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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幅连廊浮雕
背后有何“玄机”

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4月 11日，甲辰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如约而至。全新升级的黄帝故里园区内，26
幅精心雕刻的连廊浮雕正式亮相在全球华夏儿女面
前。一幅幅讲述黄帝生平故事、伟大功绩的浮雕作品气
势恢宏，带观众犹如穿越五千年时空，感受充满连续性、
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中华文明。记者昨日
再次采访连廊浮雕主创团队，为观众解读精美浮雕作品
背后的深刻内涵。

为艺术创作找到考古学依据
天帝下凡、大战蚩尤、乘龙升天……黄帝的传说在

民间不胜枚举，然而历史上黄帝时代究竟发生过什么？
在新的时代如何围绕黄帝故事进行艺术创作和展示？
考古学家们“出手”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切实可信的依据。

“黄帝时代的鼎是什么样子，考古学可以提供重要证
据，与三代以来的青铜鼎有一定不同。”“黄帝问道于大隗
故事，从其中人物、数字、叙事的本意来看，不亚于寓言
《道德经》。”郑州市文物局负责人举例说明。而 26幅作
品中，大到一件武器、小到一处服饰细节，以及黄帝故事
的选取，都要经过专家团队反复的讨论、修改和完善，除
了其他学科知识，很多方面由于历史久远，不少需要用考
古学知识支撑作品尽可能体现黄帝时代的特点。

据介绍，26幅作品由雕塑艺术、历史文献、陈列展
览、文物考古等专家组成创作团队，紧扣史料典籍，严把
浮雕图景，凝练主题精细雕刻而成。这些代表着黄帝生
平与功绩的作品，体现着时代思想，注重严密的叙事逻
辑，不仅具有传统文化特色，还与基于黄帝文明传承至
今的现代文明相融合，基于历史真实的素地，彰显了中
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选取的过程也是历经“千锤百
炼”，可以说，这 26幅作品是创作者带着虔诚、慎终追远
的心情甚至是民族的使命感来创作的，倾注了很多人的
心血，是对黄帝生平、功绩的集中代表性呈现，其形式新
颖、内容丰富，富有纪念碑性。

郑州市文物局负责人还透露，基本上每一幅画里，都
隐含有与主题有关的“玄机”，需要大家认真观察解读，找到
其中的妙处。

匠心巨制献礼人文始祖
记者了解到，26幅浮雕作品与轩辕殿里的黄帝像

一样，采用汉白玉雕刻，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刘红立和他的团队精心创作。

“浮雕的创作其实和黄帝像同时开始，但内容更加丰
富，如今历时两年多，终于创作完成，在甲辰年拜祖大典之
际与观众正式见面。”刘红立回顾创作历程，倍觉不易：“黄
帝时代距今约有五千年了，可参考借鉴的史料文献较少，
所幸郑州市组建了专家团队为我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依
据，但也经历了反复论证、修改、完善、提升的过程。”刘红
立回忆，当时他和团队“封闭”在黄河饭店一月有余，大家
夜以继日创作、构思、讨论、形成意见，最后依据汉画像砖
确定了“汉风”风格，又在一次次讨论中确定主题内容。

“在艺术创作上我们争取做到主题鲜明，让普通观众
能够解读是什么意思。”刘红立介绍，在创作过程中，团队
经历了设计初稿、平面转立体、制作泥塑模型、初塑、精雕
等多个工序环节，前后参与的工作人员有近300人。

“行业里有一种说法，雕塑是遗憾的艺术。26幅浮
雕作品难免会有一点小遗憾，但总体上比较满意。”刘红
立坦言，遗憾来自雕塑作品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理解和
诠释，他和他的团队尽可能少留、不留遗憾，“我们怀着
一份憧憬之心，为华夏共祖轩辕黄帝献上的用心之作，
希望能够经受住时间和观众的检阅。”

知名学者聚郑论道黄帝文化时代价值

第十七届黄帝文化论坛闭幕
本报讯（记者 董艳竹）4月 10日下午，

以“黄帝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使命”
为主题的第十七届黄帝文化论坛圆满完成
各项仪程后，在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落
下帷幕。

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黄
帝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源头。研

究探讨黄帝文化，对于探寻中华文明的
“根”与“魂”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学术价
值。论坛期间，8 位国内知名学者聚焦论
坛主题，深入研讨黄帝文化，深度挖掘时
代价值，多角度阐释蕴含其中的创新精
神，多维度呈现承载其上的创新价值，多
层次探讨源出其里的创新使命。一堂堂

精彩纷呈的“大课”和创新性观点，赓续黄
帝文化中的“创新”精神，激励人们坚定文
化自信，凝聚发展的磅礴力量，让黄帝精
神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再次绽放
出灿烂的时代光芒。

来自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先
秦史学会、中国古都学会、黄河文化研究

会、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河南省中华
文化促进会、河南省御风列子文化研究
院等学术团体专家代表，中国社科院、河
南省社科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
社科机构专家代表，以及全国炎黄圣地
和友好县市代表，新郑市各界群众代表
参加了本届论坛。

万里归来寻故里 四海同根聚中原

“遇见河南·根亲营”在郑开营

本报讯（记者 谢庆 文/图）万里归来寻故
里，四海同根聚中原。4月 10日，由中国侨联
主办，河南省侨联、郑州市侨联承办的 2024

“中国寻根之旅”春令营——“遇见河南·根亲
营”在郑州郑东新区西亚斯外籍人员子女学
校举行开营仪式。来自澳大利亚华夏文化教
育促进会、新西兰阳光国际文化中心、泰国华
文教师公会、印尼峇淡慈容学校等4个海外组
团单位的 45名海外华裔青少年相聚在商都
郑州，共同开启为期10天的“寻根之旅”。

“三月三，拜轩辕”，每年农历三月三，恭
拜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已成为华人世界
独特文化现象。为了进一步满足海外华裔青
少年寻根问祖的心愿，主办方首次在拜祖大
典期间，以“拜谒人文始祖·黄帝”为主题组织

“中国寻根之旅”河南春令营活动，打造延续
根祖文脉之旅。

新西兰领队赵景、澳大利亚营员欧阳德馨、
印尼营员李家正作为海外领队老师和营员代表
发言，热情洋溢的分享了与河南的渊源故事、对
丰富行程的期许。

“感谢活动的主办方和承办方给我们这
样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远渡重洋，踏上这
片充满文化底蕴的土地。这不仅是一次寻根

问祖的旅程，更是一次心灵的觉醒，让我们这
些海外青少年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华文
化的魅力和深度。”来自澳大利亚的欧阳德馨
在受访时表示，作为炎黄子孙，自己对这次寻
根之旅充满期待。

来自新西兰的 15 岁营员康颢严告诉记
者，自己 6岁起与父母一起出国定居，只在 5
年前有一次短暂的回国经历，得知此次活动
的消息后，正在奥克兰上高中的他立即与父
母商议，得到了父母的大力支持，通过报名和
筛选，有幸参加此次活动，领略中华五千年的
传统文化。

开营仪式上，全体营员、领队共同聆听
了春令营的营歌——《黄帝颂》，并见证了庄
严的授旗仪式。小营员们还带来了舞蹈《大
自然快乐操》《和睦相见》、合唱《天天向上》
等节目，初相见的友谊在愉悦的氛围中悄然
生发。

据悉，活动期间，营员们将前往新郑参加
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体验与黄帝有关
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技艺，感受根亲文化、体验
非遗文化，学习少林拳，参观商都遗址博物
馆、观星台、河南博物院、龙门石窟等，并与郑
州中小学师生进行交流互动。

本报记者 董艳竹张立 杨宜锦 陶然周甬

探讨儒学精义是对人文始祖最好的纪念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杨
朝明以“传统文化传承弘扬中的儒学精
义”为题，开启了第十七届黄帝文化论
坛全天的精彩。一登台，杨朝明就向
人文始祖黄帝表达了崇高敬意：“非常
感动能有这样一个特殊的机缘，向我
们的人文始祖致敬；非常感动能有机
会在这里和各位学习重温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硕果——儒学。”

杨朝明表示，从黄帝到夏商周三
代，上古时期历史文化哺育孕育涵养
了中国儒学，探讨传统文化传承弘扬
中的儒学精义，实际上就是探寻中华
民族五千年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精神
文明的硕果，是对人文始祖黄帝最好

的纪念。
“如果把中华文明比喻成一棵生

生不息的大树，那么儒家文化就是这
棵大树的主干。”杨朝明的形象比喻，
为现场观众普及了中华文明脉络与主
干，并以“天下为公与中国文化理想和
精神追求”“为政以德与社会规矩意识
和管理规则”“推己及人与个人价值观
和修养方法”“执两用中与人生行动纲
领和思维指南”四个方面，系统阐述了
儒学要义与精髓。

半部论语治天下，杨朝明表示，孔子
学说的特点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只有读懂孔子学说，才能真正了解中华
文化之博大。”

奏一曲传统与现代的“交响乐”

“特别高兴回到家乡河南参加黄帝
文化论坛，我参加过很多场论坛，但是没
有哪一场论坛能让我心情如此澎湃。”回
到老家河南，著名作曲家关峡心情无比
激动。他说，黄帝是中华远古时期五帝
之首，被称为中华人文始祖，统一华夏，
治国有方，修德立业。

“古代先哲对音乐深入地研究与思
考，使中华民族的音乐精神延续至今，
影响着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作为音乐
人，关峡的谈话离不开“老本行”。他
说，《诗经》中，“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
音乐；“雅”，是周王朝京都地区宫廷的
乐歌；“颂”是当时王者进行宗庙祭祀的

舞曲。
“种族不同，方式不同，爱与责任却

是相同的。”作为音乐人，关峡在现代交
响乐创作中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
究中国民歌民乐、戏曲音乐等丰富宝
藏，在此基础上守正创新，从民族民间
音乐中改编、编曲，讲好中国故事。创
作出数部广为流传的歌剧，如《悲怆的
黎明》《木兰诗篇》《蔡文姬》，还写了一
部交响幻想曲《霸王别姬》。关峡说，这
些作品在欧美演出后，受到了许多国外
友人的好评，也让他们进一步了解了中
华文明的历史、感受中华民族对和平的
渴望。

《黄帝内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与“本”

《黄帝内经》是中医领域的经典之作，
拥有丰富的哲学智慧。在华东师范大学
东方哲学研究院创始院长王寅看来，《黄
帝内经》还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与

“本”，是中国文化哲学体系之根，其思想
体系是一套万用系统。

王寅认为，作为一个拥有几千年
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我们的祖先早
就形成了一套对宇宙、对天地、对人怎
么活于天地之间的哲学体系，而这一
切的定律与法则，都隐藏在《黄帝内
经》里 面 。 他 以“ 东 方 哲 学《黄 帝 内
经》”为题，从《黄帝内经》的角度论述

了中国文化哲学体系的来由和脉络，
以此建立东方文化的哲学道统，并用
生动浅显的话语向大家诠释哲学的深
邃思想、天地人的内在逻辑关系和学
理，并深入浅出地论述了中国文化的
哲学体系。

为让人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黄帝内
经》这部国学经典，王寅先后编著出版了
《智慧解读黄帝内经》《道解黄帝内经》书
籍，还拍摄了《中国文化的哲学体系》《中
医治病的理论体系》系列影视片，目的在
于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向世人讲述中国文
化的哲学体系。

延续黄帝文化是使命与担当

“人类文明大体分为农业文明、工业
文明和生态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
史研究所研究员宫长为认为，当下，我们
所肩负的时代使命，就是延续黄帝文化建
设中国式现代化。为什么是这个时代的
使命？宫长为说，中华民族近一百年的历
史，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
命，从社会主义革命到改革开放，中华民
族就是要解决现代化问题。中华文明连
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
特性，正是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

完成时代使命需要如何担当？怎

样担当？“从整体上说，我们现在对文化
传承发展的重视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
度，全国各地都在持续加强文化建设。”
宫长为说，在文化建设中，把以黄帝文
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
式现代化相结合创新发展，就是这个时
代的担当。传承创新首先要继承，只有
继承才能创新，只有继承才能发展。以
文化人，让人们的道德水准、文化修为
跟上时代发展，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信，从而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

在人文与科学交汇点观华夏文明

作为一名建筑学家，在中国工程院
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何镜堂的
眼中，万事万物皆相通。他的思维既有
工科技术的严谨逻辑性，又有人文学科
的浪漫与思辨性。

“ 只 有 继 承 传 统 ，才 能 创 新 发
展。黄帝文化精神内涵是和谐、共生
的，在建筑学中 ，体 现 在 一 个 城 市 历
史 积 淀 过 程 中 形 成 的 个 性 特 征 ，这
便 是 城 市 建 筑 风 貌 。”何 镜 堂 以“ 地
域·文 化·时 代—— 漫 谈 文 化 传 承 与
建筑创新”为题进行精彩讲述，他认
为，营造中国特色城市建筑风貌，应
当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而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就为这种自信指明了前进
方向。

在何镜堂看来，这种风貌是在地域、
文化、时代的相互作用中形成，并用翔实
的文化遗产案例，证实了“要继承优秀地
方传统文化，提炼地域独有的文化特征，
又要着眼现代先进文化，创造地研究和
发展本土文化，还要注意吸收融汇世界
文化的优秀遗产，在共性中突出地方个
性”这一观点。

何镜堂还有一重身份，那就是黄帝
故里园区二期规划建设团队规划设计
者。演讲现场，他为大家讲述了园区规
划设计、建筑单体、室内设计及园林景观
的理念和其寓意。他表示：“将黄帝故里
打造成‘全球华人拜祖圣地、中华民族精
神家园’，是真正践行了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

以中华文化之“根”涵养华夏人文之“叶”

以智者之思，启百民之智。中国政
法大学思政研究所副教授郭继承以“弘
扬新时代中华文化 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为题，层层递进、深入浅出、引经据典
为大家阐释了“何谓中华文化”“何故中
华文化”“中华文化应归何处”。

“如果国家是一棵大树，根深方能叶
茂。这里的‘根’便是黄帝文化，大树上
的每一片‘叶’便是中华儿女。”郭继承生
动形象地引出，“每一片‘叶’都应成为自
身民族文化的建设者、推动者，这是我们
作为炎黄子孙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何中华文化会成为中华儿女孜孜
不倦的价值追求？郭继承表示，中华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是一
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她养育了中国人几
千年，早已内化成不断开拓进取、披荆斩
棘的智慧之源。

“中华文化要扎根人民，要正视人
性、引导人心，才能增强人们的智慧、境
界、格局、德行。”郭继承认为，要用中华
文化最精彩的智慧不断涵养这个社会，
这要成为我们的一种社会自觉，从而助
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让黄帝文化焕让黄帝文化焕发更耀眼的光芒发更耀眼的光芒
仰睿者才华，听智者心声。4月10日，在第十七届黄帝文化论坛上，6位专家学者聚焦“黄帝文

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使命”论坛主题，紧扣时代主线，传承文化根脉，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饕餮的
文化盛宴和一次心灵的涤荡之旅，让黄帝文化焕发更加耀眼的光芒。

嵩山脚下感受
“功夫郑州”魅力

本报讯（记者 李居正）少林功夫作为中国文化的一
张名片享誉海内外。4月 10日，参加甲辰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的全国广电记者采访调研团一行，走进河南登
封，“打卡”少林寺、嵩阳书院和嵩岳寺塔……实地感受

“天地之中、华夏之源、功夫郑州”的千年神韵，并在中原
大地汲取创作灵感，积累创作素材。

阳春四月，微风和煦，登封市嵩山脚下的人文和景
物，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 30多家广电媒体记者不断驻
足，他们透过树丛将镜头对准各式武校的日常操练以及
武术展演。进入寺院大门，行走在古老的青石板上，一
砖一瓦皆映照着历史的影子。太原广播电视台新闻深
度访谈部主任余静告诉记者：“之前只是看过关于李小
龙、成龙的许多功夫电影，这次身临其境参观了少林寺，
它让我印象深刻，这里的一切都很震撼。”

在塔沟武校，伴随着大气磅礴的音乐，少林小子的
武术表演成为全场焦点。刚劲勇猛、气势雄浑的少林
拳、少林棍、硬气功等一系列精彩纷呈的功夫表演赢得
现场掌声不断、喝彩连连。在“双枪刺喉”表演中，一名
少林弟子在一番运“气”后，用咽喉将锋利的双枪折弯，
大家不约而同鼓掌叫好，不少媒体记者纷纷拿出手机拍
照和录影，记录下中国功夫的“震撼一幕”。

有别于少林寺浓郁的功夫气息，嵩岳寺塔、嵩阳书院则
更加清幽。作为郑州“大玉米”的原型，嵩岳寺塔是中国现
存最早的砖塔，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重要遗产之一。对于
媒体记者李京来说，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莫过于这片神奇又
厚重的文化热土：“嵩阳书院作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
其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教育价值令人肃然起敬，我觉得是一
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之旅。”

河南位于“天地之中”，是华夏之源。嵩山的美景和
少林寺的传奇故事，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广电媒体记者流
连忘返，他们在郑州感受到了现代都市的时尚氛围，也被
这里的悠久文化和自然景观所深深吸引。他们用脚步丈
量城市，在行走河南中不断读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遇见河南遇见河南··根亲营根亲营””昨日在郑开营昨日在郑开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