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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为炎黄文化作出贡献的人
士受表彰

又讯 昨日上午的第四届黄帝国际文化
论坛闭幕式上，一批为炎黄文化研究作出杰出
贡献的人士受到表彰。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文化部
艺术研究员原院长曲润海，中华炎黄文化研究
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科出版社原总编辑王俊
义，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首都师
范大学教授王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谭泽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蔡全
法，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石聚彬，
分别获得了炎黄文化研究与普及作出杰出贡
献奖，相关领导为他们颁发了获奖证书。

“具茨山下，中华始祖轩辕黄帝
故都故里；荡荡河畔，炎黄后裔庄严
神圣拜祖敬宗。”庚寅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拜祖文书写完毕。9.58米长
的拜祖文是由著名书法家李刚田先
生书写两天完成的。

晚报记者 李丽君 汪永森/文
晚报记者 常亮/图

□晚报记者 王军方 文/图

昨日上午，省人民会堂的第四届黄帝国际
文化论坛现场，座无虚席。著名文化学者余秋
雨和台湾大学教授、国学大师傅佩荣，分别发表
了《黄帝还在看着我们 对黄帝文化的新认识》
和《珍惜黄帝传统，发扬儒家学说》的精彩演讲，
博得了观众一致好评。

黄帝开辟了新的纪元
余秋雨说，炎帝严格讲起来是一个非常了

不起的“农业科学家”，它对农耕文明的首期
开发是至关重要的。炎帝没法完全面对两个
大问题：一是部落之间的混战，一是越来越多
的自然灾害。

“在依赖自然的基础上摆脱自然给我们的
灾难，这是黄帝的基本思维。”余秋雨说，“黄帝
造车、制舆、炼铜、创造文字、创造历法，是个社
会改革家，这了不得。”他认为，黄帝的精神就是
开元文化，他从事开辟新的元素，因此他又开辟
了新的纪元，是开元文化。余秋雨说，黄帝把整
个中华民族文明的门槛推了一大把，在好多元
素上他是独创的，所以我们对“创造”这两个字
需要有新的认识，我们一般的创造是在以前的
基础上往前走一步，但是黄帝告诉我们，真正的
创造是在原来没有的基础上，开创出新的东西。

从黄帝眼光中读懂驱灾文化
每个部落都会遇到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对

这种情况，黄帝整合力量对付自然灾害，叫做驱
灾。余秋雨表示，炎帝的时代对自然灾害往往

用祈求的方式，黄帝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自
然灾害产生了挑战。

“我们要从黄帝的眼光当中，读懂他的驱灾
文化。”余秋雨说，目前有的官员把文化看成是
宣传和娱乐，有的文人只把文化看成是古书和
故事，我们一般的大众把文化仅仅看成是明星、
看成是丑闻，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文化就严重
失落了。一定要让我们文化的目光，更多地面
对黄帝的目光，让所有传媒的目光能够集中到

这一点上来，那么其他的文化，比如娱乐文化、
传统文化都可以活起来，如果没有这个主干的
话，那么中华文化就会变成一个看似好像很繁
荣，但其实乱糟糟的不可收拾的一大堆，如果是
这样的话，黄帝会生气。

儒家思想帮黄帝治天下
傅佩荣说，文化的发展不能只靠年代，只靠

年代悠久是不够的，还需要真正有价值，可以超
越时空的限制，有普遍和永恒性。

谈到黄帝，傅佩荣说，他能够“垂衣衫而天
下治”，能够从《易经》的乾坤两卦、天地定位，让
百姓也能够上轨道，所采取的是“正德、立德、厚
生”，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儒家思想。

昨天下午，有“书法怪杰”之称的
中国书画研究会副会长、大风歌书画
院院长刘长玮先生专程来到郑州，展
示了他的拿手绝技“一笔龙”书法《天
下第一龙》，为即将举行的拜祖大典

献礼。 晚报记者 马健 文/图

9.58米长的拜祖
文，书写两天完成

黄帝国际文化论坛闭幕，余秋雨和傅佩荣发表演讲

“文化没主干，黄帝会生气”

“书法怪杰”刘长玮
为拜祖大典创作“天下
第一龙”

余秋雨在论坛上发表演讲余秋雨在论坛上发表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