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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
——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常文光
“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核心文化，它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最原

始的和谐思想。”中金基业集团董事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兼职教授、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常文光在炎黄文化研讨会上，接受
本报专访时说。

“我第一次参加拜祖大典活动，心情很激动。”常文光说，黄帝故
里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拜祖的圣地，来到河南来到新郑，他有一种
回到家的感觉，非常亲切。

常文光告诉记者，他热衷教育、文化产业，2001 年创办中金基
业集团，开发黄金文化产业，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
常文光多年来积极投身国际高等教育的创办，为推动内地与港
澳乃至东盟地区、葡语国家的高等教育交流做出了极大贡献。
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获得“中华公益事业功勋人物奖”等多
个荣誉称号。

“身为炎黄子孙，我们有责任珍惜自己宝贵的文化传统。”常文光
希望有更多的海内外华人能来新郑拜祖寻根，共同为伟大祖国祈福
助威，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本报记者 王晋晋

提高继承炎黄文化精神的自觉性
——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艺术

研究院教授任大援
“通过拜祖，用庄重诚敬的形式表达炎黄子孙慎终追远的心理，

对于丰富我们的精神境界，提高继承炎黄文化精神的自觉性是极其
重要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任大援
这样阐述拜祖的意义。

要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炎黄研究是一个不可或缺
的重要方面，在我国，东起上海，西到乌鲁木齐，都有纪念黄帝的古
迹。在经济社会发达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黄帝？如何弘扬炎
黄文化？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

任大援表示，首先要提倡慎终追远、强调文化自觉。中华民族的
历史，五千年延续不断，中华文化精神，在历史发展中内涵越来越丰
富，需要我们不断发掘，为现实服务，这就是文化自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将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历史资源。

其次，要崇尚历史文明、努力开拓进取。黄帝时代是一个中华文
明的开创阶段，是一个发明创造的时代。黄帝时代的中华文明，不仅
有物质文明的创新，更有制度文明的创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
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今天需要我们大力弘扬。

最后，要树立百川归海、中华一统的理念。弘扬中华炎黄文化要
让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走进百姓，走进课堂，高举炎黄这面旗帜，不
断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共识，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大力发展特色文
化。 本报记者 王 娟

文化底蕴让河南更有魅力
——访北京大学教授张希清

“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河南独有的魅力。”作为一
名“走”出河南已经48年的老河南人，北京大学教授、历史文化研究所
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张希清依然以身为一名河南人而
骄傲。

“黄帝文化是根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张希清教授说，一
年一度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让分散在全球各地的炎黄子孙“有家可
归”，加强了炎黄子孙的凝聚力。

提起目前河南的发展，张希清高兴不已：“《国务院关于支持河
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中指出，中原经济区有五
大战略定位。”他说，其中“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这个战略定
位独一无二，“虽然江浙等地区的经济比河南发展迅速，但是，这
个文化传承创新区却非河南不可，这是河南的独有定位，是河南
文化底蕴的象征。”张希清教授再三强调说，传承创新华夏文明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政治体制的完善，都
需要建立在文化的基础上。“拥有悠久文明历史的河南，一定会拥
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张希清教授生于 1945 年，河南濮阳人，1964 年考取北京大学之
后，便一直在北京生活，不过，他用河南话幽默地说：“不管走到哪里，
我都是河南人，根在河南；不管中国人走在哪里，都是炎黄子孙，都要
承认炎黄文化的根在河南。”

本报记者 李 娜

炎黄文化永不过时
——访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李庆本

“曾有人认为中国传统的炎黄文化阻碍了经济发展，但实践证
明，当炎黄文化完成现代转型后，她完全成了经济现代化的助推器。”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李庆本认为，历经千百年，
炎黄文化历久弥新、永不过时。

参加炎黄文化研讨会的时候，李庆本教授特意穿了一件具有中
国传统意义的红色上衣，提到黄帝文化，他赞不绝口：“中华文化是中
华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华民族共有的
精神家园，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河南又是中华文化传承创新
的核心区域，新郑又是黄帝的故里，在这里，我能深刻地感觉到深厚
的历史底蕴、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

“进入近代以来，西方科技文明突飞猛进，我们一度认为是中国
传统的炎黄文化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实际上，炎黄文化永不过时。”李
庆本教授如数家珍，他说，传承千百年的炎黄文化，至少有三条核心
价值理念可以作为全人类的普遍价值：一条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一条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还有一条为“和而
不同”。

如何更好地弘扬炎黄文化，李庆本教授认为，“我们既要珍视我
国传统炎黄文化的独特价值，也要发掘她的普世价值；不仅要传播中
华传统炎黄文化，也要传播中国现当代文化。” 本报记者 李 娜

中华文化源头在中原
——访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阎纯德

“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元文化，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中华文化的
源头。”在炎黄文化研讨会上，北京语言大学教授阎纯德说，远在黄帝
时代，中华民族就有了自己的文化，生生不息，世代相传，营造了华夏
民族的精神家园。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称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文化，
是自然朴素、以民为本、造福于民的‘天人合一’的元文化。黄帝文化
肇始于三皇五帝时代，其源头在中原。”阎纯德说，在源头文化的研究
与追溯中，可以解答关于文化起源、文化起点、宇宙数字化等一些久
悬不决的文化难题。研究远古，是为了现实。只要找到了中华先贤
创造中华文明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只要找到了中华先贤提出问题与
解答问题的方法，完全可以创造出新的辉煌。

“‘黄帝文化’的河面将越来越壮阔，向前的姿态将越来越雄壮，
作为国家和民族之生命和精神的中华文化，在嬗变中回归，在复兴中
成长。从黄帝文化出发，再造伟大的中华文明。”阎纯德充满信心地
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在世界东方生生不息数千年，我们所赖以生存
的就是文化。虽然我们的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有其变化，从最初的

“黄帝文化”，变异到“皇帝文化”，这个变化仿佛也是人类历史发展中
的一个“规律”性的过程，但是我们的文化，总是以一种海纳百川的姿
态融汇着各种先进文化。 本报记者 汪 辉

炎黄文化研究需要加强交流
——访西北大学教授刘宝才

“加强交流是弘扬炎黄文化的必由之路！”西北大学教授刘宝才
在炎黄文化研讨会上，激动地表达了他对炎黄文化的热爱。刘宝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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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重大。

刘宝才说，炎黄文化反应炎黄时代的特征，突出体现炎黄时代的
创新精神和凝聚精神。如何论述炎黄文化的创新精神和凝聚精神，
如何认识创新与凝聚的关系，他认为这是交流的重点。全部文化史
证明，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文化发展的宽广致远之路。炎
黄文化研究是多学科研究，主要涉及的学科是历史学和文化学两大
学科。为了整合各个学科的有关研究成果，构建炎黄文化的学术体
系，非常需要加强不同学科研究情况的交流。

“如何弘扬炎黄文化，是本次学术研讨会主题之一。”刘宝才认为，
炎黄文化不仅是我们的文化，也是世界的文化。他建议编撰《中华炎黄
文化丛书》，把这套丛书作为一种交流方式，集中反映炎黄文化全貌，介
绍炎黄文化的基本资源和已有基本研究成果，体现炎黄文化的形成、发
展脉络和在当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中的价值，让更多人了解炎黄
文化，真正把炎黄文化发扬光大。 本报记者 王晋晋

本版图片 唐 强 摄

让民族文化精神走进民间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副所长、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震中
“郦道元《水经注》曰：或言县故有熊之墟，黄帝之所都也，郑氏徙

居之，故曰新郑。新郑是黄帝族在漫长的发展和迁徙过程中的重要
居地之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为黄帝族和黄帝文化圈的政治、军事
和文化中心。在这样一个文化圣地举行炎黄文化研讨会，意义非
凡。”王震中这样阐述黄帝文化的渊源。

新形势下，如何弘扬炎黄文化，推动21世纪中华文化大发展？王
震中说，让我们的民族文化精神走进民间很重要，我们要把在新郑发
现的一系列上古文化和新郑黄帝文化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深入
研讨下去，在增强学术性和科学性的前提下，增加民众参与性，推出
通俗读物、走进校园课堂、打造文化精品，提高大家的文化认同和文
化自觉。

王震中说，炎黄人文始祖是开拓与创新的象征。如果把远古时代
炎黄族所创造的文化视为狭义的炎黄文化，那么整个炎黄子孙、华夏儿
女所创造的文化就可视为广义的炎黄文化。我们要高举炎黄文化这面
旗帜，同祖同根，同愿同向，大力推进新时期的文化大发展，打造新郑乃
至中原地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 本报记者 王 娟

黄帝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起源
——访天津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周延良

一个民族得以延绵不断传承和发展的最原始动力就是它的古老
文化。黄帝是众多华夏儿女的先祖，他留下来的千古文明也是我们
民族文化的起源。

“老祖先黄帝对后代人最大的贡献就是文化。”周延良如是说。
黄帝从创业伊始，便逐渐形成了勤劳、勇敢、创造的精神文明，建立部
族后，精神文化也成为对后史影响最为深远的财富。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河南新郑，我觉得拜祖大典举办得非常好、
很有必要。”周延良表示，拜祖大典及黄帝文化的探讨能唤起中华儿
女对传统文化的回忆和追随，我们应该在日常的创造、创业过程中汲
取其精髓，传承和发扬炎黄文化的真谛。对于如何发扬传统文化，周
延良认为应该自上而下进行教化，吸取精华，结合实际，学习探讨。

“最重要的是讲诚信，这是一切行为人之间交流的最基本准则。”
周延良说，河南是块宝地，自古以来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

历史上河南就有不少名人，例如杜甫、白居易、刘禹锡等历史文豪。河
南又是黄帝文化的发源地，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文化积淀对河南建设发展贡献的力量不可估量，传承炎黄文化，将在很
大程度上促进中原神州大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本报记者 刘伟平周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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