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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有诗书气自华”，对于一个区域来说也同
样如此。徐光春表示，拥有先进文化的地区，民众
文明程度就高，区域形象就好，就能赢得世人的美
誉和向往，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厚重的历史对
于提升区域知名度和美誉度作用十分突出。

此外，徐光春说，中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是促进文化繁荣的战略资源，更是提升我

省形象的金字招牌。同时，发展文化旅游的优
势也十分突出，是实施旅游立省的有力支撑。

“刚过去的十一长假，河南的旅游收入占全国的
十分之一。”

“今天的文明，发轫于昨天；光辉的未来，
肇始于今天。”徐光春用一句话结束了开学第
一课的授课。

嵩阳书院再续国学传奇，徐光春为新生讲“开学第一课”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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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成立的郑州大学二级学院，郑大嵩阳书院今年在相关专业中调
剂了100名新生开设国学专业。郑州大学副校长、郑大嵩阳书院院长宋毛
平介绍，学校将与社科院、河南博物院等研究机构合作，携手繁荣国学。

按照规划，书院是整合郑大资源的研究教学型学院，郑州大学校区
主要进行教学，登封的郑州大学嵩阳书院服务于研究、文化交流等。大
一是通识基础课，综合学习文史哲等基础知识，计划大二给学生配备导
师，大三、大四可以在文史哲各专业选出自己的专攻方向。

据介绍，郑大嵩阳书院师资由学术顾问、专家委员、兼职教授、特聘
教授和在职教师五部分组成。将来还计划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公开
招聘名师大儒，希望能通过大师培养大师级的人才。

宋毛平表示，希望通过5～10年的建设，使书院成为国内知名，在国
际上有一定影响的国学人才培养基地、学术研创基地、政府文化产业政
策制定的后援基地，特别是成为全国中原文化研究的重要基地。

每年来一次郑大，跟大家见见面，说说话，
吃吃饭。昨日上午9时，徐光春践约来到郑州
大学。新校区行政楼二楼的报告厅内坐满了
等待他的学生，过道和门口也都挤满了人。

“来河南5年了，我一直在学习和思考，感
受着这里深厚的文化底蕴，郑大嵩阳书院开
学，是郑大也是河南教育界的喜事。”受聘为郑
大嵩阳书院名誉院长的徐光春在描述自己心
情的时候，用了“沉甸甸”一词。他表示，尽管
如今的环境、条件、面临的任务都跟古代不一
样了，但仍然需要传统文化的精华来推动现代

社会的进步。“嵩阳书院的历史很辉煌，产生的
思想和成果至今依然闪光，重建书院，深入探
索实践的责任和担子很重。”

“我们不缺布料，需要一个好裁缝制成华
美绚丽的时装；我们不缺食材，需要一个好厨
师做出色香味俱佳的大餐。”徐光春以形象的
比喻，表达了他“希望郑大嵩阳书院培养一批
熟悉中国典籍，了解中国学术，有较深国学修
养和较强研究能力的新一代国学研究和实践
人才，充分挖掘和利用我省丰富的文化资源，
发展河南”的期待和良好祝愿。

【课堂提问】

要让“静”的“动”起来，把老祖
宗留给我们的遗产转化成生产力

“文化河南的亮点在哪里？如何打造我省
的文化名片？”嵩阳书院09级学生刘晓楠第一个
抢到了提问的机会。“到处可见，俯拾皆是。”徐
光春这样回答道，接着介绍了河南文化未来的
发展战略：河南靠什么吃饭？靠老祖宗留下来
的遗产吃饭。我们要做的，是要让静的动起来，
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转化成生产力，将其
升华，像传播少林功夫一样，将其传遍天下。

此外，创新是很重要的。徐光春提出，在
传承的同时，还要创造新型的文化，研究新的
文化品种，比如数字、动漫产业等。“我相信河
南人民能够创造那么丰厚的历史文化，也必定
能够创造新的更辉煌的文化。”

希望郑大嵩阳书院将古代书院
文化和现代大学精神融合起来

男生和洋洋有幸抢到了最后一个提问的
机会：“郑大嵩阳书院的成立，对复兴书院文
化，繁荣国学，发展河南，能起到哪些作用？”

对此，徐光春表示，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
精神支柱，永远不能丢，这不仅是民族的灵魂
和根基，还是依靠，郑大嵩阳书院的恢复和重
建，将对其发展和创新起到支撑和引领的作
用。“希望嵩阳书院能够作为载体，培养并会集
这方面的人才，通过教学和研究，将古代书院
文化和现代大学精神融合起来。”

“文化底蕴是基础，时间变了，环境变了，国
学思想和精神不会变，处理事情的原理和方法
不会变。”徐光春说，学国学的关键是要学习用
古人的智慧来思考和解决现代问题，灵活学习、
运用，善于观察、分析和研究，不可墨守成规。

“河南是元典思想的诞生地，核心文化在这
里光大，我们要担负起续写、传承、创新的责
任。”徐光春说，河南不仅是众多王朝的建都地，
还是政治角逐的战场、制度变革的温床，集中体
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鼎盛与辉煌，古往今来，更
是产生思想的源头，孕育了儒家思想，形成了道
家学说，丰富了宗教文化。

他特别指出，嵩阳书院是中国历史上的四
大书院之首，是河南思想文化的一张名片，传
承之久、影响之大全国知名，近年在开发上已
有初步成效，郑州大学嵩阳书院的成立是一个
重要成果。希望可以发展成为我国学习国学、
弘扬国学、研究国学、发展国学的重要教学研
究基地。

【要点三】 河南历史的价值励志壮行

【要点二】 河南历史的内容华彩厚重

【要点一】 河南历史的地位至高无上
河南历史是研究中国历史无可替代的一

本重要教材，她“纵不断线，横不断项”的天然
优势，有利于开展国学研究。

“中国最早的城市出现在河南；姓氏文化
出自中原；这里的人们最早摆脱了蒙昧、开创
了农业、发明了冶金术、创造了文字；河南博
物院馆藏文物众多，而且这些文物都出土

于河南本地。”徐光春说，河南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发祥地，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河南
都是中国的缩影，两者有着高度相关的曲
线，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历史有多远，河南
的历史就有多远，中原思想文化对于中华
民族精神的化成作用是任何其他地域文化
所不能比拟的。

郑大嵩阳书院 目标是通过大师培养大师级的人才

徐光春被郑州大学嵩阳书院聘为名誉院长徐光春被郑州大学嵩阳书院聘为名誉院长

“ 我 们 不 缺
布 料 ，需 要 一
个好裁缝制成
华美绚丽的时
装 ；我 们 不 缺
食 材 ，需 要 一
个好厨师做出
色香味俱佳的
大餐。”

——徐光春寄语
郑大嵩阳书院培养新
一代国学研究和实践
人才发展河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