!来这里感觉
很明显" &

当记者邀请阎老给郑州日报的
读者写几个字时!阎老爽快地答应了!

他边写边说%向郑州的朋友们问好- &

本报记者 楚 丽 左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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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晓棠
也来到郑州! 亲身感受黄帝故里的独特
魅力" 在参观完郑州二七纪念塔#郑东新
区等地后! 王晓棠高兴地接受了本报记
者的采访"

%第一次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我感到非常高兴! 也非常感动"& 王晓
棠激动地告诉记者! %我很小的时候就
读过 .轩辕/! 没想到

,%

年后能在丁亥
年参加拜祖大典" 我想! 我们海内外华
人都应该携手! 互相勉励! 为保卫世界
和平作出贡献! 让我们中华民族的忠#

义 # 诚 # 信的美德能够千秋万代地相
传! 连绵再连绵- &

作为深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表演艺术
家! 王晓棠塑造了很多令人难以忘怀的
银幕形象! 所到之处纷纷有观众要求跟
她合影" 身为大艺术家!王晓棠对河南创
作的)风中少林*等作品很是期待!尽管
没有看到! 但她一直很关注!%有机会一
定去看" &她还表示!如果明年新郑黄帝
故里举行拜祖大典时她有时间! 一定会
再来"

本报记者 楚 丽 左丽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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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肃! 著名剧作家"词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剧

协副主席"中国音协委员# 代表作!歌词$敢问路在何方%$我

爱祖国的蓝天%$长城长%&歌剧$江姐%$党的女儿%&京剧$红

灯照%$年年有余%$红岩%等'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汪静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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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德华! 澳门大学社会及人文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中

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澳门)'

_[]^

张维华! 河南省博物院研究员*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

[\]^

李令福!

)-,.

年出生'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

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古都学会秘

书长*研究方向为历史城市地理与文化名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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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信! 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现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 主要

研究领域为甲骨学与殷商史*主要专著有$建国以来甲骨文

研究%$两周甲骨探讨%$甲骨学通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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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洋! 影视演员"导演'山东黄县人'曾主演$英雄虎胆%

$青春之歌%$暴风骤雨%$大浪淘沙%等影片'

)-&&

年转任导

演*拍摄$戴手铐的,旅客-%等影片'

[\]^

王晓棠!

)-.#

年生' 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

席' 电影表演艺术家*一级演员*少将' 祖籍江苏南京*生于河南开封'

)-**

年登上银幕' 曾主演$神秘的旅伴%$海鹰%$英雄虎胆%$鄂尔多斯

风暴%等' 因在$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饰演银环和金环*

)-,#

年荣获第三

届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