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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郑州街头，你或
许会觉得眼前林立的高
楼、时尚的金融商场和热
闹的集市与其他发达城市
别无二致，但细心分辨，你
也能看到静立于市中心的
商城遗址，见证着这个城
市3600多年的历史；新郑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传扬
的是 5000 年前黄帝的颂
歌；构成中原地区上下
2000年形象直观建筑史的
“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
更如凝固的音符，沉淀出
郑州地区灿烂丰厚的思想
内涵……

曾几何时，一部电影《少林寺》
让千年古刹少林寺名扬天下，在千
万游客的心目中，不到少林寺不算
来过河南。亲身游历禅宗祖庭少
林寺，更是多少佛教信众、功夫后
生梦寐以求的心愿。史记出生于
郑州新郑市的轩辕黄帝，则是中华
儿女共同的人文始祖——对全球
华人来说，踏上古都郑州，就是踏
上了一次身与心的朝圣之旅。

一苇渡江、达摩面壁、志隆兴
医、觉远访师……这些人们至今津
津乐道的少林故事，讲述的不仅仅
是少林，更是一种具有代表意义的
中原文化。

在郑州文化精品代表《风中少
林》中，“少林”是正义与禅医的代
表；在《禅宗少林·音乐大典》中，

“少林”是禅境、是天人合一；而伴
随着电视剧《少林寺传奇》登陆央
视和全国各大卫视，成龙、刘德华
等主演的电影《新少林寺》在少林
寺开拍，部部剧目火爆，“少林”更
成为一个“聚宝盆”，装满令人回味
无穷的中原“禅、武、医”。

作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访问少
林寺的国外元首，普京在 2006年
3月走进了少林寺。禅堂说禅、月
台观武、客堂话别……如同老友
重逢，普京这位“硬汉”在少林寺
面前表现得颇为柔情。他的到来
不仅是对少林文化及其在全球影
响力的肯定，也是对少林文化所
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乃至中原文

化的认同。无疑，普京此行一举
奠定了郑州的“国际范儿”。

除了每天都出现大量“洋面
孔”的少林寺，另一个吸引全球
游人的还有新郑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

作为国内史学家公认的位居
五帝之首轩辕黄帝出生、创业和
定都之地，新郑也是黄帝文化的
传承地、扩散地、光大地。

据记载，黄帝的诞辰是农历三
月初三，即上巳节。中国人从春秋
起开始在新郑轩辕丘祭拜人文始
祖黄帝，一直延续至今。“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因全世界华人的广
泛认同而成为中华第一大典，被
誉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根
亲文化盛事”。“同根同祖同源，和
平和睦和谐”不仅是新郑黄帝拜
祖大典的延续主题，也是海内外
亿万华人共同的民族情，不变的
中国心。

“千百年来，无论时代如何
变迁，黄帝文化始终是华夏儿女
认同亲近的民族标识，始终是炎
黄子孙团结联合的精神旗帜，始
终是中华民族自强前行的力量
源泉。”如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常务副会长赵德润所说，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不仅是传承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也成为
全球炎黄子孙表达民族感情的重
要载体，也成为当代中国具有鲜
明时代特征的文化符号。

千年商都 古韵新风拂面来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 丁友明 唐强 宋晔 李焱 图

提到郑州，很多人会想到“商都”，而这
个名称的得来，与商代都城遗址的考古发
掘密不可分。

“经过50余年的考古发掘和相关学科
专家学者的深入研究，才确定郑州商城作
为商代早期建立的一座都城，至今已有
3600 年的历史，其建筑规模之大，规划布
局之严整，文化内涵之丰富，堪称当时世界
之最。郑州商城作为商代早期政治、经济、
军事、文化的中心，是中国古都发展史上一
个重要的里程碑。”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更重要的是，基本在
同一时期，考古学家们在以商都为代表的
郑州地区发现了西山、新砦、古城寨、大师
姑、小双桥等一批古代城址，两周时期的郐
国、虢国、郑国、韩国等诸侯国也曾先后定
都于此，这些都表明郑州所在地域存在一
个古都群，这更进一步确立了郑州在中国
古都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除了盛名远播的商城，很多人并不知
道的是，早期中国文明的版图上，“郑州”堪
称一块绕不开的重要文明发祥地，可谓“中
华文明第一篇章”的书写者：10万年前，这
里已有人类生活；8000年前，这里已形成村
落；5000年前，这里已筑就城池；4000年前，
这里已诞育王权……从蒙昧的氏族社会到
文明国家，郑州这片热土上留下了无数历
史的印记，随便在郑州街头走一走，脚下沉
淀的都是数千年深厚的历史。

正如郑州市文物局局长任伟介绍的那
样，郑州市历史文化遗存数量众多，资源丰
富，类型全面，年代链条完整。目前域内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4处80项，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 128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269
处，在河南省居于首位，在全国大遗址片区
中名列前茅。这些遗存集中涵盖了中华民
族史从史前时期到进入国家阶段后各个历
史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体现出其他地区
不可比拟的根源性、延续性和完整性。

“郑州的重要大遗址主要集中于10万
年前至公元 1世纪之间，印证了中华民族
发轫、发展和成熟过程，为历史时期一统多
元和统一多样的华夏文明奠定了关键基
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王幼平表
示，郑州的老奶奶庙遗址为研究东亚现代
人起源及早期人类行为模式提供不可替代
的重要材料；新密李家沟遗址集中显示了
我国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特
点；西山古城址把国内夯筑城址最早年代
前提至距今 5300 年左右……它们在华夏
文明发展史中都具有重要标志性意义。

与丰厚文物遗迹对应的是，郑州这片
沃土，孕育了中华灿烂的人文财富：朴素原
始的哲学思维，肇始了儒、释、道之微言大
义，伏羲在这里的黄河与伊洛河汇流处演
绎了八卦，儒学在这里的嵩阳书院孕育程
朱理学，道家的先祖之一列子在这里书就
了道家经典，佛教传入中国最早在嵩山生
根。脍炙人口的《诗经·郑风》在这里唱响，
千古不朽的唐诗高峰在这里耸立。

认祖寻源 郑州张开怀抱等你来
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精神探源”都是毕生需要面对和思考的话题。今年9月13日、14日，170余位国内外政要、专家学者、企业

家齐聚嵩山，围绕“和而不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展开对话与探讨交流，有力发出来自“天地之中”——中国郑州的时代强音。
从嵩山论坛首届“从轴心文明到对话文明”、第二届“人文精神与生态意识”、第三届“天人合一与文明多样性”，到本届论坛确立

“和而不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这一开创性活动紧扣时代脉动，正逐步成长为中原经济区对外交流的窗口、世界文明对话
的平台乃至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中国是有着5000年以上长远记忆的国家，在经历坎坷发展历程后，现在到了需要文化、学术、思想发生原创性突破的重要时刻，这是
一个需要中华文化传统在文明对话过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并为经济社会和民族文化发展提供动力和贡献思路的时刻。”北京大学高等人文
研究院院长、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国际哲学院院士杜维明认为，未来的文明发展，不可能是单边一元的，而必然是多元多样的。多元化世
界文明，需要互相理解和对话。嵩山地区勇于契合时代发展，创新聚焦最新热点，为世界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郑州是古老而厚重的，灿若星河的文物遗迹、古圣先贤在几千年前的郑州默默守望着千年后的子孙；郑州是年轻而具有活力
的——在历经暂时的沉寂后，历史再次眷顾了独具区位优势的郑州，说它是“火车拉来的城市”不无道理。但历史和人民不会忘
记，郑州地区具有开创性和标志意义的“厚重”遗存，如中国最早的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聚落遗址、中国最早的夯筑城址、中国最
早的天文建筑等等，无一例外都出现在郑州——是它们，引领、开创了中华民族进步的新时代，扩展和丰富了华夏文明的新内涵。骄傲
吧，郑州！自豪吧，郑州人！

文化名片 亮出郑州国际范儿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已成为全球炎黄子孙的朝圣之旅

中国现存最早天文台——登封观星台

商城遗址

古老而又时尚的郑州，展现出迷人的魅力。
图为永威翰林居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