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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是全世界华人精神象征
——访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李耀宗

“只有黄帝才能凝聚起全球华人的民族精神，黄帝是全世
界华人的精神象征，黄帝文化是‘文化中国’的象征。”1991年，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李耀宗就来郑州参加过“黄帝故里”论证
会。虽然20多年过去了，但昨日谈起黄帝和黄帝文化，老人家
依然难掩兴奋之情。

“黄帝是文化立国的伟大始祖。”李耀宗说，在“精神文化”
立国上，黄帝极为重视“精神”力量，毅然以“消弭战祸，趋于大
同”为“立国”指导思想。在“物质文化”立国方面，“裴李岗文
化”等诸多文物及见诸地面的遗迹、遗址，表明黄帝时代有出色
的“物质文化”。在“行为文化”立国层面上，除匹配“心、物”两
态文化之大量“行为”外，其余无数“行为”录载于数千年民众口
碑与习俗之中。在“制度文化”立国上，黄帝的“制度文化”更是
惊人地完美，其一系列政权建设、国家管理，精妙异常，史称“极
治”，堪称纵贯古今数千年中国特色“制度文化”之源。

李耀宗呼吁：我们所憧憬的“文化中国”、“文化强国”，远非
止于历史，而应该是有着更高目标的远大理想，并付诸实践的

“文化中国战略工程”。
本报记者 汪辉

郑州让我感受到强烈文化气息
——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尹鸿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一踏上这片神州大
地，便嗅到一股强烈的文化气息，朝拜感、敬畏感油然而生！”昨
日上午，在第六届黄帝文化文坛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
院长尹鸿谈起黄帝文化，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尹鸿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作为炎黄子孙，
大多数人却对祖先的文化了解甚少，更不懂得如何传播，黄帝文
化国际论坛为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平台。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之根，每每提及，都会有对这种根文化的朝拜感、庄严
感。作为学者，我们应该深入学习其精髓并将其传播出去。郑
州作为黄帝文化的发源地，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更能促进其经
济发展，提升城市形象及品位。

“学习传统文化最能引发中华儿女的情感共鸣。”尹鸿认
为，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和拜祖大典能深刻地打动内心，引起情
感回归。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媒体传播、学校教育、日常生活、
使用历史符号等文化载体充分传播老祖先的文化，让这种传
统文化薪火相传。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拜祖大典国典风范日益彰显
——访北京炎帝神农书画院院长王金平

今年已是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开坛的第六年。每年的黄帝文
化国际论坛已经不仅仅是学者专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更是对先
祖优秀文化的深入探究和传承。黄帝文化以其“根文化”的独特
姿态吸引着海内外中华儿女。

北京炎帝神农书画院院长王金平是首次参加黄帝文化国际
论坛，他表示，当下全球化竞争日益加剧，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碰
撞更加直接，中华民族要增强世界影响力和话语权，就必须增强
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强大影响力。

“我是搞美术的，我觉得美术是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好形
式。”王金平说，雕塑是美术的重要内容，每次路过黄河游览区，
看到炎黄二帝的雕像时，都会佩服其恢弘、大气。

“炎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之根、之魂。”王金平说，在中华
民族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凡是继承这份珍贵遗产的历史时期，政
治、社会和文化就会进步与繁荣。拜祖大典升格为国务院批复、
省政府主办以后，国典风范日益彰显，黄帝文化也随之更加详实
地展现在炎黄子孙面前。发扬中华民族根文化有利于吸引四方
华人前来拜祖，有利于海峡两岸的交流、海外华侨联谊，提升中
华民族的凝聚力。

本报记者 刘伟平

中华文化内涵是以民生为本
——访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绍连

“黄帝文化是中原古代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华古代文化的主
流，我们今人研究黄帝文化，是为了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发
展社会主义现代新文化。”河南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绍
连认为，读史以明智，研究黄帝文化，是为了让百姓在日常生活
中继承和弘扬黄帝文化。

李绍连是广东人，但是他非常热爱中原黄帝文化，“离开中
原黄帝文化谈传统文化，是没有根基的。”说起黄帝文化的精髓，
李绍连认为，黄帝文化具有“土根性”，其实质是爱土地、爱家乡，
也能延伸为爱国。“仁义也是黄帝文化的精髓之一，中国传统文
化中以仁为德本，以义为行动准则，这也是来源于黄帝文化。”

李绍连认为黄帝文化内涵主旨以民生为本，民生至上。黄
帝文化也有“娱民性”，因此，“弘扬黄帝文化，主导思想应是依靠
人民服务人民。”

“黄帝文化还具有朝气蓬勃和永不懈怠的进取特性。”李绍
连认为，正是因为这个特点，黄帝文化才能长盛不衰。

李绍连说，对黄帝文化最为有力的弘扬，“是让广大普通群
众了解黄帝文化，从而在日常生活中继承和发扬她的文化精神，
做到自觉实践之。”

本报记者 李 娜

每一次聆听都是学习良机
——访央视著名主持人马东

“我感觉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越办越好了！”在第六届黄帝
文化国际论坛的后台，记者采访到了担任此次论坛的主持人马
东。一向机敏、风趣的马东开口第一句话便赞起拜祖大典。

已多次来参加拜祖大典的马东，不愿意错过任何一场论坛
专家讲座。“听专家们的讲座是一种提高。”马东说，黄帝文化
博大精深，这么多知名专家和学者集聚一堂，妙语连珠、旁征
博引，他相信这对聆听论坛的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难得的
学习机会。

“能多次来参加拜祖大典，我很荣幸！”马东讲，他与河南
很有缘分，自第一届拜祖大典活动举行以来，他就多次担任拜
祖大典活动的主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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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炎黄子孙能够在我们
的祖先诞辰纪念日，用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先的祝福之情，很珍
惜这次机会。

“郑州日报，掷地有声！”采访结束时，马东欣然为本报读者
送上祝福。

本报记者 王晋晋 李娜

河南底蕴深厚一定会创造辉煌
——访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商传

“有黄帝文化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做基础，河南一定会
创造辉煌。”虽然在3月22日已完成了自己的演讲，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先生昨日还是
来到了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现场，聆听其他专家的讲座，在接受记
者采访的时候，他笑称对河南的未来充满信心。

“炎黄文化不得了。”商传的一句赞叹引来不少人会心一笑，
他说，在近 6000年的人类历史上，出现过 26个文明形态，但是，
只有中国的炎黄文化体系是长期延续发展且从未中断过的文
化。“就像人类一样，长寿是最强大的基因，而炎黄文化传承了这
么久，说明她足够强大，真的不得了。作为黄帝文化的源头，河
南、郑州、新郑也不得了！”

“我经常来河南，每次来这里，都觉得焕然一新，发展得非常
迅速。”商传感叹，“河南是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文化大省，是炎
黄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目前，尤其在国务院提
出中原崛起战略目标之际，河南的发展更是坐拥天时地利人和
的良好局面，我相信，河南的未来一定是辉煌的。”

本报记者 李娜 王晋晋

中原是中华文化的摇篮
——访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组长牛文元
“这次回到黄帝故乡，内心怀着深深敬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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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
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在第六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如是说。

“我是河南人，这次拜祖我是真正回到了家乡！”牛文元深情
地说，寻根黄帝故里是令世界华人瞩目的一件盛事，作为人文始
祖黄帝的子孙，他感到很骄傲。牛文元说，他的家乡在焦作，外
出创业50余年，如今回到故乡看着河南的变化很激动。牛文元
曾获国家发明奖，中科院科技进步一等奖，中科院科技进步三等
奖，洛克菲勒基金会杰出科学家奖等一系列重要奖项。

牛文元表示，中原是中华文化的摇篮。文明的领先地位，
必须对应历史舞台、现代舞台和未来发展。“河南是文化大省、
粮食大省和人口大省，目前中原经济区战略地位的确定，为中
原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时机。”他希望河南做好炎黄文
化传承工作，加快经济腾飞，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

本报记者 王晋晋 李娜

保护文物就是保护文化安全
——访刑法学博士、公安部办公厅副主任、

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
炎黄文化是一面旗帜，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的象征。

打造华夏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需要我们加大对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加强文物保护意识，严厉打击文物犯罪。昨日，在
第六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刑法学博士、公安部办公厅副主
任、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向大家发出呼吁。

武和平说，优秀的文化遗产，既是中华优秀精神传统的家
园，又是享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并有精神教育、审美愉悦、科学
研究的丰富功能，具有现实与长远的意义。中华文明是五千
年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传统文化，而文明的载体——历史
文物却不可再生。

武和平表示，文物犯罪既破坏国家形象，又危害文化安
全。在传承炎黄传统文化的同时，我们更要注意保护文化安
全，要依法规划文物保护区，确定重点保护遗址、遗物，落实专
门的力量实施管理；通过教育使公众自觉抵制并举报文物犯
罪，使这种非法活动受到社会谴责；加大对文物保护的投入，
实行严格的人防、技防和物防。

本报记者 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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