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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文化 传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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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
精髓在于人格平等

——访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

“四百多年前，一位叫利玛窦的传教士来到
中国，他发现中国的读书人并不相信上帝，但是
道德水平很高。为什么？因为中国有儒家。”昨
日下午，在第十一届黄帝文化论坛上，台湾大学
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如是说。

文化到底是什么？他认为文化有四个特
色。一是异于自然，有人类才有文化，没有人类就
没有文化了；二是形成传统，一群人在一个地方住
一段时间就会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就慢慢出现了；
三是比较重要的叫作自为中心；四是文化跟人的
生命一样，人有生老病死，文化就有兴盛衰亡。

他说，中国人信仰祖先，我们今天在黄帝故
里举办黄帝论坛，就是我们身为炎黄子孙对于
祖先、对于中国历史传统有非常深刻的情感。
因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我们每一个人姓不一
样，名不一样，但都是一家人。

文化的内涵包括身、心、精神三个层次。第
一个是器物层次，就是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第
二个是制度层次，人类社会的制度并没有绝对完
美的，每一个社会都在不断地改善；第三个是理
念层次，文学、艺术、哲学、宗教里面就有理念。

中国文化中，真正的儒家思想精髓，在于
它建立起一种人格的平等和尊严，自我觉醒
的人生价值在内不在外，做人一定要真诚，你
跟别人来往时，大家以平等之心互动。

国家形象
在文化层面易共鸣
——访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杨乘虎

“今天论坛以‘一带一路与文明互鉴‘为主
题，共同探讨在当今时代，传统文化历经代际传
承，如何走向现实、走出国门、走向未来的问题。”
昨日上午，在第十一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博
士生导师、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
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杨乘虎说。

杨乘虎说，“一带一路”是个地理通道和历史
通道，也是个现实的国家通道。在历史走向现实
的过程中，在中国和“一带一路”多边国家交流
中，文化互鉴的立场更具时代性。这种时代性，
将全球发展和中国崛起，产生了密切联系。

今天所称的国家形象包含着诸多内涵。《舌
尖上的中国》在众口难调的纪录片中，为什么能
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原因在于，其把镜头对准了
餐桌，在美食中呈现了我们家族和家庭生活的共
同记忆。国家形象固然包含着政治的、经济的、
社会的和技术层面的，但其中最容易产生共鸣
的，还是文化层面。

好题材不等于好故事，在所有的叙事方法中，
家庭角度的叙事很重要。中国人对于家庭重视程
度是无与伦比的。讲好国家故事，应该从讲好一个
个家庭故事开始，可能更容易引发共鸣。因为，这
些故事更能传递出真实的力量、感染的力量和启迪
的力量，能够让我们用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去支
撑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展示梦想、凝聚信仰。

“中华文明五千年形成了深厚的
丰富的独具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
中华传统文化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
的强大精神力量。”昨日下午，原河
南省委书记、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
光春说，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国的文
化之根、中国的文化之源，这个根不
能枯了，这个源不能竭了。如果根
枯源竭，中国文化就失去了生存发
展的基础和条件。

自古以来中国人自称为炎黄子
孙，把炎黄建都创业的中原视为心灵
的故乡，中华大地的统一出现在黄帝
时期，黄帝是中华文明初创的大成者，
黄帝文化比炎帝文化也更丰富、更进
步。所以，传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要高度重视炎黄文化的传承和发
展，尤其是对黄帝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关于“一带一路”，徐光春表示，
“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一
带一路”战略强调共商、共建、共享，
强调和平共处、和谐、包容，强调合
作互通诚信，这些原则中闪闪发光
的人文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是一致
的，文化基因相同，文化血脉相通，
当今“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在“ 一带一
路”中展现的文化精神与在历史上
两 大 丝 绸 之 路 中 所 体 现 的 文 化 精
神，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文化、
炎黄文化特别是黄帝文化中能找到
它的基因和根脉。

传统文化 中国的文化之根
——访原河南省委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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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是我们的先祖，非常有

智慧。”《北欧时报》社长何儒开门
见山地说。作为第十一届黄帝文
化国际论坛演讲嘉宾，刚刚从瑞典
赶来参加的他还没倒好时差，就热
情饱满地向与会嘉宾讲述起瑞典
与河南的联系。

在何儒看来，瑞典作为最早与
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现在与
中国非常友好。何儒说：“我们的
先祖在唐宋时期都可以吟诗作对，
一壶浊酒诗百篇，那时候欧洲还不
懂得什么叫诗词。现在我们对自
己的文化有些疏忽了，我们应该重
新关注自己的文化。曾经有一位
华人学者的观点认为，‘中国要有
傲骨远离主流，中国要有真心学习
主流，中国要有幽默忽悠主流，中

国要有自信进入主流，中国要有魅
力惊艳主流，中国要有耐心理解主
流，中国要有真情感动主流，中国
要有智慧引领主流’。”

“一带一路”是一个时代性的机
遇，对于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和融汇
非常重要，而对于欧洲曾经产生过
深远影响的中国文明和文化更成为
一条纽带，连接着中国与北欧。

“瀚海狂涛拍岸起，几多华夏
兴亡。百年惊梦断人肠，风烟吹不
尽，万里雾横江。东土长车西域
马，邦国自古无双。大帆今日下西
洋，直击千尺浪，挥酒祭炎黄。”说
到最后，何儒引述了一位瑞典华人
科学家写的这首诗，并将这首诗写
成书法作品，送给了第十一届黄帝
文化国际论坛组委会。

一带一路 文明互鉴连接北欧
——访《北欧时报》社长何儒

大国崛起
是中国的“终极”目标

——访《百家论坛》主讲人，著名军旅作家、
军事理论家、评论家乔良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
史，这让我们骄傲。可我们真正知道文明本
身是什么吗？文化本身又是什么吗?”昨日上
午，在第十一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来自开
封杞县的河南老乡，《百家论坛》主讲人，著名
军旅作家、军事理论家、评论家，空军少将乔
良开门见山，诠释了让“一带一路”成为推动
全球化新文明的观点。

“文化就是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方式，文明
就是社会与国家的生存方式。”乔良如是说。

乔良以中国古代的大秦帝国、蒙元帝国
以及欧洲大英帝国崛起为例，阐述了“历史
上所有的大国崛起，都必然伴随一次崭新文
明诞生”的观点。实现大国崛起、民族复兴
是中国的“终极”目标。在乔良看来，实现
GDP的超越和政治上有话语权，“这些‘小目
标’，只能说是完成了一个大国的进程，离一
个真正引领世界的大国崛起还差一段路。”

“我们现在所推进的‘一带一路’是中国
实现大国崛起的起源，我希望我们能够借助

‘一带一路’的战略迈过走向大国崛起所差的
一段路，能够引领世界文明。让‘一带一路’
成为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文明的一个起始点。”
乔良满怀信心地说。

郑报融媒记者 陈凯 卢文军 王治 文 李焱 图

在昨日举行的第十一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上，《北欧时报》
社长何儒，中国传媒大学传媒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艺
术研究院艺术传播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员杨乘虎，
著名军旅作家、军事理论家、评论家，空军少将，国防大学教授、

国家安全政策研究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乔良，台
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原河南省委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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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围绕“一带一路与
文明互鉴”作主题演讲。本报记者对5位主讲嘉宾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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