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地之间有杆
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当年电视连续
剧《宰相刘罗锅》的
主题曲火遍祖国大
江南北，也让全国人
民记住了这首脍炙
人口歌曲的曲作者、
中国音乐学院院长

王黎光。作为第十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的受邀
演讲嘉宾之一，王黎光昨天亲临论坛现场，与
大家一同分享《音乐的继承与弘扬》。

“我们对传统文化究竟如何认识？如何继承
和发扬？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的过程当中，
的确有很多遗憾，也有很多看法。这恐怕是我们
在对传统文化弘扬和发扬过程当中实际操作层
面的事情。”王黎光说。

在王黎光看来，我们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现
在大家看到很多娱乐节目，都觉得好像是一种传
统文化的缺失。但实际上，在我们的血脉当中，
对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是接受的，而且这种接受
的态度是既快又坚定的。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该如何有一个重要的认
识呢？王黎光谈到了中国梦，他认为：“基层就应
该是编织中国梦的践行者。夯实传统文化，我们
就能践行中国梦，编织中国梦，实现中国梦。”

“作为一名考古工
作者，我希望用考古上
的发现，来看我们中原
大地的文化、社会是怎
么发展起来的。”中国
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考古研究所所长、博士
生导师、国家学位委员
会历史学科评议组第

五届和第六届成员、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
美洲考古学会终身外籍院士王巍开门见山。

王巍认为，所谓的华夏文明，是以黄河中游
地区史前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文明，它是多元
一体、延绵不断的中华文明的核心。“如果把中华
民族比作一棵大树的话，我们中原地区的文明就
是这棵大树的主干；如果比作一条河流的话，它
就是主流。在华夏民族带领下，各个民族逐渐融
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体系中。所以，这
里诞生的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核心。”

王巍指出九个有关中原地区的古代文明对
中华文明的贡献：世界上最早的骨笛、最早的龙
的形象以及龙和虎与方位的关系、黄河流域最早
的城址、最早的社会分化、最早的青铜容器群、最
早的宫城、最早的东西对称的建筑格局、最早的
原始青瓷器、最早的用车的证据。

“中原地区是孕育华夏文明的沃土，是我们中
华文明的核心。”王巍说。

“三月三，拜轩辕。我
们既然来新郑拜祖，我就
来聊聊中国的祭祀文化。”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
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
会理事彭林，还有一个身
份——百家讲坛系列节目

《彭林说礼》主讲，主要从
事先秦史等历史文献学和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的
教学和研究，偏爱经学，尤其注重对儒家经典《三
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中国古代礼乐文化
的研究，所以说起祭祀，彭林可谓“专家”。

“说起祭祀，我们做古代史的人引用的最多的是
《左传》里面的一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句
话充分说明祭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礼记》里面
一句话‘治人治道莫过于礼，礼有五种莫过于祭’，对
于普通家庭来说，祭祀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活动。
中国文化一个基本特色有四个字，叫祭天祀祖，无论
是敬天还是祀祖都离不开祭天，由此形成的祭祀文
化体系内涵丰富，是中国社会千家万户都离不开
的。所以祭祀对于社会的影响非常深远。”彭林说。

“祭祀和求神不同，祭祀是一种感恩，对天地、祖
先的感恩，而求神是一种索取，这是两者的不同。”彭
林认为。

“祭祀文化在中华历史中，起到非常重要的积
极作用，我们要吸取精华，让祭祀文化推动社会的
发展。”彭林说。

之所以把话题锁定在中
国梦，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
任、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春涛
说：“我希望更多人了解中国
共产党为实现中国梦在不同
时期做了哪些努力，取得了哪
些成就，包括今后继续实现中
国梦还面临着哪些挑战。我
想梳理一些这样的内容，大家
会对中国共产党有更多了解，
有更加理性的认同，会对实现
中国梦的前景进一步地增强
信心。”

“在我看来，在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上，为实现中国梦做
了三个阶段的努力。”谢春涛
说，“第一阶段是实现国家独
立民族解放的中国梦；第二阶
段是建立国家工业化现代化
基础的中国梦；第三阶段的中
国梦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要
不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梦想。”

“我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应对
实现中国梦进程中的挑战。目前，我们
主要有四个方面的挑战，分别是科学发
展的挑战、和谐发展的挑战、和平发展的
挑战和执政党建设的挑战。”谢春涛分析
说，“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党都做出了相
应的努力，我始终坚信，我们党有能力领
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袭蓝色套装，扎着简单的
马尾，在第十届黄帝文化国际论
坛现场，中央电视台文明之旅的
节目主持人刘芳菲端庄、美丽。

“这是我至少第十次来到河南，
每一次来到河南，都会获得一种
内心的笃定。”刘芳菲说。

“在机场，我看到河南的旅
游广告有四个字‘河南老家’，
其实，河南不仅是河南人的老
家，它也是所有华夏儿女的老
家。”刘芳菲说，“河南地处中原
的核心地带，而中原文化是中
华文明的源头，也是中华文明
的摇篮，就在这块儿土地上，新
郑市在5000年前诞生了黄帝文
化，五帝之首轩辕黄帝，也是中
华文化的人文始祖就诞生在这
里，在这里出生、成长、建国。”

“5000年时光倏然而逝，脚下的土地发
生了沧海桑田的变化，然而在这样变化的
时代，很多人内心都永远会问自己那几个
哲学的终极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我要到哪里去？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
文化彰显出了它强大的力量，在一届又一
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一位又一位的大
师登台演讲，让我们找到了内心的答案，也
让我们找到了文化的根。”

“非常荣幸担任今天节目的主持人，在
这片中原厚土上，听取各位大师的精神分
享，我自己也上了一节生动的国学文化
课。”刘芳菲说。

长相卡通的于赓哲昨天下
午一登上第十届黄帝文化国际
论坛的讲台，就给人一种莫名的
喜感。别看于老师长相“萌萌
哒”，肚子里的货还真不少。“《论
语》上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
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
相当于我们说的人的本质，或者
是说你对自身物质性的一种要
求。所谓‘文’应该是精神层面
的要求，如果说一个人的‘质’胜
过他的‘文’，对物质层面的需求
超过精神层面的需求，那么这个
人就会显得比较粗野。如果做
到均衡，那就是一个真正的‘君
子’。”作为中央电视台文明之旅

节目《百家讲坛》中一位非常受欢迎的年轻
老师，于赓哲一开场就出口不凡。

身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的于赓哲，是一位非常会讲
能讲的专家学者。“文质彬彬，以成华夏。”
于赓哲说，“炎黄的祖先黄帝在他的这个时
期，‘文质彬彬’这种文化就已经达到了这
种‘质’‘文’均衡，这才有了今天13亿人口、
9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国，成为这样一个国
家不是偶然的，文化的根儿就扎在这五六
千年以前。”

“文质彬彬是黄帝文化的专属特点，这
样的文化可以延伸出很多，比如农业、疆域
等，它促成了华夏民族的诞生，文质彬彬，
以成华夏，这种黄帝文化的精神对我们的
影响是巨大的，我们要不断地将其发扬光
大。”于赓哲最后如是说。

作为新华社特约记者，担
任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闭幕
式总摄影的林毅，经历过一系
列重大活动的现场拍摄，同时
也拍摄过大山里的孩子这样
普通而特殊的群体，无论是怎
样的拍摄，林毅都坚持用心去
记录他眼睛里看到的世界。
昨天走上第十届黄帝文化国
际论坛的讲台，是林毅第一次
从幕后走到前台，正如他用心
拍摄记录眼里的世界一样，发
言时他也一样用心在与所有
参会人员一起分享拍摄时的
点点滴滴。

林毅说：“在新郑举行的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是一次传
承中华传统文化的盛世。用
镜头去记录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更需要用心去记录。大典的每一个
瞬间、每一处场景、甚至是与会嘉宾的每
一个表情，都能展现人们对于传承中华
传统的一种崇敬之情。”

正如林毅所说：“其实生活就是这
样，我们所有人都只是其中的一分子，
我们生活在历史中的一瞬，只有用心记
录才能用心思考，只有用心记录才能用
心研究。亦如拍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的盛况，摄影工作者更需要用心去记
录，用心才能记录下盛况中的点点滴
滴，而这些细枝末节往往更能打动人，
更能引起所有中华儿女对于祭拜人文
始祖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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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4月 8日，第十届黄帝
文化国际论坛黄帝精神专家研讨会在轩辕故里
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
央党校等近40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研讨博大精
深的黄帝精神。

河南省委原书记、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国务院参事
室新闻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华炎黄文
化研究会特别顾问赵德润等出席。

与会专家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围绕如何认识
传统文化，怎样弘扬传统文化作了精彩发言。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

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
学家，专家组副组长李伯谦认为，黄帝文化核心
是创新，传承黄帝文化要做到爱族、爱国、创新、
传承；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朱士光认为黄帝
文化中包含的天人合一理念，对后世的影响意
义深远。

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宫长为代表与会专家
学者作了学术总结。他说，来自海内外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近 40位专家学者，紧紧围绕黄帝精
神这一主题，从多学科、多角度、全方位、全视野，
展开了广泛地、深入地讨论，取得了积极可喜的

学术成果，呈现三大特点——
突出一个主题。本次学术研讨会以黄帝精

神为主题，总结 10年来黄帝研究的学术成果，进
一步深入探讨黄帝精神，开启黄帝文化研究的新
起点，走进黄帝文化研究新时代。

采取两会结合。本次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与
黄帝精神专家研讨会，两会相互结合、相互促进、
主辅互补、相得益彰，共同推动黄帝文化研究的
深入开展。

获得四项成果。一是历史学的进一步认
证。通过对《五帝本纪》的进一步讨论，明确孔
子论次《诗》《书》和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

纪》为书首的历史意义。二是考古学的进一步
探讨。通过对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等深入分析，
进一步明确黄帝处在所谓“古国”的历史阶段，
开启中华文明初曙，黄帝图腾可能人面蛇身、尾
交首上。三是黄帝精神的进一步阐释。通过学
术研讨，大家一致认为，黄帝精神的核心是创
新，创新是黄帝精神的根本，它应具有包容精
神、首创精神和民族精神在内。四是黄帝精神
的进一步发扬。专家学者强调弘扬黄帝精神，
要立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立场，遵照社会
发展规律，从自身做起，要以史为鉴，古为今用，
顺天应时，开拓创新。

专家学者纵论黄帝精神
专题研讨会获四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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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泱泱，嵩山荡荡。
第十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于昨日下午闭幕。为时

两天的论坛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发
表远见卓识，彰显智慧力量。

他们中，既有知识渊博的历史学家、文化大家、艺术
名家，又有学贯中西的经济学家、资深作家、管理专家；
他们秉承优秀文化传统、阐发人文精神内涵，倾心交流
研究成果……

本报记者 李娜 陈凯 文 李焱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