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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和环境是人们越
来越关心的话题，我们每天
呼吸的空气、看到的天空、饮
用的清水、吃的粮食，都和生
态环境息息相关。”中国社科
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
长潘家华坚定地认为，作为
人类文明的发祥地，生态文
明源自中国，“中国梦”想要

“梦想花开”，必须要建立生
态文明的话语体系，要引领
世界，使我们中华民族实现
真正的复兴。

对于生态文明的概念，
潘家华这么解释：它就是一
种心态，一种选择，一种境
界，一种觉醒，一种社会的
整体形态。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
展，生态文明并不是简单的
返璞归真。”潘家华说，生态

文明是指回归自然，在现代
居住环境的情况下，来寻求
一种高层次的人与自然的
和谐。

建设生态文明有什么
路子可走？潘家华回答得
斩钉截铁：“我们要通过立
法，规范我们行为。这需要
我们全社会的努力，每个人
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
起；工业企业要有相关的法
律规定和奖惩措施，只有这
样，生态文明建设才能‘众
人拾柴火焰高’。”

“郑州作为我国古都之
一，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
新郑又是黄帝文化的起源
地，我相信郑州也会将生态
文 明 建 设 放 在 一 个 新 高
度。”对此，潘家华对郑州寄
予厚望。

生态文明就是寻求天人合一
——访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

“很荣幸参加黄帝文化
与姓氏文化研讨会。黄帝文
化、中华姓氏文化其为一体，
此次，就此话题举办专门研
讨会，对进一步研究姓氏文
化具有重要意义。”昨日下
午，知名学者纪连海参加了
在新郑举行的黄帝文化与姓
氏文化研讨会，对受邀参会，
他深感欣喜，同时他也支持
研讨会提出的在新郑建设姓
氏博物馆的建议。

纪连海说，他对新郑有
着特殊的感情，前前后后来
过新郑二十多回，频繁的时
候，两三个月就会来一次，主
要是搞一些研究。因为关注
和了解新郑，他觉得新郑的
发展变化特别快，每一次来
都能让他眼前一亮。现在是

中原地区、郑州地区发展的
黄金时机，新郑地理位置得
天独厚，正是快马加鞭之时，
希望新郑越来越好。

参加黄帝文化与姓氏
文化研讨会期间，纪连海表
示支持新郑更深一步挖掘
姓氏文化，建设姓氏博物
馆。纪连海说，黄帝文化大
家研究了很多年，在研究过
程中，一定会注意到姓氏文
化也在随着黄帝文化发展
而发展，并逐渐形成规模和
体系，所以姓氏文化值得再
深入研究。从另一个角度
去说，新郑的确具备研究姓
氏文化的优势，新郑如果建
起中华姓氏博物馆，可以说
是填补了姓氏文化发展中
的一项空白。

姓氏博物馆建设正当时
——访知名学者纪连海

《黄帝内经》提示我们行
大道，遵循天地自然规律，真
气从之。在第七届黄帝文化
国际论坛上，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研究员，
中医学博士彭鑫精辟解读医
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精
髓和中医调养身心之道。

“《黄帝内经》这部探讨天
地、自然规律和宇宙人生真相
的百科全书，解读了生命的密
码。”彭鑫认为，《黄帝内经》不
仅创建了中医学的理论体系，
还阐释了人与自然如何和谐
相处的道理。彭鑫从中医养
生之道，谈到人的自身气血调
理对身心健康的影响，深入浅
出，富于哲理。

彭鑫侃侃而谈研究《黄
帝内经》的体会。他认为，

《黄帝内经》是中华传统文化
的一部分，利他的基本思想，
传递着正能量。彭鑫说，人
体也有正能量，人体的正能
量就是信心、爱心，是感恩，
是仁义礼智信；人体负能量
是怨恨恼怒烦，嫉妒、消极，
如果我们把负能量消除，恢
复到正能量，疾病就会痊愈，
身体就会健康。

彭鑫说，包容、乐观豁达
乃养生之道，要保持最本真、
最健康、最原始的状态。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
人民的精神家园，要弘扬中
华传统文化，对此，彭鑫深有
感触：《黄帝内经》所阐述的
不仅是养生的大道，也是人
生的大道，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要从自身做起。

《黄帝内经》可用来解读生命
——访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学博士彭鑫

“ 自 从 有 黄 帝 文 化 之
后，中华民族文化几千年来
不断发展，如何维持社会的
安 定 与 和 平 是 永 恒 的 主
题。电影是商品，但又不是
纯粹的商品，它是一个具有
艺术性的商品，而艺术必须
要附载的是思想，是社会的
道德和责任。在电影创作
中，既要满足大众的观影
需求，又要把握主流意识
形态。”昨日，在第七届黄
帝文化国际论坛上，著名
电影人冯小宁结合中国电
影发展实际，娓娓道出了
自己的观点。

在这个商业片开始崛
起的时代，随着市场化的不
断运作，中国的电影在最近
十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电影的整体质量在不断
提高，但是不乏有一些商业
影片缺乏思想，缺乏一种文
化的品位。 冯小宁说，我们
应该更加努力提高我们作
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
吸取它的商业运作经验和
规律，将两者相结合，才能
发展得更好，走得更远。

冯小宁表示，黄帝文化
是中华文化之根，是炎黄子
孙共同的文化传承和身份
认证，要将黄帝文化、民族
精神传承并发扬光大。结
合电影业发展，他说，一部
好的电影，首先得是一个好
故事，不在于什么题材，而
在于是不是触碰到了真挚
感情，真正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的是人。

商业电影也要有文化品位
——访中国著名电影人冯小宁

“我们说的‘温良恭俭
让’，很多父母和老师都会教
给孩子，其实，这就是从教孩
子学会排队、不乱扔垃圾开
始……”说到对传统文化的
研究和传承，著名主持人张
绍刚表示，一定不要全是喊
口号，也不要急功近利，一步
一步“慢慢来”。

张绍刚特别强调：“‘有文
化’就是干点小事，首先家长
把自己的孩子教好，老师把学
生教好；其次，别把文化拿来
做功利的事。我今天讲一次
文化挣多少钱？如果是那样
的话，文化无论讲得多好，无
论当时能够打动多少人，我觉
得在本质上都是不对的。”

张绍刚表示：“以后我们
讲‘文化’这个概念时，大可不
必把这个词讲得特别宏大。
只有它接地气，每个人都参与
的时候，文化才能普及。”

首次主持黄帝文化国际
论坛的张绍刚表示，前几届
因档期太满未能参加，心中
甚为遗憾，但相关信息他都
会关注。张绍刚透露，上一
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的网络
点击截至今年 4 月 9 日已达
2.6亿人次，希望今年大家共
同努力突破 5亿。“我特别喜
欢这一届的主题，叫‘中国
梦·梦想花开’。我们不光要
有梦想，我们还要让梦想这
朵花开得无比绚烂。”

继承传统从教孩子排队做起
——访著名主持人张绍刚

“要把黄帝文化不断发
掘、传承下去，就要不断丰
富、创新黄帝文化国际论坛
的内容，通过邀请更多领域
的跨界专家、网络直播等方
式，把古老的黄帝文化越做
越‘年轻’。”昨日下午，黄帝
文化国际论坛总策划朱海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将致力
于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办成
世界华语第一论坛。

朱海介绍，本届论坛除了
邀请著名主持人张绍刚担纲
主持外，还邀请了多领域专家
论道，“如果只局限在一个领
域的专家，总是讲传统文化，
论坛就会越做越死。”朱海表
示，今年的论坛开始网络全程
直播，所有的专家包括麦家、
冯小宁等嘉宾，都提前主动

“备课”，准备非常充分，而影

视、经济、农业等方面专家也
云集论坛，使“跨界”成为今年
的一大亮点，“明年的‘跨界’
会更多、更广泛。”

“本次论坛还有很多精彩
看点，比如张绍刚的发挥更灵
活，演讲的形式也不仅仅是嘉
宾在台上讲，还会以访谈的形
式，主持人和嘉宾坐在一起
聊，并邀请现场学生、观众上
台参与讨论。”

朱海还形象地诠释起了
本届论坛的主题“中国梦·梦
想花开”中的两个“梦”字，第
一个繁体的是草字头的，是
我们的梦想正在发芽，而简
体的梦已经成“林”，“我们通
过学术交流与传播，要让黄
帝文化国际论坛成为中国的
梦工场，成为中国‘梦开始的
地方’。”

把黄帝文化越做越“年轻”
——访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总策划朱海

“在新郑参加黄帝与中
华姓氏研讨会，感觉特别
有氛围。新郑姓氏文化历
史悠久，资源多，这是新郑
先天优势决定的。”4 月 10
日上午，黄帝与姓氏文化
研讨会在新郑开幕，中国
古都学会名誉会长朱士光
第一个发言，和现场专家
学者研讨交流黄帝文化、
姓氏文化。

朱士光先生有备而来，
他带来了作品《论我国姓氏
文化之功用、意义》与在场
专家学者分享。朱士光说，
中华姓氏文化涵盖了中华
民族发展的精华，与黄帝文
化联系紧密。始祖轩辕黄
帝开创文明后，推动中华民
族向前发展，使中华姓氏文

化有了发展的沃土。几千
年来，中华姓氏文化不断变
化、不断更新，甚至在每一
个 朝 代 都 会 发 生 深 刻 变
化。历经历史文化的洗礼
后，姓氏文化不仅没有衰
弱，反而在近阶段又兴盛起
来，这足以说明其存在的重
要意义和价值。

“炎黄子孙是一家，中
华文化共传承。”对于此次
来到新郑研讨姓氏文化，朱
士光也是满怀欣慰，他说，
新郑是黄帝的出生地，中华
姓氏文化在这里得到发展
和沉淀，今后，在姓氏文化
研究过程中，他将继续关注
新郑的发展，并积极为新郑
开展中华姓氏文化研究活
动建言献策。

姓氏文化兴盛足证其价值
——访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朱士光

“能延续的梦首先
应该是一个牵扯到千万
人的大梦；宏大的、超越
的、有设计的、可行的梦
才能延续……”在昨日
的癸巳年黄帝文化国际
论坛上，论坛主席、著名
学者余秋雨表示，与埃
及法老、印度先知相比，
黄帝站得更高、看得更
远、更有未来性，因而他
使民族延续的梦想取得
了最终的胜利。

围绕“中国梦”，余
秋雨也与记者分享了各
种各样与“梦”有关的话
题。“中国梦是现在的一
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我
在这儿讲中国梦，就想
讲讲‘梦开始的地方’。”
余秋雨表示，黄帝就是
梦开始的地方，“黄帝想
明天、想今后，他觉得我
们必须发明文字，必须

冶炼金属，我们必须游
走在广阔的空间……他
的胜利重要原因是梦的
胜利。”而对于这个梦的
内容，余秋雨说，是“希
望这个民族能够延续”。

黄 帝 做 了 最 初 的
梦，后来的“做梦人”把
它延续下去：孔子的道
义之梦，苏东坡、白居易
的生态之梦等。在余秋
雨看来，“一个有梦想的
民族是高贵的，因为它
总是在往前看。”

余秋雨坦言：“我的梦
是在有限时间之内，做一
个高贵的、有尊严、能让大
家都感到高兴、带来幸福
的人，这个人叫君子。”余
秋雨认为一个宏大的中国
梦，就是无数君子梦的组
合，“我们每个人如果能够
成为君子，我们的中国梦
就会延续得特别美。”

无数君子梦组成中国梦
——访著名学者余秋雨

“作为一名作家，用我的
眼光来看这个时代，就如同
坐在高速火车上，一切的人、
事、物都转瞬即逝。”著名作
家麦家诚恳地告诫道，“当务
之急，我们应该约束好自己
的内心，多读一点书，读书就
是内心的回家！”

言辞犀利的麦家毫不讳
言，眼下的这个时代越来越功
利，一切皆以成败论英雄，尤
为可怕的是，以物质的多寡来
论成败。麦家说，在这种状态
面前，我常常是失语的，可想
而知年轻人更易迷茫。“每个
人应该都有自己的成功之路
可走，但是当我们的成功之道
狭窄到只有一条独木桥，这非

常可怕。我想说的是，失败者
有失败者的一种风范，有时候
一个失败者比成功者更让人
起敬。”

麦家寄语在场的大学
生，别随波逐流，别忙着迎
合，要有自己的立场，要常常
审视自己的内心，经常问问
内心你到底想要什么，并不
是大家都在追逐的东西就是
你真正想要的，一定要有独
立的思考能力。“当人们距离
文化越来越远的时候，我们
更要相信文化的力量，文化
就是你的血液，文化就是你
的勇气，多读书，多思考，将
来必会长出翅膀来，带你飞
出属于你的一份天空。”

多读一点书让内心“回家”
——访著名作家、编剧、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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