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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河幸福河畔踏歌行畔踏歌行
——中外媒体记者行走黄河之滨领略大美风光

本报记者 武建玲 杨丽萍 陈凯

3600多年前的星空下，巍巍亳都起于大河之滨，成
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滥觞之地，在几千年的文明演进中，
续写着古今同地、文脉不断、人脉不息的郑州鸿音。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是郑州作为我国八大古都的核
心文化载体，丰厚的商都文化更是郑州独具个性的文化
名片。”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副院长、副研究馆员马
玉鹏说。

走进“巍巍亳都 王都典范——郑州商代都城文明
展”主题展，讲解员从“文明摇篮”“玄鸟生商”“巍巍商
都”“大邑商都”“四方之极”“生生不息”“守望保护”七个
单元，为中外媒体记者揭开了郑州这座沉睡了 3600年
都城的神秘面纱，展示厚重的商都文化和最长的城市延
续脉络。

站在商城墙纵剖面断面前，看着各个时期的夯土
层，来自“阿根廷华人在线”的万学栋深受震撼：“3600年
前的城墙，到现在还能看到，非常了不起，真是古今同
地、文脉不断、人脉不息。”

“今天在郑州商城遗址博物馆系统了解了整个商城
3600年前是一个怎样的面貌，对我来说是大开眼界。在
黄河畔有这样一座城市，经过了 3600年的岁月洗礼，依
然欣欣向荣，我期待把我看到的这些现象记录下来，向
大家讲述新时代的郑州故事。”中新社记者韩章云说。

在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中外记者还参观了
“奔流——鲁迅博物馆藏黄河流域石刻拓片展”，感受黄
河沿岸石刻艺术的精美绝伦。

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杭侃介绍说，此次展览精选鲁迅先生本人珍藏的
近百件黄河沿线拓片和个人印章等文物，其中包括鲁迅
珍藏的著名汉代摩崖石刻“汉三颂”中的“两颂”——《石门
颂》《西狭颂》整拓，史学和书法爱好者可以一饱眼福。

“这些被鲁迅视为凝聚‘国魂’的遗物，深藏着中华
民族的伟大气魄，既为鲁迅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深厚的
人文精神滋养，也从另外一个角度体现了黄河文化的博
大精深。举办这样的展览，让人们从中品味黄河文化的
博大，感受鲁迅先生的精神，从中汲取力量，也是对黄河
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杭侃说。

行走在中原大地上，伸手一
摸就是两汉文化，两脚一踩就是
秦砖汉瓦，数不清的文化珍藏灿
若星辰，道不完的名人骚客流传
千古。在这片土地上，一座新起
的幻城喃喃低语，轻声向每一位
来客发出“你从何而来”“要到哪
里去”的低喃，用让人目不暇接的
一幕幕戏剧诠释郑州对黄河文
化、中原文化的当代表达。

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是目前
中国规模最大、演出时长最长的
戏剧聚落群之一。当中外媒体
记者来到这里，一片红绿扑面而
来，饱满的高粱穗挥扬着枝叶，
诉说着发生在这片黄河畔土地
上与“土地、粮食、传承”有关的
故事。

在 21 个剧场、近 700 分钟的
剧目和近千名演员的生动演绎
中，这座以黄河文明为创作根基，
以沉浸式戏剧艺术为手法，以独
特的“幻城”建筑为载体的幻城，
让一众中外媒体记者叹为观止、
热泪盈眶。大家通过可触、可感
的种种现代艺术形式，近距离感
受着悠远厚重的黄河文化，聆听
黄河和河南交错辉映的历史回
响，回望生动出彩的黄河故事和
中原文化。

“在河南处处可见黄河文化的
独特性，这里的人们用自己的方式
将它呈现出来，虽然我不是历史学
家，也不是考古学家，但我觉得一
切都是从黄河开始的。”俄罗斯巴
什基尔电视台记者马琳说。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
位于巩义市站街镇南瑶湾村的杜
甫故里，媒体记者们走进“诗圣”
杜甫出生和童年、少年生活的地
方，观看由三幕幻影成像、三维动
画视频等高科技手段加持的精彩

展演，系统地了解杜甫的生平、杜
诗精华以及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卓
越成就。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资深记
者周冉是第一次探访杜甫故里，
她用“很震惊”来概括自己的感
受。她说，杜甫故里相关古迹保
护得很好，回顾杜甫生平的多媒
体演出形式也很新颖。

“杜甫是一个真正的家国诗
人，很能代表中国诗人的风骨。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他是
我们应该多对外传播的诗人，非
常值得向国外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的人进行宣传推介。”周冉说。

参加本次中外媒体黄河行活
动的外籍媒体记者很多都听说过
少 林 寺 ，但 几 乎 都 不 知 道 在 哪
儿。此次走进少林寺，他们才搞
清楚这块被誉为“功夫圣地”的确
切位置。

来自中国网西班牙语频道的
潘阿里是一位中国功夫爱好者，
在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学习的时候
就学习过中国功夫，这次来到少
林寺，他感觉很震撼。“来到少林
寺，来到少林功夫发源地，对我这
个中国功夫爱好者来说有一种朝
圣的感觉。”潘阿里说。

在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
的嵩阳书院，外籍媒体记者仿佛
又置身中国“国学殿堂”。中国古
代文化大家司马光、范仲淹、程
颢、程颐等都曾在此讲学，嵩阳书
院 也 堪 称 中 国 古 代 的“ 高 等 学
府”，中华民族儒家文化在此得到
进一步发扬光大。

在嵩阳书院的先圣殿，面对
中国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的
塑像，潘阿里行了一个标准的拜
师礼：“我非常喜欢中国文化，所
以要向孔子行拜师礼，也是我对
中国文化的一种崇敬。”

文明鸿音“郑”嘹亮

黄河乐章和合起

初秋时节，徜徉在黄河滩地公园的绿色海洋里，斑驳
的日光在茂密的林木中游弋穿行，时不时洒落片片金黄，
优雅的白鹭在星海湖面撒下投影，让中外媒体记者沉浸
在大美惠济的生态之美中，大家纷纷拿出相机、手机，一
路走，一路拍，定格着黄河在郑州流淌的无限风光。

“河南高标准建设沿黄生态廊道，给母亲河‘镶’上了
‘绿飘带’，光惠济段就有21公里长。”乘坐敞篷摆渡车行
驶在疏影路上，郑州市惠济区林业和园林局副局长赵阳
向记者们介绍。及至郑州黄河滩地公园南裹头广场的观
景台，媒体记者们被眼前的壮美景象所吸引：大河横流一
望无际，绿树成荫苍翠挺拔，飞鸟盘旋倏忽而至，蓝天白
云分外妖娆，黄河正在这片土地唱响一曲幸福的欢歌。

郑州黄河滩地公园建设发展局局长赵红勋介绍说，郑
州市为促进黄河文化传播，结合道路交叉口、人文历史遗
址，打造了不同规模层次且带有黄河文化的休闲广场、服务
驿站等生态景观节点，建设了一个“自然风光+黄河文化+
慢生活”的休闲体验区，让人们可以近距离感受黄河之美。

“第一次来到郑州南裹头观景点，我发现这里真的是
一个观赏黄河的绝佳去处，我也将用自己的报道，更好地
把这里的生态之美、文化之美介绍给更多的中外游客，讲
好黄河故事。”环球网记者代玉被“惊艳”了。

在黄河博物馆，外籍媒体记者们把黄河水利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江恩慧教授围在中间，就各自感兴趣的话题
展开提问。被问到最多的就是“为什么要叫黄河？”“黄
河在发源地时水是清澈的，流经黄土高原时随着诸多带
有泥沙的支流的汇入，以及对河道的冲刷，黄河带入了
大量的泥沙，才形成了黄色。黄河进入河南后，也冲刷
出了黄河中下游广袤的平原，这里适宜农耕、适宜人类
居住，就此诞生了中华文明。”江恩慧深入浅出的讲解让
记者们收获颇多。

“我知道了中华文明孕育在黄河两岸，黄河
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对于这条河流，人们充
满敬畏之情，加强环保和治理，努力形成一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来自英国的记
者泰勒说。

“来到郑州，我真正感受到了中华文明、
黄河文化，感受到了河南的厚重历史和文化
底蕴，这里是文化富矿，特别吸引我。回去
之后我会讲好黄河故事，让更多的人走进河
南，了解河南。”匈牙利《世界中国》杂志记者
维克多同样对这场文化之旅意犹未尽。

三天时间里，中外媒体记者品读“天
地之中”的厚重历史，饱览“华夏之源”
的源远流长，感受“功夫郑州”的独特魅
力，他们将所看所思所想化为一篇篇报
道发向海内外，在世界各地讲述动人的
黄河故事、河南故事、郑州故事，让世界
进一步了解郑州、认识河南、读懂中国。

这是一场慢行黄河的发现之旅，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古今对话，这更是一场交流互鉴的文化之旅……2023年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活动期间，“行走河南·读懂中国”
中外媒体黄河行活动精彩纷呈。9月14日至16日，中外媒体记者先后走进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只有河南·戏剧幻城、黄河博物馆、少林寺等地，聆听中华文明演进的
郑州鸿音，探寻黄河文化承传的郑州注解，见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郑州实践。

文化承传起新潮

嵩山少林,四海名扬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新华 摄

“只有河南”，品读中原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新华 摄

嵩阳书院，文脉悠远 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新华 摄 戏剧幻城戏剧幻城，，如梦如幻如梦如幻 郑报全媒体记者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新华李新华 摄摄

观星台上，探知浩渺星空 郑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梦瑶 摄

博物馆里，见证大河泱泱 郑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梦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