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去的一年里，国际台做了很多
事，主要是对外传播，传播对象不是欧
美这些国家，而是非洲，我觉得《龙族的
后裔》如果能够翻译成当地的语言，肯
定会在当地掀起一股中国风暴。《龙族
的后裔》走出去可以选择这些国家。

去年我们和省侨办合作了一个华
裔青少年寻根夏令营活动，接待了200

多个来自世界各地的孩子，我们去了
很多地方，但我感觉缺少文化气息浓
厚的地方，如果未来郑州能有诸如姓
氏文化产业园之类的地方，那可能会
吸引更多的国外青少年来中原。

从这个意义上说，《龙族的后裔》
非常好，因为它能用姓氏这根纽带，把
外出的华人华侨都吸引回来。

期待姓氏文化产业园早日建成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葛阳

天下华人一家亲，海内外的侨胞和我
们一样，都流着炎黄子孙的血液，都有着
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精神，最重要的是，
我们的根都在这里，在中国，在中原，在我
们脚下的这块土地上。

侨胞回来是为了寻根，我们走出去
是为寻亲。只有寻根和寻亲有机互动，
才能更好地弘扬根亲文化。

寻根和寻亲互动
更好弘扬根亲文化
河南省侨联副主席、河南省侨联青年委员会会长、
郑州市侨联主席 吕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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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龙抬头

四大古都侨联主席聚首开封共话寻根之旅

大宋御河涉凌波，龙舟会议
话寻根。2017年2月27日，农
历丁酉年二月二，一场主题为“龙
行天下 寻根中原”的别样会议在
河南开封大宋御河冬凝园龙舫召
开，郑州、开封、洛阳、安阳四大古
都侨联主席，河南省侨商联合会、
河南省华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协
会和河南省客家联合会负责人，
以及外宣办领导及商界、媒体界
精英齐聚一堂，就深度挖掘根亲
文化进行研讨、座谈、交流，共议
中华寻根。此次会议形成两大
共识：成立“龙族后裔 豫见河
南”新媒体传播平台，组建“中华
姓氏寻根联盟”，传播古都文化
和根亲文化。
郑报融媒记者
苏瑜 杨丽萍 殷海涛/文
周甬/图

二月二是龙抬头的好日子。
河南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董锦燕
表示，能在这样的一个日子聚首
八朝古都开封，为姓氏文化、根亲
文化献一份力，很骄傲。

“有龙就有中国人，我们是龙
的传人。姓氏文化和根亲文化是
我们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
分。多年来，河南及其重视根亲
文化的弘扬，但还有很大的挖掘
空间。”

郑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郑
州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石大东
表示，少林文化之所以蜚声海外，
是因为那部《少林寺》电影，所以
我们在思考，必须用影视剧来讲
百家姓的起源故事，这样有别于
纪录片的枯燥，更有利于传播。

“《龙族的后裔》是由郑州报
业集团投拍的以姓氏文化为主题
的百集系列大剧，这个电视剧分
几方面内容，一是中华姓氏是如
何起源的，二是几千年来我们的
姓氏是如何迁徙、分布的，三是在
历史的长河中，一个姓氏出现过
哪些英雄和名人，正是他们为我
们树立了榜样的力量。最后是其
中有什么好的家教、家风，通过这
些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流媒体有义务、有责任
扛起传承传统文化的大旗。用
影视的手法，用互联网的思维，
充分利用移动端的优势，传递
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从而聚

合世界华人圈的能量，共同为中
原崛起、民族复兴做贡献。”

随后，与会嘉宾就如何用文
化助力中华复兴、让中华文化走
出去畅所欲言。

河南省侨青会顾问、大型百
集电视剧《龙族的后裔》导演张清
倡议，用“跑步去寻根”的形式“探
寻中华姓氏源”，更好地传播根亲
文化价值，提升河南文化吸引力、
中华文化软实力。

对此提议，河南省侨联党组
书记、主席董锦燕非常认同，她
说，河南是中国之中，也是百家姓
的主要发源地，100个大姓氏有
78个起源于中原，侨联做海外联
谊工作，工作的对象是海外的华
人华侨和归国的侨眷，一个重要
的载体和平台就是根亲文化。他
们也想借助于寻根行这个平台，
把河南的、中国的的故事讲出去，
这次聚首，对于弘扬和发展中华
文化，传承华夏文明，让中华文化
走出去有着重大意义。

河南省侨联副主席、河南省
侨联青年委员会会长、郑州市
侨联主席吕剑说：天下华人一家
亲，海内外的侨胞和我们一样，
都流着炎黄子孙的血液，我们的
根都在这里，在我们脚下的这块
土地上。侨胞回来是为了寻根，
我们走出去是为寻亲。只有寻
根和寻亲有机互动，才能更好地
弘扬根亲文化。

寻根之旅是漫长而艰苦的，但也是一场
充满意义的朝圣之旅。为了赋予这次寻根之
旅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活动将邀约100位具有
良好社会公众形象的姓氏代表，组建“中华姓
氏寻根联盟”，每周一个城市、每一处姓氏发
源地进行跑步寻根，祭拜先贤，弘扬祖德，挖
掘优秀的家规、家训、家风。

在中原寻根过后，“中华姓氏寻根联盟”
将带着河南十八地市寻根成果，迈开“全球寻
亲”的脚步，将根亲文化的精髓传播到海外，
联通四海华人心，凝聚中国力量，传承中华文
明的优秀精神，并用这一形式让“中华文化走

出去”，让遍布世界的龙族后裔凝心聚力，将
中华文化发扬光大。

最终，龙舟会议商讨并决定在农历三月初
三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之日，举办“亲情中华
——龙族后裔 跑步去寻根”启动仪式，拉开中
原寻根、全球寻亲的序幕，开启弘扬祖德，传承
中国精神，打开龙族姓氏文化“密码”之旅。

据了解，启动仪式上将同时启动“讲述家
族故事”网络征集活动，并联合郑州广播电台
打造一档根亲文化有声栏目，多种形式传播
姓氏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贡献“文化河南”的中原力量。

河南具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积淀，中国
八大古都，河南独占其四。为贯彻落实中央
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弘扬根亲
文化、古都文化、功夫文化、黄帝文化等中原
优秀文化，打造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号
召，结合大力弘扬姓氏根亲文化的宣传目标，
会上还发起成立了“龙族后裔 豫见河南”新
媒体传播平台，通过河南省侨联将全国的侨
商会借助这个平台融合到一起，希望集合各
方资源，为四大古都文化的传承、为根亲文化
的弘扬贡献力量。

此次会议还决定于2018年农历三月初三
前，举办“寻根文化盛典”，向全球华人汇报一
年的活动成果。此外，与会嘉宾还欣赏了《龙
族的后裔》的片花，这些用电影手法，再现传

奇史诗的精彩镜头，颠覆了大家对“百家姓”
等传统文化的印象和认识。

“非常感谢能拍摄这样一部剧，身为企业
家我应该有所作为、有所行动。”河南省侨联
副主席、河南省华侨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协会
主席陈向辉说，任何一个国家与国际相交在
于民之相亲，也就是民族文化。不管是寻根
还是寻亲，应该首先了解我们从哪里来。“文
化怎样才能传出去呢，我觉得应该用老百姓
最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能够让他们读懂
看懂并能够接受。”

张清表示，“亲情中华——龙族后裔 跑
步去寻根”，既是对寻根文化的深度挖掘，也
是一次全球范围的采风，为《龙族的后裔》后
几季的拍摄收集素材。

龙行天下 寻根中原

回来为寻根，出去是寻亲
一场影响全球的寻根之旅即将开启

全球眼，中国根
组建“中华姓氏寻根联盟”让中原文化走出去

一年之约，再话寻根
河南四大古都联袂打造文化圣地

河南是中国之中，也是百
家姓的主要发源地，100个大
姓氏有78个起源于中原，侨联
做海外联谊工作，工作的对象
是海外的华人华侨和归国的侨
眷，一个重要的载体和平台就
是根亲文化。我们也想借助寻
根行这个平台，把河南的、中国
的故事讲出去。

之所以选择在“二月二，龙
抬头”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来
开会，其实也有着特殊的含义，
我们知道，二月二意味着春季
来临，万物复苏，预示着一年的

农事活动即将开始，我们也希
望借此为这次活动营造一个好
的开端，希望从此振奋精神启
动各项工作。

姓氏文化是中华民族最重
要的文化符号，我们与人交往
时，常用“你贵姓啊”来开启交流，
这说明姓氏文化是存在于中华
民族血脉里面非常重要的基因。

郑州报业集团拍摄的《龙族
的后裔》，是对中华文化的一个
发展和传承。听说第一季三十
集已经拍完了，我非常支持这部
剧能接着拍下去，把我们中华民

族的文化符号继续发扬光大。
《龙族的后裔》的拍摄，也让我开
始思考，围绕河南的文化工作，
我们能做点什么。其实，无论是
姓氏文化也好，还是炎黄文化、
功夫文化等其他形式的文化也
好，归根结底，我们都应该思
考，怎样把古都文化延伸下去
更丰富化，让每个河南人都骄
傲于生为河南人，并让这种骄
傲变成有形的文化符号交流传
播出去。相信“亲情中华——龙
族后裔 跑步去寻根”一定能将
姓氏文化传播得更广、更远。

借助寻根平台，传播河南好故事
河南省侨联党组书记、主席 董锦燕

我是淮阳人，小时候就在
太昊陵玩，对姓氏文化、根亲文
化等传统文化十分敬畏。

今年春节我发了个朋友圈
很有意思，一个是在网上看到
的照片，巴黎举行了一个春节
游行的活动，一个黑皮肤的男
子扮演了包公这个角色，我觉
得很有意思，评论说中华文化
走出去，开封元素不可少。

无独有偶，后来又看到一
个图片，是韩国有人支持朴槿
惠，要求法院公正，他们举的是
包公的牌子，这说明包公公正
严明、铁面无私的形象也影响

了韩国人，我觉得这也是中华
文化走出去、开封元素不可少
的表现。

法律的公正，法院的严明，
这是哪个国家都需要的，所以
包公这个人物形象会在异国
得到认可。中华文化多种多
样，在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需
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中
华文化走出去依靠的就是走出
去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文化的载
体，走到哪儿就能将姓氏文化传
播到哪儿，所以中原寻根、全球
寻亲这个活动非常好。

每一个人
都是文化的载体
开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封永元

安阳是八大古都之一，是甲
骨文最早的发现地，周易的发源
地，我们那儿也有很多的姓氏文
化场所，比如韩王庙。

回来是寻根，出去是寻亲，我
发现他们的这种欲望非常强烈。
比如骆氏，根在内黄，但内黄目前
没有一个姓骆的，在几年前一直
有人跟我们联系找寻，到目前为
止，我们那儿都没有，所以我觉得
寻根是非常好的，我也非常支持，
我也表个态，积极配合，有需要的
大力支持。

无论是寻根或寻亲
我们大力支持
安阳市侨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薛红

洛阳市是河洛文化发源地，我们做的
很多事情都是为了联系、交往海外华人，其
实最能引起他们共鸣的就是姓氏文化、根
亲文化这些东西，尤其是东南亚、马来西亚
这些地方，他们保留的中华文化反而比我
们多，很多地方都保存有祖宗的祠堂。

洛阳这几年在这方面也做出来一些成
绩，未来还要进一步做下去。我们去年底
到福建，发现客家文化起源于中原，其实很
多文化都是从中原走出去的，但现在这些
文化却和中原隔了一些距离，反而在海外
发展得更充分。

我认为，河洛文化是我们的文化底气，
将来一定要发扬出去，《龙族的后裔》拍得
非常好，希望寻根行多到洛阳瞧一瞧，也希
望通过这个活动把河洛文化往外推。

河洛文化
是我们的文化底气
洛阳市外宣办主任 赵鲜赤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
是帝都。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
胜于读古书。”这是著名历史学家
郭沫若先生对古都安阳的由衷
赞誉。

传统文化借助于现代的传播
手段尤其以电视这种方式传播出
去是非常有必要的，安阳是中国

八大古都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如何把传统文化进行转化、
加以发展做成产业是值得深思
的，《龙族的后裔》及其后续的计
划，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传统
文化的崛起对推动古都经济意义
重大，在此过程中，也注定能催生
出更多热爱传统文化的企业家。

《龙族的后裔》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安阳市外宣办副主任 马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