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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大腕云集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大腕云集
黄帝是了不起的文化超人
还是善于学习的国家领导人
□晚报记者 王军方 薛璐 黄盈/文 张翼飞/图

4 月 3 日~4 日，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在新郑举
行，台湾大学教授、国学大师傅佩荣等多位名家到
场演讲。

黄帝文化国际论坛致力于促进文化交流和中
国传统文化发扬与普及，在海内外都有广泛的影
响力，去年曾被评为“全国十大最有影响力的论坛
之一”。

据新郑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论坛主席高林华介

绍，本届论坛由政协河南省委员会、中华炎黄文化研
究会、郑州市人民政府、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主
办，新郑市人民政府、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承
办，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
限公司协办。

主持人是“金话筒”奖获得者、北京电视台著名
主持人徐春妮。演讲嘉宾有台湾大学教授、国学大
师傅佩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顾海兵，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美国加州州立
大学研究员钟茂森，首都师范大学房宁教授，北京大

学张颐武教授，《科学决策》杂志执行主编李晓宁等
知名人士。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黄帝文化与当代中国人
价值观”。各位演讲嘉宾深入探讨黄帝文化，用优
秀的传统文化来引导现代人的行为和道德规范，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新浪河南网、腾讯网、郑州市政府网、新郑市政
府网等网站进行转播，读者可通过网站了解嘉宾演
讲的全部内容。

傅佩荣（台湾大学教授、国学大师）

黄帝是了不起的文化超人
还是善于学习的聪明人

傅佩荣先生认为，黄帝是了不起的“文化超人”，还是善于学习的聪明人。
《庄子》里面33篇有12篇提到黄帝。但是他所提到的黄帝，也有不一样的面貌、不一样的版本，他把黄帝当做

神仙之一。
黄帝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司马迁写《五帝本纪》第一位就是黄帝。他一开头用了五句话，说黄帝“生而神灵，弱

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意思是黄帝跟一般人不一样，生下来就是神灵，简直是一个天才，很小就
会讲话，小时候就非常灵巧，长大的过程里面敦厚又聪明。黄帝是文化超人，在他身边我们所有想象到的文化产品
中都一一出现。

庄子怎么描写黄帝？他认为黄帝这个人了不起。庄子是战国时代中期学者，很喜欢提孔子，孔子是春秋时代
末期的学者。庄子提到，孔子代表很聪明、很有学问。但是庄子还说了一句话，他说道家的思想，黄帝还没有全懂，
何况是孔子呢？庄子把孔子拿来垫底，说黄帝比孔子高，但是道家的思想黄帝还需要学。

黄帝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非常好学，这是很了不起的。

房宁（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几千年来，尽管中国版图变化很大
但收收放放就是在这方圆一千多公里

“这次来到河南，我在火车上看到，平坦的大平原一路过来，再往南一直可以到我母亲的家乡——信阳。从商
周到秦汉再到唐宋元明清，尽管我们中国的版图变化很大，收收放放，但是总体上就是在这方圆一千多公里的平原
之上，河南是它的核心地带，我们称之为所谓的‘中原’，所谓逐鹿中原的‘中原’。”

“中华文明有 5000年的历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从古代文明的起点上一路走来，绵延数千年不绝的文
明。”房宁说，中华文明乃至我们的国家生于斗争，存于和谐，“在公元前26世纪各族的征战当中，在黄帝、炎帝大战
于阪泉，黄帝一举天下的时候，获取的是中华文明。阪泉之战以后中华民族不断的建构、不断的重生，所以黄帝是
我们人文的始祖。”

刘一秒（思八达集团董事局主席）

天道、师道、孝道三道智慧
跟黄帝传统文化分不开

“我在英国访问牛津和剑桥时，一位学者告诉我，他们源源不断地派精英来中国学习，学习的就是中国的传统
文化，学习的就是中国老祖先黄帝如何根据需要来创造舟、车。”刘一秒说，很多民族或国家在中途断流，就是因为
没有创造力，“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使用了天道，我们能够发展壮大用的就是师道，能稳定用
的是孝道。这三道智慧跟我们源远流长的黄帝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

滕俊杰（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副总裁）

黄帝的历史
被解释为三种文化现象

“四五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炎帝、黄帝开始了中华民族的漫漫征程，特别是我们的轩辕黄帝，他们的历史后来被
解释为三种文化现象：开元文化、王道文化、趋灾文化。”滕俊杰说，“开元文化的创造性，王道文化的坚持统一、次
序，趋灾文化的不屈、抗争，面对困难不低头，这些黄帝文化的精髓到现在还深刻影响着我们这些炎黄子孙，这在世
博会的举办过程中处处可见。”

张颐武（北京大学教授）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是提升幸福感的有效路径

“从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吸收营养，这是走向未来的一个最重要的路径。”张颐武认为，幸福感决定了一个人的认
同和价值观，中国文化创造了一套提升我们幸福感的有效路径，它就是“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价值，“中国传统文
化当中‘敬’、‘静’、‘净’三个字包含的意蕴是让我们回味无穷的，我们可以找到自己的人生观。”

张颐武说，以黄帝文化为起源的中国传统文化给予了中国人宝贵的滋养，“我们有扶弱抑强的传统，有以德报
怨的情怀，有和而不同的胸怀”，这些文化中蕴含的民族品质给予了中华民族崛起的价值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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