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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806年，周宣王姬静将小弟姬友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建立西周的最后一个诸侯
国。姬友死后的谥号为桓公，故史称郑桓公。郑桓公在周幽王时任司徒，预感到将要发生变
乱，便采纳太史伯的建议，于公元前773年把财产、部族、家属连同商人迁移到郐国与东虢之
间，史称“虢郐寄孥”。后来，郑桓公在“犬戎之乱”中牺牲，他的儿子姬掘突承袭尊位，为郑武
公。郑武公趁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阳之机，于公元前769年攻灭郐国，又于公元前767年攻灭东
虢，建立新的郑国，定都新郑（今属河南）。

郑国共历23君、431年，至郑幽公时，于公元前375年被韩国所灭，子孙播迁于陈（今河南淮
阳）、宋（今河南商丘）之间，以原国名为姓氏，就是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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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姓氏文化经典巨作——《百家姓·起源故事》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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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东新区，金水大道，九栋高端写
字楼，“楷林”醒目的 logo在往来行人的
注目中彰显着属于这座城市的商务风
范。“楷林”二字的英译，就是先锋、领航
者的意思，在中原，楷林置业董事长郑
新桥便是写字楼领域首屈一指的“楷
林”。从任职国有银行，到创办信用社，
再从创办索克实业公司，到创办决心为
之付出一生努力的楷林置业，郑新桥这
一路走来，目标坚定、步伐铿锵。他说，
他从中华传统文化最具向心力、凝聚力
的根亲文化、姓氏文化中，吸取了无穷
滋养，特别是郑氏姓氏文化中倡导的乐
于助人、真诚实干，更是奠定了他做人、
做事、做企业的根基。

回归本真 找寻丢失的美好
“这两年有两个词出现频率比较

高，那就是回归本真、回归初心，举办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弘扬根亲文化，其实
就是在引导一种回归。寻根，表面上是
寻找一个具象的‘根’，祖先的根源，实
际上是在追寻一种抽象的、无形的‘根’，
即中华传统美德中最本真的质朴、善
良、纯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郑新桥
开门见山地说，对待拜祖大典、根亲文
化不应当短视，更不能功利化，而应当
将其视为一种公益文化，追溯文明根
源，探寻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让它们在
更广阔的层面上为今人所用。

为什么大家都在倡导回归本真、回
归初心？对此，郑新桥有着自己的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老
百姓的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但与此
同时，也有很多东西被丢掉了，比如人与
人之间的信任、宽容、仁爱等。”郑新桥
说，回归最本真、最原始的初心，就是帮
大家找到这一度丢失的，或是被一时遮
蔽的人性之美，“我认为弘扬根亲文化，
最终就是要找到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最
美好、最优秀的部分，然后把它继承发扬
下去，造福当下社会。”

在郑新桥看来，“仁、义、礼、智、信”
便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
分，其中，仁、信，是当今社会最急需找
回的部分。郑新桥从一个企业家的角
度来对此加以解读，“比如商人都是有
盈利需求的，但一定要掌握好私心与公
德心的平衡。盈利有一个前提和底线，
那就是要为社会创造价值，为他人造
福，盈利一定是要建立在利己、利他、利
社会的基础上的，绝不能损他人、损社
会、只利己，否则，即使获取了巨大的利
益，那也是不义之财，是不符合商业文
明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郑新桥说，如
果每个商人都能做到对社会大众仁爱
守信，每个人都能处理好私心与公德心
的关系，整个社会一定愈加和谐美好。

“一瓢面，影响了我一生”
几乎所有的族规家训中，都蕴含着

报本思源、敦宗睦族、光耀门楣、勉诫子
孙的传统伦理，都倡导尊老敬长、团结友
爱、和睦相处、克勤克俭、宽厚忍让的传
统美德。历代郑姓族人地位均比较显
赫，在经济、科技等领域也都名人辈出。
谈到本姓文化，郑新桥说，郑姓家族以忠
孝治家，以家风淳朴而著称，忠诚质朴、
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富于实干精神，是
大多数郑姓人的典型性格特征。

见过郑新桥的人，都会被他的真
诚、朴实所打动，他没有花里胡哨的言
语，多是平等地分享他的经验、客观而
理性地陈述个人观点。郑新桥说，这种
发自内心的真诚不虚，源自孩提时奶奶
的言传身教：“小时候我跟随奶奶生活，
在那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我家条件
相对好一些，常有邻里乡亲来借粮食，
奶奶给别人盛面的时候，一定会将瓢盛
得满满的，瓢里的面压实得没有一点儿
空隙。别人来还面的时候，即便盛得不
满，或瓢里的面盛得稀疏松散，也完全
不会影响她在下一次给别人盛面的时
候，端出来的仍然是一瓢压得实实在在
的面。”他说，一瓢面的故事影响了他的
一生，奶奶以实际行动向他诠释了什么
叫真诚待人、乐于助人，奶奶常说的“不
论别人怎么对待你，一定要以诚待人”，
也成为影响他一生的做人准则，无论是
对于合作伙伴，还是对企业员工，郑新
桥都本着一颗赤子之心以诚相待。

“如果大家每个人都能从传统文化
中找到做人的根基，一点一滴努力做好
自己，那么我相信，同心同德的华夏儿女
一定能早日实现伟大中国梦。”在郑新桥
看来，弘扬根亲文化、姓氏文化，不应当
是大而虚的空谈，而是不断发掘出每个
人身上的善良、真诚、美好的因子，引导
每个人将自己的分内之事做好、做扎实，

并通过正向的能量来不断影响他人，慢
慢重塑中国人当下缺失的精神信仰。

以工匠精神打造精品写字楼
郑新桥有一间禅室，工作闲暇之

余，他在这里品茶、思考。传统文化中
有哪些精华可以运用于现代企业、古人
先贤有哪些智慧在当下依然值得推崇，
这是他常常思考的问题。

古人提倡“仁爱”，郑新桥将自己对
先祖的敬爱，上升至对家乡、故土，对社
会的大爱，他让自己的每个产品，都那
样与众不同：楷林一直在写字楼领域践
行“产品至上”——十五年，十四栋高端
写字楼，坚持创新，绝不复制，每一个产
品都与国际、国内最顶尖的设计机构进
行合作，每个项目都是对上一个项目的
升级与超越。尤为值得书写的是，楷林
作为7家参编单位中唯一一家来自省会
城市的开发商，参与编订了《中国商务
写字楼等级评价标准》，与远洋地产、上
海陆家嘴、北京新保利等一线城市知名
房企共同成为行业标准的制定者。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古人
这句话强调的即是专业精神，它为我树
起了做企业应具备的态度。十年前，我
就提出楷林的每个项目都要专业，都要
有创新。对于楷林在商务办公专业技
术上的贡献，我个人还是感到比较满意
的。”郑新桥的每次创新之举，都会收获
一片赞誉，因为他的每次创新，都有温
度的、有人文情怀，都力求契合当下人
的需求：他明了那种生活在冷冰冰的钢
筋水泥筑就的城市里的压抑，便率先引
进了空中花园、空调加氧系统等；他知
晓城市人之间的冷漠与隔阂，便努力增
加写字楼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互动空
间……痴迷于建造写字楼十余年，郑新
桥说，他的“中国梦”便是继续坚持以工
匠精神打造精品写字楼，探索商务办公
文化，为社会奉献更多经典建筑。

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做人的根基
——访河南楷林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新桥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秦华

话说这一日，东方刚刚泛起了鱼肚
白，剧组的服装、化妆、道具、灯光、摄影
各部门就整装出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正
是：清风寨。

有道是“何须觅得桃源路，清风寨里
醉不归。”这清风寨寨门上，正挂着一颗
硕大的羊头。说起这挂羊头的门道，在

下 倒 也 略 知 一
二。门环下羊头
铺首，猛兽怒目，
露齿衔环，是古人

“设的岗”，意思是
“到我的地盘了，
放尊重点。”同时
也表达了对美好

生活的期盼。不同的门环有着不同的含
义，每一种都蕴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令
人不得不慨叹古人的智慧与才能。

各部门人员来来往往，奔着寨内而
去。前往一看，原来今日拍摄的是散宜
夫人前来提亲的戏。这散宜夫人乃是

“文王四友”之一的散宜生之妻。寨内主
演已齐聚，还有位新加入的陈涛，值得一
表。这陈涛在剧中饰演散宜生的儿子散
宜峰，自小与太姬青梅竹马，是王族默认
的太姬驸马不二人选，其人性格豪迈洒
脱，勇猛果断，颇有武将之风。

片场中，听到最多的便是导演“卡”
“卡”“卡”的喊停声，有时一个镜头要过
几十遍，婢女们一个动作稍有瑕疵都会
被要求重来，只为精益求精，这导演的敬
业与专注让人佩服。

转眼暮色降临，山中冷风嗖嗖，可剧
组还有 4 场夜戏要拍，在咱这位出了名
的、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导演的把关
下，是夜，怕是要在这一遍一遍、一场一
场的拍摄中度过了……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本报记者 杨丽萍

第八回：清风寨里“提亲”忙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连日来，
在北京市东城区第一文化馆展出的

“豫韵丹青·墨舞嵩山”国画精品展
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观看。由郑
州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局，北京
市东城区文化委员会联合主办，郑
州市群艺馆、北京市东城区第一文
化馆共同承办的此次展览，让首都
观众品尝到了来自中原郑州的“豫
韵大餐”。

据了解，举办此次展览旨在促
进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项目)经验
交流与推广，加强加快区域文化联
动。展览共展出百余件力作，其中，
有原重庆市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陈
铁泉的焦墨山水画作品《荷韵》、河
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尚水法的《彩
墨山水》、实力派画家苏蔚创作的

《秋望峻极》等。这些作品均有浓郁
的中原文化特色，代表了近年来河
南书画水平和群众文化风貌。今年

52岁的河南登封观众高建强说：“虽
已离开家乡多年，但这些作品一下
就把我的思绪拉到了故乡、拉到了
河南，仿佛又听到俊鸟在山间歌唱，
如同又看到了中岳庙、少林寺、黑龙
潭……”几位吉林籍的观众在《孔雀
图》前接连摆拍，兴奋不止。

活动中，两地文化馆还组织艺
术家进行笔会交流，切磋技艺。中
原画家现场描绘“天地之中”嵩山的
风土人情，以独特的画风受到首都
画家的关注。

本次展览于 21日结束后，将赴
广州、武汉等示范区城市陆续巡展。

“豫韵丹青”晋京首展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昨日上
午，作为郑州美术馆与兰州画院交
流活动的重头项目，为期 5天的“大
河魂——兰州画院美术作品郑州
展”在郑州美术馆开幕。

此次展览由甘肃省美术家协
会、郑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兰
州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主办，既是
兰州画院和郑州美术馆之间业务与
专业的一场交流互动，也是两地之
间文化艺术积极碰撞的成果。

近年来，郑州美术馆怀着强烈

的文化责任感，深入挖掘中原人文
历史和文化资源，结合自身馆藏资
源优势，精心打造出《古拙与雄浑
——郑州美术馆馆藏汉代画像砖拓
片艺术展》这一优秀展览项目，被国
家纳入2014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
交流推广自助项目；2015 年 8 月，

《古拙与雄浑——郑州美术馆馆藏
汉代画像砖拓片艺术展》在兰州美
术馆开幕，向兰州人民展示了中原
地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艺术积淀，取
得了良好的反响。

此次，兰州画院也为郑州观众
带来鲁西北人文艺术的浓厚风情。
展出的“大河魂——兰州画院美术
作品郑州展”是 2012年度文化部全
国画院系统优秀创作项目，是兰州
画院依托西部文化历史倾力打造的
对外美术交流品牌。本次展出的70
余幅作品，均为兰州画院 9 名画家
精心创作，以浓厚的西部画风描绘
出特色鲜明的西北人文风貌，将为
郑州观众带来一股豪迈悠远的西北
艺风。

兰州画院美术作品亮相郑州

作为2016河南交响乐团音乐季
的启幕演出，明晚，由我省著名指挥
家吴涛执棒，河南交响乐团与郑州
市第七中学交响管乐团联合演奏的

“中外经典名曲交响音乐会”将在河
南艺术中心音乐厅奏响。近几日，
乐手和参演的中学生正在进行紧张
的排练，记者前往采访。

“大家要学会用余光看谱子，要
不然节奏容易乱……你们是一个乐
团，一定要注意互相配合，达到整齐
的效果……”记者日前来到市七中排
练现场，河南交响乐团音乐总监吴涛
正与同学们紧张联排。吴涛介绍，本
场音乐会在曲目选择上可谓“中西合
璧”，将会为听众献上《卡门序曲》《费

加罗的婚礼》《天鹅湖》《茉莉花》《梁
山伯与祝英台》《掀起你的盖头来》等
风格各异的15首曲目，其中，市七中
将演奏交响管乐《咱们说说知心话》

《龙舌兰》两首曲目。这是河南交响
乐团首次与中学乐团同台演出。

吴涛介绍，2016 河南交响乐团
音乐季共包括 50场左右演出，与往
年不同的是，今年的音乐季更注重
与普通群众的交流，“往年的音乐季
以演奏贝多芬、普拉姆斯作品为主，
这些曲目大都比较‘高大上’，可能
与群众有一定的距离感。今年的音
乐季主打大家比较熟悉的世界中外
名曲，希望能让更多寻常百姓欣赏
到交响乐的魅力”。

谈到音乐季的首场演出为何与
市七中同台演出，吴涛表示，市七中
交响管乐团虽然成立只有三年时
间，但学生们的整体音乐素质较高，
双方合作基础较好。这次演出中，
市七中的小乐手们将压轴献演两首
曲目，其中的一首为交响合唱《朝阳
沟》里的《咱们说说知心话》选段。
之所以选中这首曲目，吴涛也是用
心良苦：“河南是戏曲大省，然而大
多数中学生对戏曲了解并不多，我
希望孩子们能从中领略到传统豫剧
的魅力，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孩子看
到这场音乐会，并由此热爱上交响
乐，发掘培养出更多音乐苗子。”

郑州市七中校长王保军告诉记
者，该校一向践行的是“博、雅”的教
育理念，“博”即是指知识的广博，而

“雅”则是指高雅，“没有音乐素养的
人是很难高雅起来的。没有音乐的
学校，就不叫真正的学校。中学生
虽然功课繁重，但升学毕竟是阶段
性的事情，良好的音乐素养可以伴
随孩子们的一生，我希望孩子们经
过更深入地学习音乐，以后能够飞
得更高。”王保军说，这次与河南交
响乐团这样的专业院团合作演出，
对孩子们是一次很好的锻炼和提
高，特别是他们平时演奏的大都是
西方乐曲，而这次演奏的《咱们说说
知心话》风格新颖，会让孩子们发现
中西方音乐相互交融的地方，这对
于他们整个音乐世界的打通非常有
好处。 本报记者 秦华 文/图

2016河南交响乐团音乐季明晚启幕

专业乐手与中学生同台演奏

本报讯（记者 杨丽萍）一年一度
的河南保利艺术中心“六一童话嘉
年华”即将开启，记者昨日获悉，本
届活动将从 5 月 27 日持续至 6 月 4
日。届时，梦幻的《绿野仙踪》、爆笑
的《小丑嘉年华》、正义的《宇宙超人
奥特曼之英雄归来》和神奇的乌克
兰影子剧《shadow space 漫游太空》
四台剧目 7场演出将带孩子们步入
神奇的童话世界。

作为河南保利艺术中心打造的
第三个原创品牌，“六一童话嘉年华”
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为小朋友们打
造一个童话狂欢季。本次活动包含
了四台剧目七场演出。多场次的演
出，不仅让孩子们可以随意挑选自己
喜爱的童话故事，也能让他们从不同
的故事里学到不一样的童话力量，激
发孩子内心深处最真实的童真善良。

“六一童话嘉年华”发布会上，
来自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幼儿园等13
家幼儿园的孩子们为观众们上演了
一场公益晚会，精彩的演出赢得了
在场大小朋友的交口称赞。

河南保利艺术中心的总经理陈

泽利介绍，公益演出首先是给孩子
们一个舞台，让孩子们不仅可以观
看丰富多彩的演出，自己也能参与
其中。“此次参演的幼儿园都是与河
南保利建立了文化艺术共建基地的
幼儿园，我们欢迎其他的幼儿园也
可以参与进来。”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二十
七研究所幼儿园的业务园长张爱英

认为，到剧场看演出，对孩子的眼界
是一种开阔，能让孩子在艺术欣赏
中，得到文化的浸润。安迪儿教育
机构海睿幼儿园的孟英也提出，儿
童剧目的排练、演出、观摩都是孩子
们在艺术成长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文
化教育形式。让孩子走进剧场，则
可以让他们从舞台剧表演上学习更
专业的表现形式。

为孩子打开梦幻童话世界

“六一童话嘉年华”下月启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