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高慧 刘栓阳 通讯
员 王凯 文/图）4 月 3 日，中国岩画艺
术图片展暨回归岩画作品展在新郑隆
重开幕。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赵德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
岩画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国岩画研
究中心名誉主任陈兆复，中央民族
大学教授邢琏，央视著名策划朱
海，省文物局原局长杨焕成，三峡
大学中国岩画研究中心主任杨超，
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张
新斌，方城县政府副县长夏天俊，
以及新郑市领导高林华、王军生、
彭德成、刘五一、戴宇林等出席开
幕式。

本次岩画展所展出的作品丰富
多样，不仅有河南省具茨山型岩画中
的精品，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区的

中国古代岩画代表之作，还有一部分
是世界岩画的摹本和现代“回归岩画”
的作品。

展出岩画艺术图片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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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轩辕大帝》剧本

黄帝是文化超人
国学大师、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 傅佩荣
黄帝是文化超人，在他身边我们所有想象

到的文化产品都一一出现。所以我们说今天在
纪念黄帝的时候，发扬黄帝的思想就要记得古代
伟大的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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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拜祖大典让新郑一直新下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顾海兵
作为炎黄子孙来到黄帝故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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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捉住了黄帝文化这个点非
常好，做拜祖、黄帝文化论坛这些事也是很有价
值的，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对黄帝文化做好价值评
估。希望通过多元化的方式继续做好我们的拜
祖大典，让新郑一直新下去。

黄帝文化历久弥新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台湾

成功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研究员
钟茂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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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文化是通我们心性
的，它是一种手段、一种门径。中华传统价值观，
黄帝乃至黄帝以前的圣人留给我们的无上的文
化瑰宝，概括起来就是：孝悌忠信，仁义礼智，诚

敬谦和。它是以道为体，以仁为衣，以孝为本，以
圣为归。中华传统价值观能从根本上帮助解决
人类社会的危机，和谐天下。

中华文明源于黄帝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房宁
中华民族的文明没有消解在其他的文明之

中，始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自主的发展，最主
要的是有核心文化的支撑，这种核心文化来源于
黄帝。来到河南、来到新郑，有了回家的感觉！

黄帝文化“以和为贵”
著名学者、媒体评论人 李晓宁
黄帝精神核心的部分就是“和”，讲尊重别

人，讲谈判、讲妥协、讲认同。这是非常重要的核
心。 中国人很能忍，中国人在“和而不同”的时
候能够做适当的妥协。妥协不是投降，忍让不是
放弃。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和”、“和谐”不是一
团和气，你好我好他也好的互相吹捧，而是要实
现一个非常和谐的道路。 几千年来黄帝文化它
非常重要的精髓就是在这儿。

黄帝文化蕴含天道、师道、孝道
思八达集团董事局主席 刘一秒
中华民族能在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生生不

息、不断前行，离不开传统文化的传承，而其传承
的精髓就是黄帝文化中蕴含的天道、师道和孝
道。我认为拜我们中华民族的始祖，可以让我们
中华儿女每个人变得强大，这个强大就包括精神
境界。伴随着我们中华民族的崛起，我们从硬实

力到软实力开始向世界各地辐射的时候，肯定要
伴随着我们天道、师道和孝道，慢慢开始影响其
他各种文化。

黄帝文化滋养了华夏儿女
上海世博会开闭幕式总导演、国家一级导

演、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副总裁 滕俊杰
这次来到黄帝的故乡，内心怀着深深的敬

意，这片土地人杰地灵，孕育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文
化，这片土地又在今天焕发着勃勃生机！团队合
作精神是办好世博会、开闭幕式的关键！这就是
受益于我们的黄帝文化。黄帝文化滋养了华夏儿
女！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炎帝、黄帝在这里开
始了我们中华民族的漫漫征程，特别是我们的轩
辕黄帝，开元文化的创造性，王道文化的坚持统
一、次序，这些文化现象一直被华夏儿女学习至
今。

获得幸福感诀窍——敬、静、净
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 张颐武
2008年3月，我非常荣幸在这个地方发表过

一次演讲，也是在黄帝的注视之下。现在过去好
几年，时间不断变化，但不变的是我们的内心世
界，不变的是大家对黄帝的一片赤诚之心。我想
延续上次的主题，就叫做“幸福和认同——中国
人价值观的意义”。幸福感决定认同，中国传统
文化创造了一套提升幸福感的有效路径，它就是

“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的“敬、静、净”。

“这里是我们下一个项目首选地”
世农泰运集团总裁 杨智为 第一次来参加

拜祖大典，对新郑这个城市印象很不错。能参加
这样大型的拜祖活动，我感到很荣幸。同时河南
作为农业大省，我们集团下一个项目就打算在这
里开展。

“新郑投资环境适合企业发展”
成都新尚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唐立新 去年

年底来新郑考察之后，感觉新郑这个城市经济发
展速度很快，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利，紧邻
机场、紧靠郑州；而且新郑的领导办事能力强、效
率高、工作很务实、创新意识非常强。这么多优越
的环境投资条件，非常适合我们公司投资旅游文
化、城市综合体等项目。我以前在电视上看过新
郑市举办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作为炎黄子孙的
我很希望能来现场感受一下那激动人心的场面。

“黄帝文化会吸引更多客商”
陕西延长中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敏 我们公司这次在新郑投资的是能源化工项

目，新郑市委市政府打造了很适合我们投资的良
好环境，我相信我们公司在这里会有更大的发
展。新郑是黄帝出生的地方，五千年的黄帝文化
使这座城市拥有悠久的文化底蕴，参加完拜祖大
典以后，我感觉黄帝文化的魅力会吸引越来越多
的客商来这里投资。

“这里有三产服务业很好的发展
前景”

无锡豫商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传
亮 新郑人文环境好，也是黄帝文化的发源地，这
里临近河南省省会郑州，交通便利，这对于我们投
资三产服务业有很大的优势和发展前景，我们会
利用这种优势条件发展项目。

“投资环境越来越好了”
河南省山东商会会长 刘继臣 作为一名河南

省山东商会会长，我来新郑已经很多次了，新郑一
年比一年漂亮，投资环境也越来越好了，我们山东
的企业在新郑落地的已经有七八个了，投资环境
的改善，会让企业和地方政府实现双赢。

拳拳赤子
祝愿根脉永传
本报记者 赵地 边艳 李楠楠 王吉吉 高凯

万斌 李佳浩

一下飞机，路上就看到了大标语“欢迎您回
家拜祖”，感到非常的亲切。咱们中华民族是一
个古老的民族，我们的祖先黄帝在这片土地上
开疆拓土，创造和开拓了炎黄的文化，作为一个
炎黄子孙，能够来到黄帝故里，真的是感觉到家
了。

——新中国第一位电视播音员、著名电视
主持人沈力

我看到那么多人在祭拜先祖的时候，非常
激动、兴奋，也非常感慨。我想我们的炎黄子孙
应该更加齐心协力把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昌
盛。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著名歌唱家
李谷一

我从事边疆文艺62年，一直用歌声促进民
族团结，我认为举办拜祖大典可以更好的凝聚
民族精神，弘扬传统文化。作为炎黄子孙前来
拜祖，感到特别激动和高兴。

——中央民族歌舞团艺委会副主任、著名
歌唱家胡松华

这是我第一次来新郑，看到新郑这个城市
多好呀，漂亮、干净、整洁。新郑是黄帝的出生、
创业、建都之地，能在这里举办拜祖大典真的很
有意义。以前在电视上也看到过拜祖大典，可
到了现场我激动的心情仍难以平复，我为自己
是炎黄子孙而骄傲、自豪！

——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著名钢琴
家刘诗昆

我很高兴能在这个美丽时节来到新郑和大
家共同参与此次盛事。今天一下飞机，在来会
场的路上，看到很多标语，最让人欢喜的一个标
语是“欢迎回家”。这确实是我们的家，有大家
共同的根基，有共同的祖先黄帝，是黄帝出生、
建业、建都的地方，所以我想来到新郑大家可能
都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回家的感觉真
的很好。

——北京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徐春妮
一年前我因生病动了一次大手术，这次来

参加拜祖大典，是病愈后首次出北京。这期间，
我曾多次接到各界邀请，如学生开演唱会、出国
讲学、看世博会等等，但是都一一拒绝，唯独在
接到参加拜祖大典的邀请之后，欣然同意。我
认为，新郑历史悠久，文化深厚，到这里参加这
样的盛世庆典很有意义，值得来。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学
院院长金铁霖

来参加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我感到很
开心、心情很激动。以前也来过新郑，可如今的
新郑和以前大不一样，街道干净整洁、经济发展
速度很快，变化可真大呀！作为炎黄子孙的我
始终会怀着这颗感恩的心去创业、去关爱社会。

——2010年度全国劳动模范黄久生
看到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有一种回家的

感觉。能两次被邀请参加拜祖大典，我为自己
是消防兵自豪，更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自豪。

——感动中国人物全国十大灭火救援尖兵
李隆

以前每年都通过电视直播看大典的盛况，可
没想到今年居然受邀能来现场参加拜祖大典，当
时接到电话心情别提有多激动、多高兴了。

——感动中国人物周口淮阳许湾乡希望小
学校长李灵

这是我第五次来到新郑拜祖，作为海外的
炎黄子孙能够来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心情
非常激动。我们就是来认祖归宗的，同根同族
同源已深入我心，衷心地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美国中华总商会主席、美国美孚国际
集团董事长陈清泉

我来自澳门，这是我第三次来到新郑参加
拜祖大典。可以在祈福树下悬挂祈福牌，让我
感到非常的神圣。我在此祈福世界和平、中国
昌盛、人民幸福。

——澳门世界华商总会会长、华盈环球有
限公司董事长林健生

这几年新郑市的变化确实很大，特别是黄
帝故里景区的扩建以及历年拜祖大典这一盛事
的顺利举行，更是提升了新郑的知名度。拜祖
大典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盛典，希望能成为一
个长期的弘扬黄帝文化的标志。

——郑州布瑞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
长卢天明

这是我首次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深感
荣幸和自豪，故里优美的环境和热情的人民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根同祖、振兴中华”，
恭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广州亚运会皮划艇三枚金牌获得者张
国龙

本报记者 陈扬
今年，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官方网

站、新郑市政府网站拜祖专题和新郑轩辕黄帝
故里景区门户网上均开设了网上拜祖平台，截
至4月5日（农历三月三）中午，留言合计已突破
9 万条，在此，记者摘编网友拜祖留言，以飨读
者，再拜始祖：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网友：祭祀华夏先
祖，祈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脉永昌，愿祖国
永远繁荣昌盛、人民永远幸福安康！

河南省郑州市网友：轩辕黄帝，功德无量；
开疆拓土，中华名扬；传承文化，民族之光；佑我
华夏，雄立东方。

河南省登封市网友：一拜山川河流美，二
拜炎黄史渊源，三拜历代豪杰壮，四拜先烈斗志
顽，五拜英雄模范多，六拜华夏子孙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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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客商
畅谈大典与新郑

本报记者 赵丹赵杰李楠楠高凯 边艳

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祝愿祈福祝愿祈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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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专家学者 纵论黄帝文化
本报记者 孙瑞 高慧 王吉吉 高凯 李楠楠 刘栓阳 特约记者 闫福新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高慧 通讯员 王凯）
4月 4日，作为第五届黄帝文化国际论
坛重要活动之一的岩画座谈会在新郑
举行。陈兆复、邢琏、杨超等著名专家
学者以及省、郑州市文物部门，方城
县、淅川县负责同志和新郑市领导刘
五一出席座谈会。

座谈会上，专家们广泛探讨了

具茨山岩画的特点和价值，交流了岩
画的保护和研究工作经验。具茨山
岩画研究中心发出倡议书，提议将近
年来以具茨山为中心发现的岩画命
名为具茨山型中原岩画，并倡议协商
成立中原岩画协会。新郑市及方城
县、淅川县领导分别在倡议书上签
字。

倡议成立中原岩画协会

本报讯（记者 李楠楠 赵杰）4月4
日，豫剧《轩辕大帝》剧本论证会在新
郑市举行。新郑市领导王广国、高林
华、付桂荣、刘五一参加。

论证会上，国家一级编剧姚金成
介绍了豫剧《轩辕大帝》的创作思
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赵德润，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
究所所长张新斌，河南省图书馆研究
员蔡柏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

究员蔡全法，河南省艺术研究院副院
长谭静波，郑州市豫剧院院长虎美
玲，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刘文学、赵忠祥等，参加了讨论。
大家认为，黄帝文化是新时期戏曲非
常珍贵的题材，戏曲剧本的成功创
作，填补了黄帝文化以大型的戏曲
舞台表演形式宣传、表现的空白，
并对新郑市委市政府创排该剧表示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