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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T1版）行施拜礼。参加拜祖大典的全体人员向黄帝像三鞠躬。向黄帝像三鞠躬。
恭读拜文。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恭读《拜祖

文》。
高唱颂歌。著名歌唱家廖昌永、王莹与现场合唱演员、全体参拜人员共唱庄严肃穆的《黄

帝颂》。
乐舞敬拜。韵律悠远的古乐声中，舞蹈演员翩翩起舞，表达世代子孙对人文始祖黄帝的

追思和敬仰之情。
祈福中华。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教育、科技、新闻、文化界的杰出代表

冯双白、刘炯天等18位优秀炎黄子孙代表在祈福树上悬挂由个人签名的祈福牌，并登上拜祖
台，在拜祖文长卷上用印，表达对祖国民主、富强、文明、和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深深祝福。

天地人和。来自台湾、香港、澳门、郑州的黄怡庭、黄佳雪、唐毅喆、王晨宇小朋友，在黄帝
像前放飞和平鸽，放飞中华儿女对盛世昌平的期盼，对世界和平的希望。

在热烈祥和的气氛中，简朴而不失隆重的乙未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告成。
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

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新浪网、腾讯网、凤凰网、香港大公报、文汇报、香港商报、台湾东森电视
台等境内外100余家新闻媒体报道了大典盛况。

拜祭黄帝应该上升到国家级的拜
祭。现在世界人口比二战时翻了一番还
多，正是因为这样，世界上很多国家和社
会在走向零散化、个体化，也就是民族缺
乏一种共同的精神来凝聚它。我提三点
建议：一、拜祭黄帝应该上升到国家级的
拜祭；二、最好这种对黄帝的拜祭就定在
新郑；三、应该促进拜祭黄帝渐渐成为民
俗，而且扩大到世界上所有华人的社区。

之所以定在新郑，一是因其地处中原，
中华文化汇聚腾飞之地，在这里拜祭象征
意义更大。二是新郑具茨山(史料记载黄
帝曾登此山)的背景和佐证。三是祀于庙
而不祀于陵是古代的常例。中华民族尊祖胜于拜神，这种拜不是自己
的救赎，是让民德归厚，弘扬美德。

我们特此声明，中国文化来自于轩辕
之道，是为中国人之中国性的本位论，这
并不以人的DNA为准，而在于其文化底
蕴。我们特此宣誓，轩辕为证，中国将永
远是和平之国，一直致力于寻求全人类的
和平与繁荣。我们特此明确，我们遵循轩
辕之道——先予后取原则时，我们便能以
轩辕之道为中式哲学核心，将从轩辕到
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思想统一起来。父母
之行备，则天地之德也，三者正，则事得
矣，能收天下豪杰，则守之备具矣，审于行
文武之道，则天下宾矣，号令合于民心，则
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轩辕是我
们的赫赫始祖，文化英雄，中华文化与文
明的缔造者和赋予者，轩辕不仅是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本源，也是
13亿华夏子孙的多元化思想的本源。

轩辕在召唤
廖凯原

(清华大学法学院凯原中国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
法学院廖凯原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
凯原国际法治与义理研究中心主任)

很多历史剧与历史有不相符的地
方，但是在我看来，历史剧不在于它是否
有虚构的，有时候是不是真实的，是次要
的，关键在于它是否符合人性。有时候
我觉得有些历史剧的可怕之处在于剧中
的有些人都不像人，他们有时候做的事
不是“人事”，不是一个正常人在正常情
况下应该表现出来的正常情感和作为，
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剧最失败的地方。
我们要求历史剧有它基本事实上的真实
性，但是我们要求所有的历史剧都有人
性上的真实性，这是我们理解古代历史
的最基本前提。

历史剧不应违背人性的真实性
蒙曼

(著名历史学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百家讲坛主讲)

中华文明文化的生命之根，她
的生命力在什么地方？我认为，我
们拥有文化根的深厚性，有文化哲
学的包容性，文化血脉的丰沛性和
文化景观的丰美性。世界上所有大
国都是这样，包括像仰韶文化，彩陶
黏合起来就富丽堂皇，如果不黏合
就是碎片，所以我们要群策群力，研
究我们这些文明史怎么来的，能够
把它记下来，发扬下去，创造我们更
加辉煌的历史。

关于拜祭黄帝大典的想法
许嘉璐

（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之源
杨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
博士生导师，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

人活着是要有精神的，没有精神
不可能解释历史，而我们的列祖列宗
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就是精
神。有人问，你写长征，用最简单的词
语说是什么，我说四个字，永不言败。
我们不要求现在每个人都献身去，因
为现在不是战争状态，但是你在生活
中会遇到许多困难，你必须永远不低
下你的头颅，永远不弯曲你的膝盖，你
的人生才能够成功。当然，这种成功
还要拥抱着我们内心那份价值，这份
价值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了民族
的兴盛繁荣贡献我们那份力量。在信仰这个问题上，我用这么几
句话来跟大家共勉：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怜的民族，心灵苍白的民
族是可怜的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不是可怜的民族，今天不是，未来
也不是。

英雄主义永远是民族精神主流
王树增

(著名军旅作家、国家一级作家)

传承中华经典 弘扬传统文化

承认我们的祖先伟大，不是承认
我们现在有多渺小。不同的时代产生
不同的文化，我们继承的是精神。在
那样的条件下，黄帝为生存与部落的
壮大而进行了艰苦的奋斗，这都显示
了他有奋斗精神，值得我们永远纪念；
另外就是他有凝聚力，凝聚力很大程
度上是人心归向的问题。

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还要认同
这种精神。把奋斗精神和凝聚力集中
起来，才能够振兴我们的民族，这就是
黄帝精神。黄帝也许是一个时代的符
号，但是这个符号所代表的精神我们
一定要继承。尤其是现在我们处在国际大环境下，一个地球村的
时代，越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就越要知道我们是一个中国人，凝聚
中国的力量。

继承黄帝精神 增强凝聚力
刘庆柱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学部委员，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古老丝绸之路的精神核心是八个
字:和平、友好、开放、包容。面对互联
网，特别是面对“一带一路”这样的发
展，许多企业都在纷纷为自己构造平
台。优秀传统文化，尤其像中华文化我
们应该是把她很好地发扬光大，这一点
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只有我们是持久
没有断流。传统也要适应今天新的传
媒手段，我们再不适应新的传媒手段就
会落伍。同时，我要给大家分享的，尤
其是大学生，你们是明天的希望，你们
是互联网一代，你们在“互联网+”当中，
不要问英雄出处，我是哪个学校，我是来自哪个村庄，要问我脚下
的路要往哪里走，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

我大老远从台北跑来，只为了说一
句话：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黄帝聪明
睿智，最值得敬仰的就是他谦恭好学，
不耻下问，为寻求治邦安民之道，青少
年时即遍访天下贤能之士。说明黄帝
为人民为治国而虚心求教，问治国之
道，造福人民之道。黄帝之所以了不
起，就是因为他定下了“道政和一”。依
据道，去思政。毛主席为“政”做了最好
的诠释：“政”就是为人民服务。每一个
人，只要你活着，你就有为人民服务的
责任。同时，我们是文化大国，不能丢
掉文化，要永远传承黄帝文化，永远铭
记黄帝精神。黄帝精神是与时俱进的，我们要把他当作活着的人，
现代的人，心中永远有他，去学习他、模仿他，继承他的精神。

我们都是黄帝的子孙
曾仕强

(台湾智慧大学校长、台湾交通大学教授、台湾兴国管理学院院
长、百家讲坛主讲)

建国内最大绿色建材展贸展销基地
——访圣戈班集团亚太区副总裁聂文江

圣戈班集团作为全球 500强企业，在全球 64个国家均设有生产企业，全球员工达 19万
人，自1985年开始进入中国市场。集团至今已在华设立了50多家企业及公司，针对不同市场
分别为平板玻璃、汽车玻璃、保温隔音材料等多个领域服务。

集团与新郑正式签订了圣戈班绿色建材国际商贸城项目协议，之所以选择新郑，看重的就
是新郑市各级领导亲商、重商、富商的发展理念，安心、舒心的投资环境，优质高效的帮办服务。

在未来的发展上，企业有信心将“绿色建材国际商贸城”建成国内最大的绿色建材展贸展
销基地，形成覆盖全国的绿色建材商贸物流骨干网。在以后的岁月里，圣戈班集团将伴随着
新郑和谐发展的步伐，倾注集团一切努力，去实现一个绿色建材国际商贸城的梦想，也为新郑
的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打造具有北欧特色的企业聚集区
——访瑞典瑞房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托马斯

瑞房是一家瑞典工程以及设计规划公司，专注于可持续生态城规划与节能建筑，这次参与
新郑财富广场主楼的节能设计，目标是将新郑财富广场主楼建成具有国际知名度的节能建筑。

在此基础上，瑞房公司愿意与新郑建立合作，将生态城规划理念以及经验引入新郑, 参与
新郑生态新区的规划工作。新郑目前正处在城市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将国际
先进生态城市理念与新郑本地情况相结合，可以将城市生态建设提升至更高层次。

瑞房愿意和新郑一起，共同引进一批在北欧具有创新能力、知识产权的生态环保型中小
企业到新郑，并与当地企业开展长期合作，最终目标是在新郑打造一个北欧特色的生态环保
型中小企业聚集区，从而促进新郑城市建设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可持续性，生
态可持续性以及社会可持续的有机结合。

将黄帝文化融入作品创作
——访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副理事长

兼秘书长冯双白

第一次来参加拜祖大典的冯双白老师显得格外激动：“拜祖大典是一个巨大的祭拜活动。我是
第一次来参加的，深切地体会到这是一个气势恢宏的大典，主题与场面都很宏大，心里很震撼。作
为一名祈福嘉宾，我感到无上荣幸，来这里接受精神上的洗礼，能够感受到中华民族的力量。”

作为一名文艺界的元老，冯老师表示，他想做更多的事情，将大典现场的震撼以及黄帝
文化的精髓融入转化到创作中，多创作一些好的作品奉献给群众。“我的祈福语是‘我以我
行，见汝光明’，用自己的行动为社会做出贡献。”

愿祖国兴旺百姓幸福
——访泰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泰国各姓氏

宗亲总会联合会名誉主席丁文志

大典举办了十年，丁文志来了八年。这八年间，他目睹了新郑的变化，路更宽了，城市更
整洁了，各方面的发展也都很快。特别是新郑人民热情洋溢的笑脸让他倍感亲切。

谈到参加拜祖大典的感受时，丁文志这样说：“后人不可忘记先人黄帝的精神与文化。黄帝
是全世界华人的祖先。作为华侨，我们不能忘记他的文化与精神。我祝愿祖国兴旺，百姓幸福。”

弘扬姓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
——访中原郭氏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郭新富

中原郭氏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郭新富已经连续5年来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了。每年
他所在的中原郭氏文化研究会都会组织上千人一起来参加这个规模盛大、气势恢宏的盛典，有
来自广东、福建的，还有来自海外的，主要是想趁这个机会联络一下感情，为祖国、家人祈福。

同时，郭新富也表示，新郑作为祖根圣地，每年下大力气举办拜祖大典，不但为海内外宗
亲回家寻根拜祖提供了平台，也对弘扬黄帝文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作为他本人，要加
大姓氏文化的研究与推广，加强姓氏寻根组织服务，进一步弘扬姓氏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
向心力和凝聚力。

为自己是炎黄子孙而骄傲
——访电影《轩辕大帝》制片人、北京金色里程文化艺术有限

公司董事长李文秀

李文秀对新郑始终怀有一份浓浓的情怀。作为一名电影人，她第一次来新郑是2008年，
这里的一山一水、风土人情等都留给她一份特别亲切的记忆。正因为李文秀觉得新郑是一
块神圣的土地，是让人特别向往的地方，所以她顺利完成了《轩辕大帝》这部电影的拍摄工
作。用她的话说是这块土地给了她无穷无尽的力量，无论在拍摄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李
文秀都会感受到第一次登上具茨山时的那种精神支撑。

经过七年时间，这部电影终于搬上了荧幕，反响比较好，李文秀很是安慰。她希望所有
的华人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祖先的丰功伟绩和中华五千年的辉煌历史。“身为炎黄子孙，我
骄傲！”李文秀如是说。

从炎黄到互联网+：
传统文化的新思维

范周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联合国“创意

经济顾问”，文化部国家文化改革发展基地主任)

在第九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中，众多专家学者围绕本次黄帝文化国际
论坛主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畅谈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传承黄帝
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乙未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结束后，在新郑的又一看点——经贸洽谈活
动更是吸引人的眼球。当天，新郑共签订投资项目34个，10亿元以上项目
14个，合同总金额达751.5亿元。

到底是什么吸引着这些客商投资新郑？未来发展又是如何规划的？本
报记者特意采访了其中两位客商，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发展思路。

客
商
专
访

乙未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吸引了台港澳政要，优秀华人科学
家，海外著名华人华侨，世界500强及国内知名企业家，科技界、
文化艺术界和社会其他各界知名人士，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
人物、中国好人榜上榜人物等群众代表8000余人齐聚一堂，共拜
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在拜祖大典现场，嘉宾们虔诚祈福，共祝祖
国繁荣、世界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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