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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祖大典是中华传
统文化当中非常重要的
一个仪式，特别是改革开
放以来，常常能够看到河
南郑州的拜祖大典，相较
于其他地方的拜祖大典，
郑州是非常有特色的，而
且也非常有权威性。”作
为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主流媒体黄帝故里
文化行”采风活动的受邀
嘉宾之一，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副院长、中国新
闻史学会会长王润泽在
10日的采风活动中向记
者直抒胸臆。

王润泽说，她曾多次
来到郑州，不过之前多是
出于工作需要参加学术
性会议，从来没有像这次
一样专注地去触摸这座
城市的文化脉搏、感知它
的人文魅力。

“天地之中，华夏之
源，功夫郑州，黄帝故里
是全球华人的拜祖圣地，
中华儿女的心灵故乡。
能够受邀来参加活动，从
中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和影响力、传播力，
我非常期待，也十分荣
幸。”王润泽说。

河南地处中原，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
族重要的文化发源地。这里曾孕育了
8000 年前的裴李岗文化、6000 年前的大
河村文化、5000年前的黄帝文化、4000年
前的夏文化、3600年前的商都文化、2700
年前的郑韩文化……回望中华民族的先
民们在这片土地的星空下立起的一道道
时代标尺，王润泽谦虚地表示学到很多。

“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在对文化资源进
行细致开发的过程当中，推出了很多沉浸
式的体验，那些远古的陶瓷器具，那些器具
上或复杂，或简单的图案，经过考古人员的
解读，经过讲解员的讲解，让我们对这些来
自远古的物件、遗迹也多了一种文化的解
读，我从中感受到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
传承。”王润泽说。

“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我们，每一个个
体在这里都可以通过某个文物的连接感知
到，我们与先民是有共通之处的，民族文化
的根脉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之前
的，让人有种被文化击中的感觉，所以站在
这里，我特别能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安定
和自信。”王润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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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昨天我们一起走进只有河南·戏
剧幻城的‘纸上河南’非遗店铺，当时我们
所探讨的，这么多精彩的剪纸形象，要是能
挖掘成被人熟知的‘角色’与‘IP’那该多
好。”上海交通大学智能传播研究院院长、
特聘教授李本乾在分享自己对于郑州特色
文化打造建议前，回忆起了在采风活动中
的一幕幕。

李本乾告诉记者，优秀的文创 IP打造，
离不开对历史的挖掘和对已有资源的开
发，在参观完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后，他感触
颇深：“在大河村遗址，它有很多的历史文
物，虽然已经是千年前的历史文物，但是在
新的历史时期，它仍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
而我们没有把它转化、实现成文创产品。”

李本乾说：“在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展览
馆里，有很多河南的非遗产品，比如年画，我
们知道迪士尼的一个‘米老鼠’形象，就能做
出来一个很大的产业，我们完全可以立足我
们的非遗优势，利用好这些‘年画形象’，向
动漫、电竞等方向发展，这样我们在挖掘本
土优势文化的同时，也完成了产业的延伸。”

“主流媒体黄帝故里文化行”研讨会上，
李本乾还肯定了郑州近年来部分文旅景点
的发展：“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感到
幸福。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把旅游、戏剧、黄
土地等资源很好地融合起来，满足了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提高了人民的精神
生活质量，这凸显了文化资源在新质生产力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上海交通大学智能传播研究院院长、特聘教授李本乾：

扎根本土打造具有生命力的文化IP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林升栋：

增强文化底蕴围绕“中”字做文章
“无论是参观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还是

到新郑黄帝故里拜祖，这些活动一次比一次
让我感到震撼。”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
长、博士生导师林升栋表示，自己来河南很
多次，但参加拜祖大典还是头一回，能够在
这么盛大的日子里，与这么多嘉宾一起共同
拜谒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内心特
别激动。

“河南的文化源远流长，而郑州厚重的
历史也让大家开始重新认识和审视这个古
老的现代化城市。”林升栋表示，一路走下
来，真切感受到了郑州人民的热情好客，来
到这里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相信许多人
对于这个城市都会有类似的感受。在他看

来，这种感受与国际化背景下的郑州城市形
象建设密不可分。

对于“立天地之中，探华夏之源，游功夫
郑州”的城市品牌宣传语，林升栋认为，郑州
城市宣传语短短几句却嘹亮顺口，深入人
心，无论是人文始祖的黄帝，还是四通八达
的地理位置，以及世界闻名的少林功夫，这
些都是郑州最具代表性的城市元素，能让人
从中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底蕴。居
于中原，位于中部，他建议，郑州城市形象建
设可以围绕“中”字做文章，从传统文化中、
从历史典籍中多挖掘和延伸有关郑州真

“中”的故事，进一步增强文化底蕴，让这些
传统文化在当代焕发出新的蓬勃生命力。

“参加拜祖大典是对心灵的一种洗礼，
它能让我们找到中华传统的根。根文化是
河南很显著的特色文化，中华民族的根在哪
里？就在我们河南，在郑州新郑。”中国传媒
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灿发说。

对于大河村遗址博物馆和只有河南·戏
剧幻城之行的感触，王灿发形容就是一个词

“粮食”。河南是农业大省，粮食安全更是我
们国家的头等大事，所以我们在维护国家的
粮食安全上，河南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何将“国际郑”这张名片擦得更亮？
王灿发提议，第一是文化固根。通过对大
河村的参观可以发现，几千年前，我们的天
文知识、数学知识、美学知识、音乐知识就

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所以，要通过文化
去强基固本。第二是科技兴郑。进入 21世
纪后，科学技术发展非常快，我们要大力发
展科技产业，通过科技来推动郑州发展。
第三是传播扬郑，就是增加宣传力度。通
过各种传播手段，来宣传我们郑州的文化，
河南的文化。

对于此次“主流媒体黄帝故里文化行”，
王灿发表示：“这种大型活动非常好，好的文
化需要去传播，通过媒体传播，使轩辕黄帝
文化能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达到更
高的知名度。另外，通过专家学者的研讨，
进一步加深对黄帝文化的认识，持续挖掘传
播黄帝文化。”

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灿发：

文化固根持续挖掘传播黄帝文化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之一。今
天在郑州新郑举行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海内外炎黄子孙共拜始祖轩辕黄帝，体现
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体现了中华民族追崇
祖先，赓续文脉，体现了进一步凝聚中华民族
伟大振兴的磅礴力量。”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
播学院院长、讲席教授陆小华表示，拜祖大典
无论是对于国际传播，还是对于国内各方面
的民众，对于赓续中华文脉，提炼并展示中华
民族的精神标识，都会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赓续文脉、保存古老文化习俗
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卓有成效。今天，赓

续中华文脉，不仅要提炼、展示好中华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精神标识，还要站在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个文化使命上来
看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陆小华认为。

陆小华说：“中华民族自称为炎黄子孙，
这样一个精神标识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精
神穿透力和精神凝聚力，在这样的一个城市
举行拜祖大典，它的重要性在于它面向当今
的世界传递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向全
世界的华人、向国际社会彰显了郑州的这座
城市的文化内涵，彰显了郑州在整个大格局
中的地位。”

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院长、讲席教授陆小华：

追崇祖先赓续中华民族精神标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