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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新郑有着特殊的感情，前
前后后来过新郑多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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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每次来新郑，都感觉发展
变化特别快，每一次来都能让我眼

前一亮。
我支持新郑更深一步挖掘姓氏

文化，建设姓氏博物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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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参加拜祖大典，感觉非常隆
重、庄严。8年前来过河南，但来新郑是
第一次。这里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发
源地，连续八年举行拜祖大典，是弘扬黄
帝文化的一个创举，对教育中华儿女、教
育下一代有着重大的意义。

——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刘晓民

黄帝故里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我认为
是对心灵的一种净化。能参加这次盛举，
能领唱恢弘大气的《黄帝颂》，是我的荣
幸。黄帝文化源远流长，文化的传承也应
该与艺术形式相融合。作为一名歌手，我
想多创作多传唱与此相关的歌曲，用我的
歌声将黄帝文化传承下去，为宣传弘扬黄
帝文化尽我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

——著名歌唱家佟铁鑫

我坐车来新郑时，看到道路两边的
民居、绿化带很美丽，心里很舒畅。新郑
是黄帝的出生地。他率领先民创造文
字，建造舟车，推行各种制度，开创了中
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明。他身上的这种
创新精神，值得我们传承和发扬。他在
当时的创造发明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
发展。我们要在黄帝精神的激励下，继
续创新。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
室主任、作家周大新

之前我来过新郑，今天再看看这
里，它的变化真让人高兴：环境好，房子
好，道路好。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拜祖
大典，心里充满了对黄帝的敬重。黄帝
文化是始祖文化，我们举办拜祖大典，
会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黄帝文化，让黄
帝文化走出去，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
力。我在湖南经常听人谈起黄帝文化。

——红太阳演艺集团董事长施杰

我来郑州不下十次，每次都看到它的
新变化，真是日新月异。中国文化有着五
千年的历史，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这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改革
开放三十多年，我们更加重视文化的力量，
使中国进入发展的快车道，在世界各地的
影响力也更大。我祝愿祖国更加美好。

——香港文汇报副总经理姜增和

很高兴来到我们的祖根地，一路走来
感觉这里很漂亮。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但
之前我在网上就已经看过大典，我觉得
它的规模很庞大，同时也是连接两岸很
好的纽带。因为我个人一直致力于两
岸的交流和沟通，所以我十分认同拜祖
大典的“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
这个主题。作为一名中国人，希望中华
腾飞，两岸实现和平统一。

——中国统一联盟主席纪欣

每年大典我都要参加。今年我们这
个拜祖团是人数最多的一个团，总共有
247人，有来自广东、福建的，还有来自马
来西亚的、新加坡的。这里作为客家的
祖根地，我们能来到这里拜祖祈福感觉
很荣幸，在这里我衷心地祈福我们每个
人的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我们国家的
发展也蒸蒸日上。

——河南省客家联谊会执行秘书长
王宏伟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心情很是
激动。当时接受邀请时，还以为是一个
简单的活动，没想到规模这么庞大。能
见识到拜祖大典的盛况，能够来到我们
的祖根地参加大典我感到很荣幸。我觉
得这样的形式有助于把我们中华儿女的
心凝聚到一起，同时，我希望每个家庭都
能健康、平安、快乐地生活。

——江西省德兴市李宅乡
宗儒村村民、全国道德模范陈美丽

这是我第三次来参加拜祖大典。黄
帝文化，代表了中国五千年的文化，拜祖
大典作为全球炎黄子孙向往的一个活
动，吸引着我们港澳同胞、海外华侨。随
着投资环境不断提高，河南正逐渐成为
投资的热土，特别是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的获批，郑州这片广阔的天地

将更适合投资，所以此次来也有考察市
场，来郑投资的意向。

——澳门世界华人商贸联谊总会
会长林健生

我是郑成功当年收复台湾的后裔，
祖先是福建同安的，因为福建人以前就
是河洛人，河南就是我的家乡，所以此次
是我第四次来参加拜祖大典，来河南感
受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这次我是带着
家人和亲朋好友来的，心情就像杜甫诗
中“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描
写的那样。

——中华两岸文经观光协会名誉理
事长、台湾陆资来台投资服务协会理事
许文彬

前来拜谒祖先，我想不仅仅是表达
对祖先的敬仰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
炎黄子孙要继承和发扬黄帝精神，为
实现中国梦、中原梦而共同努力。今
后，我将更加积极努力地工作，展示
郑州、河南警察的形象，向更多的人传
递积极向上、向善向好、每天进步一点
点的正能量。期待新郑、郑州明天更
美好！

——“中国好人”提名奖获得者、郑
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第五大队民警
杨华民

华夏儿女齐祝愿：梦想花开

专家学者论剑黄帝文化

著名电影导演冯小宁：

坚守传承展示文化
黄帝文化是我们祖先的传承。作为一名导演，

我们要坚守的是这种传承，在我的电影中都能够感
受到。中华民族一步步走过来，那份不变的感情
是坚守，我们要把这份坚守坚持下去，传承下去。
现在传过来的很多新的东西，我们也应该把里面
一些适合我们自己的学来，并很好地加以应用。
我们祖先传承下来的东西是经过几千年的反复筛
选，我们要通过电影把它们很好地反映出来。来到
黄帝故里，站在这片土地上，我的这份感情更加浓
厚了。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医
学博士彭鑫:

开发利用好黄帝文化
作为黄帝文化的发祥地，新郑有很好的优势。我本人

作为一名中医，同时一直在研究古代医学经典。古代医学
经典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就是《黄帝内经》，它不仅是医学上
的书，还是一部天文地理，以及人生的百科全书，人生、气
象、养生、治病、居住等各个层面都有涉及，这就让我们想到
了医疗、房产、文化等很多产业，利用这些产业来更好地开
发黄帝文化，同时更好地教育下一代炎黄子孙去领悟黄帝
文化，达到不仅让中国人了解黄帝文化，甚至让黄帝文化来
影响全世界的目的。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伯谦:

黄帝文化契合时代要求
黄帝时代是一个发明、创造集中的时代，是一个文化昌

盛的时代。人文始祖——黄帝大量的发明创造，极大地推
动了时代的发展。黄帝时代所彰显出来的坚持不懈、拼搏
奋斗、生生不息等精神，契合中国梦的时代要求。要讲中
国梦，要圆中国梦，必须从我们五千年文明史的发展中汲
取营养。新郑市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得不错，众多文物的
出现和保护，将更有利于了解黄帝文化，解读黄帝精神，
实现中国梦。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家、编剧麦家：

新郑文化底蕴厚重
“中国梦·梦想花开”这样的主题很有文学色

彩。我们要讲中国梦，就不得不谈黄帝文化。黄帝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我们炎黄子孙在中华五
千年的黄帝文化引领下，创造了许多成就。来到新
郑，觉得这里文化底蕴厚重，我希望每个人都多读
书，从书中了解到更广阔的世界，体味人生的曲折与
精彩。

中央党校哲学部副主任、教授王杰:

传承美德实现中国梦
中国的传统文化给我们提供的人生哲理和智慧举不胜

举，比如孝道，百善孝为先，羔羊有跪乳之德，乌鸦有反哺之
恩。比如孝敬父母关爱老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在我们今天这个社会，已经进入老龄社会的
时候，有多少的空巢老人、五保老人、三无老人，等着我们去
关爱他们。所以不管我们的社会如何发展，科技如何进步，
尊老、孝老、敬老、爱老的传统美德都不能丢。再比如说，我
们今天节俭问题提到议事日程，杜绝舌尖上的浪费，节俭绝
不是小气，奢靡也绝对不是大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如果这些传统美德得以传承，一个国家富强之梦，一个
民族复兴之梦，一个人民幸福安康之梦，一个社会风清气正
之梦，就会早一天实现。

著名文化学者、作家余秋雨：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扩大了黄帝文化的影响力。

每一年，专家们都带来自己新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听
众。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的
欲望日益强烈，以黄帝文化为引领的中国文化正在
走向世界，影响力在逐渐扩大。

中国梦是现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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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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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自
己的文化、自己的“梦”被外国人了解，我们需要进一
步研究中国文化的精髓，使它不断焕发出年轻的生
命力，将其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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