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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姓熊，一直在寻找这个姓的来源，以前别人告诉我，‘熊’出自楚国，我也一直以
楚人后代自居。来到河南，河南同志告诉我，轩辕黄帝，姬姓，建国有熊，又称有熊氏。
我才明白，哦，我还是正宗的炎黄子孙，到河南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到了我的根。”

熊澄宇一番充满感情的话语，赢得了现场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谈到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概念问题，熊澄宇认为意义非常重大。
如何认识和理解华夏文明？
熊澄宇说，文化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是物质的符号体系；第二是精神的价值体系；第三是行为的制度体系。
他指出，以前谈得比较多的是核心价值观，但事实上，在华夏文明的价值体系解读中，更需要破解与解读它和老

百姓的生活，和普通人生活行为之间的一种道德、文明素质关系。
“华夏历史文明的传承与创新，其中的华夏文明是一个可以无限解读的空间，但是传承创新区是一个有形的载

体。如何在有形的载体上去完成这样一个规定动作，我觉得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熊澄宇说，对于历史文化首先需要一种敬畏心态，在敬畏的基础上加以保护，在保护的前提下学习，然后在理解

的基础上才能谈到传承。
“传承是手段，创新是目的。建设华夏历史文明创新区重要的支撑点就应该在于‘创新’。”
如何创新？熊澄宇强调，要让华夏文明落地，要与老百姓的现实生活结合。熊澄宇说，现在的旅游文化是一种

富民文化，首先让老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改善，让所在地区的文明素质得到了提升。
熊澄宇同时指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需要和中原经济区建设，和当今这个时代生产力的发展相结合，才

可以找到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文化是在和经济社会融合过程当中去体现力量，文化不能脱离经济社会的发展。
熊澄宇最后描述了他认为的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的评价标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最终目标就是‘让到这里的人流连忘返，没有到这里的人心向往之，住在这里的人安居乐业’。”

是什么吸引他一次次来到河南？高满堂总结说：“一是河南厚重的、悠久的、无法替代的文化和历史。二是中
原经济区的建设给古老的中原注入了新的活力。三是河南正在探索新型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
新路，全国瞩目，我也在期待。这三条吸引我来河南13次，最多一次住了22天，我走了13个市县。”

高满堂回忆说，去年腊月二十六他来到河南。
“当时卢书记请我吃饭，席间他谈到了一个问题，说他一直在思考农民问题，他想请我写一部戏叫《老农民》。”
高满堂说，这部戏已经酝酿了5年，想从解放前夕写到2007年中国取消农业税，写一部真正的农民史诗。

“大家知道《白鹿原》是中国农民史诗的上半部，下半部至今没有诞生。我这5年来所作的准备就是写中国农民
史诗的下半部，让陈宝国来扮演，他从30多岁一直演到100岁，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高满堂说，在创作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写到中国取消农业税以后，发现往下不会写了。
“我当时非常苦恼，就请教卢展工书记。他当时谈到了‘三化’问题，我一下子觉得找到了方向。我说卢书记，这

个事情咱们合作，卢书记非常高兴。他解除了我从2007年以后写到当今的方向性的困惑。这部电视剧我们下半年
就要拍摄采访，我说卢书记，这部戏有你一半的版权。”

高满堂说，从《大河儿女》到《老农民》，“我理解了卢书记的深意，那就是把河南的人文历史文化形象典型化、具
体化、立体化，确切地说就是从中原的文化到文化的中原”。

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靠什么？高满堂认为，应该是历史文化的典型形象，只有历史而缺乏历史文化典型形象
是难以传承的。

“我又想起卢书记和我谈的几次话，一开始谈4种河南人，最后归结为8种河南人，我想这就是对中原文化今后
发展的深刻思考，是对历史文化典型形象立意的希望，是对华夏历史文明创新的最好解读，就是历史与现实交融。
中原的文化是文化的中原，需要我们在历史文明传承中创新，不断总结和丰富提炼我们的历史文化精神，不断创造
出新的文化典型形象。这些典型形象必须植根于中原历史文化深厚的土壤里。”他表示。

中原文化典型形象的精神内涵是什么？高满堂说，卢书记在此前给他的一封回信中说，要把我们河南好的精神
面貌表现出来，在全国甚至在海外有一定影响力，让大家对河南有更深的了解，要写出有魅力的河南人，让人信服的
河南，让人对河南有回味、有思考。

陈平原指出，近年来，国家相继发布了关于人才和教育的相关发展纲要，凸显了中央政府执政理念的改变，由
关注温饱、小康、经济腾飞，逐渐转变为增加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任何发展要想大有作为，都需要扬长避短。”陈平原“单刀直入”，着重谈了河南发展的“短板”。他指出，河南
的优势，第一是历史悠久，第二是文化灿烂。

“别小看这8个字，在中华文明追求文化复兴的时代，这是了不起的资源。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得曾经无比辉煌
的中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陈平原说，比较立竿见影的是旅游开发、表演市场、创意产业等，但他认为教育
也是至关重要的。

陈平原说，他曾经查过一些资料：1995年到2007年，河南省的每万人口普通高校在校大学生人数始终处于中
部六省落后的地位，河南在500万人口拥有普通高校的数量中在全国比较靠后。

“除了大学少、毛入学率低，河南高校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1亿人口的大省，竟然没有一座国内一流的大学。
比起周边省份，安徽的中国科技大学，湖北的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的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河南唯一能挤
进211工程的郑州大学也不太具有优势。”

陈平原说，今天，河南的经济实力大幅上升，已经迈过了小康的门槛，又适逢国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绝
好时机，国务院批复的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意见中，提出支持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创建国内一流大学等内容。

“从教育入手，变化是慢了点。但对于一个人口大省来说，有什么比教育以及素质更重要的呢。在我看来，有
什么样的人力资源就有什么样的未来。恕我直言，若河南的大学起不来，中原崛起便缺乏坚固的支撑。我说的不
仅是科学技术，更是思想文化、精神。”

陈平原说，某种意义上，装备、技术有钱就可以买得到，但是一个地方的风气、民众的素养，很大程度上要靠学
校，尤其是大学来培育。

“我当然明白，中原崛起有很多表征，比如经济繁荣、民生改善等，但发展生产、提升人均GDP，说到底还是让老
百姓活得更滋润、更优雅、更有幸福感，而补上大学这个短板，对河南来说可以兼济物质和精神。”

陈平原强调说，办大学的目的不仅是出人才、出成果，还希望出精神、出气象。

熊澄宇:清华大
学教授 国家文化产业
研究中心主任

高满堂：中国广
播电视协会电视剧编剧
工作委员会会长、著名
编剧

陈平原：北京
大学教授、北京大学中
文系主任

到 河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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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过河南很多次，对河
南的发展也有很深的感受和认
识。今天这个论坛，对我来说感
觉特别震动，如此宏大，如此高
的规格。”熊澄宇发表了主题为

“关于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
的战略思考”的演讲。

“算上这一次，我是第13次
到河南。”谈及和河南的“缘
分”，高满堂说，“起因是卢展工
书记请我来河南走一走看一看，
我写了一部电视剧叫《大河儿
女》，下个月月底就要在河南开
机了，后来我就成了常客。”

陈平原建议河南补上大学教
育这个短板，对河南来说可以兼济
物质和精神。“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复兴，
这句话可以解读为只有中国文化
繁荣复兴了，才能真正落实中华民
族复兴的伟大使命。”

剧本《老
农民》有卢展
工 一 半“ 版
权”

中原崛起
应补上大学教
育这块短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