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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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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年

本报讯（记者 陈扬 通讯员 柳伟峰）
三月三，拜轩辕。壬辰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吸引了全球华人的目光，在网络
上，恭拜始祖、祈福中华、关注故里的热
情也连连达到“沸点”。仅第六届黄帝文
化国际论坛直播点击量，就在一天内达
到19700万次。

据悉，3月22日至24日，壬辰年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及系列活动第六届黄帝文
化国际论坛、第三届全国炎黄书画展、炎
黄文化研讨会等在新郑成功举办。本次
拜祖大典系列活动，得到了人民日报、新
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媒体；人民网、新
华网、新浪、搜狐、腾讯、网易等国家重点
新闻网站和知名商业网站；香港大公报、
香港凤凰卫视、台湾东森电视台等港澳台
媒体；河南日报、河南电视台、郑州日报、
中原网等省市媒体，共计150余家的现场
采访报道，相关媒体推出专题报道。

“新郑发布”政务微博平台，也在第
一时间发布拜祖大典系列活动相关图片
和信息，供大家查看和留言，收到了良好
的互动效果。

拜祖大典系列
活动广受关注

论坛直播点击量近2亿

炎黄文化研讨会
在新郑举行

本报讯（实习生 杨志 刘艳艳）3 月
23日，壬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系列活
动——炎黄文化研讨会在新郑举行。

研讨会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河
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主办，来自中
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先秦史学会、
中国明史学会、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等单位的
几十位权威专家纵论炎黄文化，共商文
化繁荣。该市领导郭明熙参加。

与会专家学者们首先观看了反映
具茨山岩画的发现、踏察、研讨的纪录
片《探秘具茨山》，对黄帝故里的新探索
表示赞赏。接着，王震中、任大援、宫长
为、李耀宗等专家学者从“如何打造华
夏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域”、“如何弘扬
炎黄文化”、“具茨山岩画与黄帝文化”
等方面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畅所欲
言，各抒己见，从哲学、历史学、考古学、
语言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经济
学等多领域、广角度、深层次进行了深
入研讨，对于弘扬炎黄文化、凝聚民族
精神、发展文化产业、打造华夏文明传
承创新核心区有重要意义。

3 月 24 日上午拜祖仪式后，与会专
家学者到具茨山实地考察了岩画文化。

第三届全国
炎黄书画展开幕

本报讯（记者 陈扬 李伟彬 实习生
杨志 刘艳艳）3 月 22 日上午，壬辰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系列活动之一的第三
届全国炎黄书画展，在郑州大学西亚斯
国际学院隆重开幕。中华炎黄文化研
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希清等文化界人士
和新郑市领导高林华、郭明熙、刘五一
等出席开幕式。

据悉，本届书画展由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和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
主办，新郑市炎黄书画院承办，展出作
品一百多幅，主要是祖籍新郑和在新郑
长期工作过的书画家提供的佳作，书体
全面、风格多样、题材新颖。

盛世起航 主宰未来
——中国当代著名编导艺术家、

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 陈维亚
2008 奥运会在北京举行了，这是中华民族五

千年的第一次。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感到骄傲和自
豪。现如今，奥运会火炬已经传到了英国，我们
期待大英帝国的后裔们，今年奥运会开幕式能够
超越我们，比我们更精彩。但是我想中国人是无
法超越的。所以我们这些黄帝的子孙后代们，要
充满信念，坚定地、永远地向前、向前、向前，
未来的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世纪，大家共同起
航。

看江山如画 论文化龙腾
——专家学者纵论黄帝文化

本报记者 陈扬 边艳高凯 李伟彬 特约摄影记者 刘明甫 文/图

传承创新 文化繁荣
——著名文化学者、作家 余秋雨
大典不是一个陈旧的祭拜仪式，恰恰相反，是一个

非常好的重新选择传统、继承传统、重新把中国的文化
往前推进的一种新的生命力的行为。

本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有一个非常美丽的题目
“江山如画”，这是一个充满诗画的题目。“江山如画”之
所以像“画”，它已经是自然的“ 人化”了。自然已经

“人化”了，它一定是有人出现才产生如画的感觉，不仅
是你对自然进行改造，哪怕你不动手脚、你只是惊叹
它，你目光惊叹它的时候，它已经人化了。我们每一次
在拜黄帝的时候，都应该感觉到五千年传承下来的一
切都在变化，唯一没有太大变化的就是如画的江山，唯
一没有太大变化的是这块土地上的山水。

黄帝故里 人杰地灵
——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商传

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不仅有黄帝这样的人，
还有我们中华文明一代一代的传人，可以说我们这个
地方是人杰地灵的，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新郑的历史名
人——高拱。

史书上记载，高拱要求所有的地方官员每个人都
要选好他所在地区的后备干部，而且都得记好了名字，
所以他掌握了大量的干部人才，一旦出现应急情况国
家某一个事需要人了，他马上就能从里面找到合适的
人。所以他任吏部尚书时所建的功业所有人都不能跟
他比，后世对他评价是他举荐的人各顶各的都是好样
的，他真是做足了功课。

推崇文化 爱护文物
——刑法学博士、公安部宣传局

局长、新闻发言人 武和平
为什么我要到新郑来，因为要拜见我们的始祖黄

帝。我的内生动力是因为新郑重文化、宠文化、爱护
文物，而且把我们的黄帝高高地“建”起来，让我们全
世界的华人都敬仰我们的黄帝。

中华文明上承百万年文化的根系，下有万年的文
明净化。它是五千年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立于世
界之林的文化，但是附着于物化的文明载体却不可再
生、弃多增少。试想如果没有河南安阳出土的几十万
件甲骨文，就难以证明公元前21世纪中华文明繁盛的
程度。没有万里长城就难以找到更适合代表中华民
族气节的坐标和象征，对源远流长的历史，倘若我们
只能凭借片纸只字中去寻觅和想象，将会多么的苍
白！

文化对话 赋予生机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常务副院长 尹鸿
新郑这个地方是中国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也

是中国文明走向成熟的一个区域。那么在漫长的
历史过程中，我们是唯一一个保存了几千年文明
不断的国家，而这个文化在长期的过程中，应该说
是受世界羡慕的。

文化寻根，我们对传统要有敬畏，但是我们一
定要有扬弃，否则传统文化就永远是传统，永远不
能变成现实。我们要让传统文化在今天有生命
力，要把这个根留得住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让他跟
现代对话、跟世界对话、跟普世价值对话，中国传
统文化才有复兴的、真正的机遇。

文明本源 真 善 美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

研究组组长 牛文元
黄帝是人们的人文始祖，而中原又是中华的摇

篮。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让我们来传承中华的文明，
来围绕着中华文明思考我们的现在和未来，应当是十
分有意义的一件事。

文明就是对于人类普世规则的觉醒、萃取、反思、
认同、传承的动态增值过程。文明是在变化的，但是
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把人类最美好、最理性的那一部
分给保存下来。人类的理论思量是对真善美的逼
近。什么叫真？就是符合规律、就是符合规则。什么
叫善？就是人心对善能够怜悯、能够感恩。什么叫
美？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体现了人和自然之间圆满
的融合，人和人之间的和谐，这就叫美。因此真善美
的逼近或者更加越来越逼近，就是文明在理论上我们
不断追求的东西。

拓展自我 共绘江山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张泽群

“江山如画”既有一览江山的胸怀，也有感叹江
山的高度。今天我们认识我们时代的江山也应该
有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的胸怀和视野。没有坐
标就没有定位，没有定位就没有清楚的认知。所
以，认识我们眼下的自然万物、认识我们中国今天
和未来的发展，也需要认清当下。

在当下我们需要建立城市文明相匹配的公民
社会，因为江山不再是帝王的，江山是所有人民的，
江山如何“画”呢？江山大家画，每人一笔，画好自
己，共绘江山。城市是活的生命，这是多少年来的
共识，每个人画城市取决于他的眼界、心胸、文化思
维，但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心胸、眼界，请记住：城
市不是城市管理者的画布，我们绝不允许他任意地
涂抹。

炎黄为基 中华复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

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张文木
中华复兴当以炎黄为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

意义不仅是在文化上，更重要是在政治上。
我们不能看富还是不富，不能光看楼高还是不

高，要看的是这个民族是不是行走在实事求是的道
路上。真正好的东西、大的思想是在大危机中出现
的，并不是在富裕的社会出现的。穷、富都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脊梁，最重要的是敢于斗争的思想，为
什么这样说？有人会说张老师能不能说的大家都
和平一点？谁不想和平，我也想和平。

我们中国还是要像古代经营亚洲一样坚持可
持续，谁手伸的长谁伸，伸的长会把自己累到，我们
伸不长就好好经营，远处的事靠威慑，近处的事靠
怀柔，只要你内部强大，不要轻易动武，我们一定能
迎来光明的明天。

尹鸿

商传

武和平

牛文元

张泽群

张文木

陈维亚

核心提示

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是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主体活
动之一，自2007年首届成
功举办以来，随着规格逐年
升高、规模逐渐扩大，感召
力愈加强大、影响面愈加扩
大、意义愈加深远，获得
“2010年度中国十大影响
力会议”、“2011年度品牌
大奖”、“全国最受关注的节
庆论坛”、“全球最具影响力
的十大根亲文化盛事”等诸
多荣誉，被誉为拜祖大典的
“灵魂工程”，成为大家心目
中名副其实的“华语第一论
坛”。现将3月22日至23
日举办的第六届黄帝文化
国际论坛上诸位嘉宾主题
演讲精选摘编，以飨读者。

余秋雨

寻根拜祖是全球华人的
一件大事

“已经是第三次来新郑了，但参加
拜祖大典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这是全世
界华人的一件大事，我们所有炎黄子孙
都同根、同祖、同源，寻根拜祖很重要，
对于加强华人的凝聚力，促进同胞团结
都有很好的提升作用。新郑是个好地
方，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发展的空间很
大，愿新郑今后的发展越来越好，愿拜
祖大典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
办事处主任 曹万泰

找到根源，我们更有归属
感了

“新郑人，中！”在谈到对新郑人的
印象时，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朱
迅的回答简洁明了，一个“中”字毫不掩
饰她对新郑人的好印象。“这是我第二
次主持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觉得很神
圣，有一种使命感，我要向更多的人介
绍黄帝故里的历史、渊源。之所以许多
华夏儿女都盼着在这一天来敬拜始祖，
是因为它增强了全球华人的凝聚力、向
心力，而且万姓归宗，我们在这里可以
找到自己的根，找到自己姓氏的来源，

比如我的姓：‘朱’，原来也是黄帝后代
的分支，这让我更有一种归属感。”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 朱迅

《黄帝颂》唱出亿万华夏
儿女心声

“河南人很热情，新郑非常好，能参
加拜祖大典，领唱《黄帝颂》很高兴！之

前唱过很多歌曲，但这次唱《黄帝颂》感
觉很不一样，我是怀着对先祖非常崇敬
的、非常真挚的情感在唱，我想这首歌
也唱出了我们亿万华夏儿女的心声！”

——著名青年歌唱家 谭晶

愿更多海外华人到新郑
寻根拜祖

“今年是龙年，能回家真好!今天我
们一行 21 人来到黄帝故里祭拜我们的
祖先，心里特别高兴。去年我参加了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那时那景令我始终难
以忘怀。今年很荣幸能再次来到这里

祭拜我们的祖先，心情更加激动。来到
这里，我们每个人都被黄帝故里这厚重
的文化气息深深吸引了。当我们参加
神圣的拜祖仪式后，觉得大家的心都被
凝聚在了一起，今天的仪式让我们真正
体会到了‘同根同祖同源’。新郑人文
环境好，也是黄帝文化的发源地，希望
更多的海外华人到新郑寻根拜祖，也希
望我们的国家更加繁荣和富强。”

——英国南威尔斯华人联合会会
长 王庚胜

本报记者 边艳 赵地 高凯 实习生
樊静

恭拜始祖恭拜始祖
寄语故里寄语故里

黄帝故里

新郑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