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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可助我们解精神之惑

——访文化学者傅佩荣

“中华文化厚重而富足，从五千年前的黄帝文化到两
千年前的道家、儒家文化，太多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可
以给我们带来心灵的启发、行动的指引。”谈起传统文化
儒道智慧对现代生活的意义，来自台湾的文化学者、美
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傅佩荣的观点旗帜鲜明。

“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了解别人算聪明，了解自己才
是觉悟。人活在世上第一件事就应是了解自己。人只
有了解自己、认识自己，才不会盲目地羡慕别人。”傅佩
荣指出，老子的修养方法是虚与静，并由此孕生智慧。

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人们有时难免会感到纷扰不
安，面对困难境遇，该如何寻得内心的安定？傅佩荣认
为，人们可以借助道家思想理解真实、体悟智慧，超越生
命的苦难，并比对现代社会情境，解除对所谓成功、快乐
的心灵焦虑。他坦言，人生各种处境不可能尽如人意，
当人碰到一些委屈的、失意的、不好的事情，不要抗拒、
不要抱怨，都要安心接受。安心接受之后，才有可能超
越自己，继续向前。

对于道家文化的现代启示，傅佩荣将其归纳为与自
己要“安”、与别人要“化”、与自然要“乐”、与大道要

“游”。 本报记者 王红 文 李焱 图

知识的知识
才是真正的力量

——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

“作为炎黄子孙来到炎黄故里、始祖山下，我非常
激动；新郑市、郑州市、河南省对黄帝文化如此坚持、如
此热心、如此重视，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我非常感动。”
刚说完激动和感动，顾海兵教授就提出了一个让人耳
目一新的观点：“知识的知识才是真正的力量。”

“很多人学习知识、学习文化，往往只停留在表
层。我认为，大家应该寻找的是知识的知识、文化的文
化。学习的学习比学习更重要，管理的管理比管理更
重要，制度的制度比制度更重要。”

面对记者的迷惑，顾海兵娓娓道来：所谓“知识里
面的知识是巨大的力量”，一是要重新认识汉字，二是
要准确认识基本概念。文化的文化，就是文字。如果
对汉字没有足够理解，就不可能理解中国文化；如果对
基本概念的认识产生了偏差，那么所有的分析研究判
断都会产生巨大的偏差。汉字是文化的文化、是文化
的根，不但要认识汉字的宏观价值，而且要认识汉字的
微观价值。赢、管、谐、穷、绝、梦……每一个汉字，顾教
授都能讲出一个个的故事来。在他看来，每一个汉字
几乎都是一本书。

顾海兵表示，我们要学会尊重每一个人，尤其是媒
体在报道新闻时，更要尊重人。“生命的最高境界是尊
重”。 本报记者 张乔普 王晋晋 文 李焱 图

来到新郑
才是真正的“回家”
——访北京电视台主持人徐春妮

“从机场来到会场，一路上的标语非常多，其中一
句‘欢迎回家’让我印象最深，河南新郑是黄帝文化的
发源地，是所有中华儿女的故乡，来到这里，是真正意
义上的‘回家’。”徐春妮担任第五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
的主持，在会场上，她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新郑让我感觉非常亲切。”徐春妮说，虽然她第一
次到新郑主持节目，但是很早就知道这里是黄帝出生、
创业、建都的地方，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便在这里。徐
春妮认为：“黄帝文化涵盖的范围很广、内容更是博大
精深，已经渗透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各个方面，拜祖大
典的举行，可以让传统文化得到更好地普及。”徐春妮
说，为了保证主持不出纰漏，她提前很多天就开始了解
拜祖大典的相关内容。

“能够成为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的首位女主持人，我
感到非常荣幸。”徐春妮说，论坛请到了世界各地著名
的专家、学者，他们都带来了非常精彩的讲座。在论坛
现场，徐春妮在主席台一侧静静坐着，近距离聆听傅佩
荣和钟茂森的讲演，她说，她一直很仰慕傅佩荣，也读
过钟茂森的著作，但是这么近距离与他们接触，还是第
一次，“这么多知名专家和学者集聚一堂，妙语连珠、旁
征博引，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本报记者 李娜 秦华 文 李炎 实习生 徐宗福 图

黄帝文化
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

——访昆士兰大学副教授钟茂森

“我站在此地的讲坛觉得非常的荣幸！”这是澳大
利亚昆士兰大学商学院副教授钟茂森的真情流露。他
表示，能够站在“黄帝”脚下，一起来研讨黄帝文化、中
国人的价值观，自己感到使命光荣，重大。

钟茂森说，黄帝文化不仅是我们的文化，而且得到
了世界的认同。1970年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阿尔
文博士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的辉煌生涯即将结
束时，得出如下结论，他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
到 25 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在《论语》当
中，孔子自己说，他自己并没有创造什么，只是转述古
圣先贤的教诲。追本溯源，他所转述的就是黄帝的教
诲，也就说明是黄帝发现了这个宇宙和人生的真相，创
造了文化，并使这种文化得到了传承。

钟茂森认为，黄帝文化是以人为本的文化，是建立
在人伦教化基础上的文化，它是通往心性上的一个终
点站。作为炎黄子孙，就需要我们从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化当中，找出有利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价值观继
承和发扬，从中找到幸福感和成就感。

本报记者 覃岩峰 文 李焱 图

具茨山岩画
特殊符号之谜有待破解
——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所常务副会长赵德润

“在新郑具茨山发现的岩画，是中原地区首次发现的
史前岩画，所刻的符号还有待破解。专家们认为，岩画形
成年代大体在黄帝时期，距今5000年左右。如果此情况
得到验证，将是研究黄帝文化的重要佐证，也是河南、是
郑州、是新郑对中华文化研究所做的重大贡献。”在提到
具茨山型岩画的时候，赵德润如是说。

“我曾经登临到具茨山上去看这些岩画，3000 多处
的岩画非常的壮观，岩画上有山川、河流、人物等，更多的
是一些符号。”赵德润说，具茨山型岩画有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符号抽象化，比如有大量的圆穴，进行不同的排列，
有的像棋盘一样，有的排列成为长方形，这些符号所代表
的意义和不同排列的不同含义仍未破解。

赵德润介绍说，还有专家认为，这些岩画应该申报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他强调说：“具茨山型岩画是中原
地区首次发现的岩画遗迹，对于我国中原地区的早期文
化和中国岩画的研究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填补了我国
中原地区岩画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具茨山型岩
画的发现，丰富了中原地区古文化的内涵，对探求中华文
明起源过程提供了一类新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化
价值。” 本报记者 李娜 秦华 文 李炎 实习生 徐宗福 图

具茨山岩画
解密炎黄文化的钥匙

——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邢琏

昨日开幕的中国岩画艺术图片展暨回归岩画作品展
中，展出了不少精美的岩画摹本，这都是出自于中央民族
大学教授邢琏之手。昨日来到展览现场的邢琏告诉记者：

“展出的岩画摹本是我多年的心血，我花费了很多年时间
来研究岩画的艺术形式、表现方法，最终以更加剪影化的
方法来表现这个题材，希望能帮助观众直观地了解岩画。”

“由于污染、城市改造等多种原因，国内的岩画消失
得很快。”邢琏痛心地说，岩画是记录人类史前生活的重
要载体，主要反映了当时社会“食”、“性”、“领地”三大主
题，诸如放牧、狩猎、采集、繁衍等众多内容都在岩画中有
所体现，岩画是研究史前人类文明的重要依据，然而现在
国内不少地区的岩画都遭到严重破坏，状况着实令人担
忧。邢琏表示，她希望自己的岩画摹本能为日后的研究
派上用场。

提到我省的具茨山型岩画，邢琏说，国内发现的大多
数岩画都“具象色彩浓厚”，其中的画像一望而知其含义，
而具茨山型岩画中的画像要抽象得多，画像中的某些符号
蕴含的含义尚无从知晓，邢琏表示，具茨山型岩画是我国
的一个特殊岩画类型，与我国其他地区发现的岩画显著不
同，又发现于我国黄帝活动的核心地区，较早地、较清晰地
表达了黄帝时代先人及其后裔对天文、地理的认识，在探
讨我国远古文化的渊源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本报记者 秦华 李娜 文 李焱 实习生 徐宗福 图

具茨山岩画
量大面广全国都罕见

——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兆复

在昨日的中国岩画艺术图片展暨回归岩画作品展
现场，陈兆复作为我国岩画研究类泰斗，也来到了这
里。提到我省具茨山型岩画时，陈兆复说：“具茨山岩
画其数量之大、范围之广，全国都很罕见，这开创了中国
岩画研究的新课题。”

“岩画是先人的遗存，是石头上的艺术，是人类文化
的根。”陈教授说，人类最早是用图像进行交流和传达信
息，后来才出现文字，到了一定的发展程度，文字才逐步
代替了图像成为主要的传播方式，现在，文字和图像同时
传播已成趋势，“图像的传播是超越国界、年龄、教育程度
的，这是图像优于文字的地方。以后，图像传播也许会成
为主要的传播方式。”陈教授强调，岩画作为史前时代人
类较早的传播方式，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谈起具茨山型岩画的学术价值，陈兆复说：“岩画是
原始社会的百科全书，具茨山型岩画作为中原地区唯一
被发现的岩画遗址，无疑为研究史前社会提供了重要依
据。另外，希腊境内有处岩画与具茨山型岩画在形态上
十分相似，这种现象如果是必然的话，是否暗示着人类发
展中存在某些共同规律？”

本报记者 李娜 秦华 文 李焱 实习生 徐宗福 图

欢迎来论坛聆听经典
——访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筹备组副组长、

新郑市副市长刘五一

“第五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的开幕十分成功，嘉宾
邀请工作、会场筹备工作都比较顺利，可以说有章法、有
秩序、有亮点。”昨日，第五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开幕后，
论坛筹备组副组长、博士出身的新郑市副市长刘五一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如释重负。

从论坛的嘉宾邀请、会场布置、安保工作等，不论是
大小事儿，刘五一都要一一过问。他说：“身为‘搭舞台’
的人，我最想把心中的感谢送给身边的同志们。很多前
期准备工作都让大家忙得不分昼夜，尤其是很多同志没
有筹备大型活动的经验，但坚持边学边忙地把各项工作
都顺利完成了。”

“再就是感谢央视总策划朱海老师，他给了论坛很
大的支持。”朱海是央视著名策划人，在国内有很高的知
名度，他的参与，提升了论坛的规格和影响力。

送出一堆感谢后，刘五一笑着对记者说：“新郑是一
个历史悠久的城市，是一个可以探讨文化、说出门道的
有故事的地方，历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的成功举办充分
证明了新郑的文化积淀很深厚。论坛4月4日举行后将
闭幕，这之后，希望朋友还能继续关注论坛，因为名家、
名流的思想火花，对每个人的成长都是有益处。”

本报记者 高凯 文 李炎 实习生 徐宗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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