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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大腕云集
余秋雨第七次作为论坛主席阐释黄帝文化

“中国梦”延续 先该谢黄帝
“在黄帝故里，在新郑，一个漫长而美好的中国梦在这里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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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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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第七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大腕云集。著名学者余秋雨，中国社科院专家潘家华，中医学博士彭鑫，著名作家、编剧
麦家，著名导演冯小宁等5位大家，与主持人张绍刚、高校老师和大学生坐而论道，激情互动，一起谈文化，谈读书，谈电影，
共论中国梦、中原梦。

今年，是余秋雨第七次登临论坛阐释黄帝文化，他用自己对文化的独特理解和视角，阐释了“中国梦”的起源和发展。在
他看来，新郑作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故里，堪称“中国梦”开始的地方。

黄帝故里，梦开始的地方
“听说上届论坛在网上点击率已超过 2.5

亿次，我非常高兴和自豪，我们作为炎黄子孙
这个称号是顶得起来的。”余秋雨现身论坛现
场，全场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作为黄帝文
化国际论坛连续7年的主席，余秋雨也创造了
一项纪录，而且每年他不仅来参加论坛，还积
极为论坛出谋划策。

本次论坛，众学者都在用自己的理解阐释
“中国梦”，余秋雨演讲的题目是《梦开始的地
方》。“在黄帝的故里，在新郑，一个漫长而美好
的‘中国梦’在这里开始了。”余秋雨认为，这里
正是“中国梦”的开始，而黄帝，是最有梦想性
的人。余秋雨充满感情地说，“在黄帝故里，在
新郑，一个漫长而美好的中国梦在这里开始
了。”他认为黄帝有伟大的梦想，“黄帝的梦支
撑到他的后代，一代一代往前走，把这个梦一
做几千年，不断延续下来，这就是中国梦。中
国梦延续至今，我们首先要感谢在这儿出生的
黄帝，他比其他祖先看得更远，站得更高，更有
未来性。”

每个人都成为君子
中国梦就会特别美

余秋雨说，孔子告诉大家，黄帝要延续的
梦，是一个道义之梦。道义之梦直到今天也是
我们“中国梦”的一部分，这个梦也可以说是君
子之梦，因为文化最后都沉淀为人格。

“我们的人格之梦，说到底就是君子之

梦。希望我们新郑的街上走的都是君子，哪怕
不太成功，也是君子，不要都是成功的小人。
做一个君子，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高尚之梦，这
是孔子已经给我们做的梦，这个梦已经2500年
了。一个有梦想的民族是高贵的，因为他总是
在往前看。”

余秋雨这样谈自己的价值：“生命是短暂
的，我不可能梦想长命百岁，在我有限的时间
之内，我要做一个高贵的、有尊严的，只要我出
现能够给大家带来幸福的一个人，这个人是君
子。我们每个人如果能够成为君子，成为一个
成人之美的君子，一个坦荡荡的君子，这样，我
们的中国梦就会延续得特别美。”

黄帝身后的历史更值得关注
今年，是余秋雨第七次参加黄帝文化论

坛，当大家问及他是否对黄帝文化有专门研究
时，余秋雨说，自己是研究国外艺术史的，后来
对中国文化产生感情，这7年时间，不仅仅研究
黄帝，也进一步研究中国文明。

“研究黄帝文化要与当下社会结合在一
起，不要太学究气，要与广大民众联系在一
起。”余秋雨说，研究文化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发
生地，研究史源文化可以使我们的文化更大
气，更根本。

当谈到今后黄帝论坛是否还要继续办下
去时，余秋雨表示，当然要办下去，“黄帝文化
论坛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个好机遇，
要进一步向前走。除了研究黄帝，还要研究黄
帝的身后事，后面的历史更值得关注。”

《黄帝内经》不仅是中医著作
还是一本百科全书

近年来，大家对中医养生的关注度很高，而彭鑫的
研究方向正是这个。在昨天的论坛上，他对《黄帝内
经》的讲解，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兴趣。

“作为现存医学文献中最早的经典著作，《黄帝内
经》不仅是一本养生宝典，还阐释了各类学科的基础知
识，譬如天文、历法、气象以及社会学，更是一部探讨天
地、自然规律和宇宙人生真相的百科全书。”彭鑫说，

《黄帝内经》蕴含了很多人生智慧，里面讲了生命、自
然、社会三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

在彭鑫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不是封建迷信，
而是来源于科学、事实。对于黄帝文化，彭鑫认为，里面
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东西，古人就是取自然之道
这些最显而易见的规律总结为哲学概念。

“中国梦”要“花开”
必须建立生态文明话语体系

“生态和环境是人们越来越关心的话题，我们每天呼吸的空
气、看到的天空、喝的清水、吃的粮食，都和生态及环境息息相关。”
潘家华认为，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生态文明源自于中国，实现

“中国梦”，想要“梦想花开”，“我们必须要建立生态文明的话语体
系，要引领世界，使我们中华民族实现真正的复兴。”

在潘家华看来，生态文明就是一种心态，一种选择，一种境界，
一种觉醒，一种社会的整体形态。“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态文
明并不是简单的返璞归真。”潘家华说，生态文明是指回归自然，在
现代居住环境的情况下，来寻求一种高层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作为我国古都之一，郑州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新郑又是黄
帝文化的起源地，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相信郑州也会将生态
文明建设放在一个高度，只有这样，才是更高层次的、更适合人类
生存的现代文明社会。”潘家华对郑州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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