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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黄帝文化 感悟中国梦想
第七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在新郑开坛

中原梦是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
李伯谦、温铁军、王杰3位大家昨作精彩演讲

余秋雨今日开讲，纵论黄帝文化

4月 10日下午，第七届黄帝文化国
际论坛在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开
坛，李伯谦、温铁军、王杰 3位大家作了
精彩演讲，国内外数百名专家学者及社
会各界上千人士与会。

据了解，黄帝故里是中华民族的圣
地，是海内外华人的心灵故乡、精神家
园。作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主体活动之
一的黄帝文化国际论坛，被誉为拜祖大
典的灵魂工程。第七届黄帝文化国际论
坛主题是《中国梦·梦想花开》，旨在进一
步研讨黄帝文化，弘扬中国精神，凝结中
国力量，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正能量。

开幕式上，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
务副会长赵德润致开幕词，郑州市副市
长刘东致欢迎词，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
央副主席郑建邦致词，河南省政协副主
席、民革河南省委主委李英杰致词，《始
祖轩辕》电影剧组专门发来贺信。

论坛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
授、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副会长、夏商周断
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登临论坛，他
用近年来的科考发现，以专业性、现实性
的视角阐释了黄帝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
地位。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农
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温
铁军阐述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
承以及对经济改革成就的影响。中央党
校哲学部副主任王杰教授阐述了黄帝文
化对当今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演
讲嘉宾还和与会听众现场互动，共同探
讨听众关注的问题。

在今日的论坛上，著名文化学者、作
家余秋雨，中国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
研究所所长潘家华，著名导演冯小宁，第
七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家、编剧麦家，
中医学博士彭鑫将登台演讲。著名朗诵
艺术家徐涛等将朗诵《中国梦·世界梦》。

本届论坛由河南省人民政府、政协
河南省委员会、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国华侨
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中华
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郑州市人民政府、
政协郑州市委员会、新郑市人民政府、河
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承办。本届论
坛由央视著名策划人朱海先生担任总策
划，央视著名主持人张绍刚担任主持，著
名文化学者余秋雨担纲论坛主席。

中原梦是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是河南人，1956年我从河南荥阳农村考上了

北京大学，这次回到老家，非常高兴和激动。”1961
年，李伯谦毕业留校后，一直在北大做考古学和历史
的研究。今年论坛的主题是《中国梦·梦想花开》。
在李伯谦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和主题，“有
诗意、史意、实意”。

“我们要讲中国梦，要圆中国梦，必须从我们五
千年文明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来汲取营养。同时，还
有实意，‘实实在在’的‘实’，通过我们的实践，我们
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李伯谦说，中原梦是中国
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是文化复
兴，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河南精
神便是文化复兴的核心，中原梦、中国梦，都需要这
种河南精神来支撑。

人类文明随着气候暖化走向繁荣
“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是一个气候暖化

周期性的结果。”温铁军说，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
时代过渡的阶段，是人类不断迁徙、不断走向文明的
阶段。也就是这几千年，产生了华夏文明。

“长江黄河的农业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繁衍的
基础，是以农业生存方式为主的文明。它之所以在
几千年的人类文化进步的历史过程中没有被灭掉，
很大程度上在于它受到大海、高山、冻土带大沙漠阻
隔。”温铁军说，客观看历史，每一次气候暖化起来的
时候，都是人类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繁荣的那个时代，
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方式之下。恰恰是人类借助农
业而得以发展，得以繁衍，这是一个基本的规律。

一个智慧的民族
不会与自己的民族文化一刀两断

“清明节前后，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祭祀我们的
人文始祖和道德始祖，为什么？是告诉我们每一个
人，我们这个民族从何而来？我们在清明期间祭祀
我们的古人、先人，也是在告诉我们，我是从哪儿
来？这是我们中华文化几千年来沿袭习俗，是人之
大道，是儒家思想倡导的慎终追远、重德崇优、明德
归厚的情怀。”王杰从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谈到了如
何对待自己本民族的文化问题。

“近百年去传统化，给我们造成了许许多多匪夷
所思的事情，让我们感受不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精华所在。去传统化也导致了数典忘祖的一代，对中
华文化没有尊敬、敬意、认同的一代。”王杰说，“一个
智慧的民族是不会与自己的民族文化一刀两断。”

4月10日下午2点，第七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著名央视主持人张
绍刚一亮相就引发现场阵阵掌声。作为论坛的主持人，他介绍专家、调
节场上气氛，把论坛氛围一次次推向高潮。

“来主持第七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踏在我
们共同的祖先黄帝曾经出生、创业过的土地上，有一股暖流在内心涌
动，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员，我知道，我的根就在这里。”张绍刚说，新郑让
他深深地感受到，这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的老城，同时，也是
一座朝气蓬勃、充满生机活力的新城。“6年来，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汇集
着名家的哲理箴言，闪耀着大师的智慧之光，散发着中华民族的文化神
韵，更凝聚了故里人民、中原儿女为弘扬黄帝文化而付出的心血和汗
水。”张绍刚说。

在台上声音洪亮的张绍刚，到了台下声音却显得低沉，还不时咳
嗽，原来他是在带病工作。张绍刚说：“作为炎黄子孙，新郑是我们的
根、我们的血脉所在，这次能亲身感受黄帝文化，真是无比开心、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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