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泽群

“每一次回望历史
都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论坛开幕式上认真聆听新郑市的小学生
用整齐稚嫩的嗓音诵读《中华传统美德
100句》后,来自央视的河南籍著名主持人
张泽群感叹道：“我感到特别惭愧，这些词
至少是我上中学后才接触到的，而这样的
读物对于我们中华传统来讲是启蒙读
物。而举办黄帝文化论坛无疑是一种文化
的回归，根本目的是认祖归宗和饮水思源。”

搜“三字经”刚输入“三”
跳出“三国杀”

也许是回到故乡的缘故，作为本次论坛
嘉宾主持的张泽群与听众互动时特别“放得
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评述也是妙语连珠。

说起自己最喜欢的数字，张泽群说正
是《三字经》的“三”字。

“《三字经》里多次提到‘三’，今天由
于要主持这个论坛，我想多了解一些《三
字经》的内容，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刚在
搜索框里嵌入‘三字经’的‘三’字，跳出来
的竟是‘三国杀’。”

“在当前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应该
有些许时间，让我们的精神和理念都回归
传统，在每年‘三月三’这个特别的日子，
从这个意义上说，起始于 2007 年的黄帝
文化论坛走在了时代需求的前沿。”

每一次回望历史
都是为了更好地出发

“三点成为一条直线，这三个点是初始
点、立足点和目标点。”张泽群认为，“每一次
回望历史，都是为了更好地出发。”对这一观
点的论述，他提到了三个点：“在以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神为主旨的黄帝文化论坛
上，我们要向精神原点找初始点，向现世代问
立足点，还要向未来找寻方向点，找到我们现
在身处何处，曾经从哪里走来，未来走向何
方，这正是我们所有论坛的举办者、参与者和
本次论坛所承载的意义、责任和使命。”

央视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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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第九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在新郑市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纵论黄帝文化，畅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
神。 开幕式结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考古学家刘庆柱，军旅作家、少将王树增，清华、北大名誉校董廖
凯原分别以黄帝文化本源、英雄主义与民族精神、轩辕文化召唤为题与大家进行交流。而主持人张泽群也谈了自己
对根文化的看法。 郑州晚报记者 杨宜锦 石闯 袁帅 吴淑娟/文 马健/图

在演讲中，刘庆柱多次提到“根文
化”。“我想找到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
这个根是怎么来的？我想如果推的
话，我是从现在推到明清，从明清再推
到元，再往上推就推到了河南开封汴
京。从魏晋南北朝以来，河南人大量
外迁，因为北方战争，南方变成中国的
大后方，我们就变成了所谓的‘客家

人’，‘客家人’带去了知识，带去了经
验，也带去了生产力，最后活跃的就是
人，因此江南在不长的时间就成了鱼
米之乡。我觉得根文化，以嵩山为中
心的中原文化很重要，也就是说如果
从文明社会算起，从进入国家算起，从
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开始，可
以说根文化的根就是黄帝文化。”

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任、考古学家

原籍河南、成长于天津、求学于北大
的中国社科院历史学部主任、学部
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刘庆
柱先生作为本届论坛的第一位登台
嘉宾，他在题为《考古学视阈下的黄
帝文化、有熊国与黄帝故居》的主旨
演讲中，从时间空间吻合性、文化同
一性方面进行了科学严谨的论证和
分享。

河南引领中国社会发展几千年
作为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长，刘

庆柱认为，“一部河南古代都城史”就
是“多半部中国古都史”，因为中国的
八大古都四个在河南，汉、唐、宋等伟
大的王朝都城都在河南，因此可以说，
河南引领中国社会发展几千年。“作为
一名河南人，我希望河南以后一定要
再造自己的辉煌，为中华民族增添更
多光彩。”

黄帝时代是什么时代？就是中

华民族探源的时代，因为根据传说
记载，黄帝时期有国家，它的国家就
叫做有熊国，而有熊国的“都城”就
在新郑，黄帝时已经造城了，已经有
冶金术了，区分文明和野蛮的三个
标志：文字、城市和金属器，我们有
五千年文明应该是可信的，从邦国
时代国君“家乡”与国家及都城的空
间重合性可以推断，黄帝的“故居”
就是新郑。

“根文化”的根就是“黄帝文化”

王树增说，人民英雄才是真正的英
雄。一个小时的激情演讲，他列举了很
多战役案例，用一个个真实、生动、感人
的故事，阐述了英雄主义的内涵。他说，
今天的中国已经是改革开放后繁荣的中
国，但我们今天在某种情况之下，一样面
临危险的时刻，需要振作精神。

“在中国，认祖归宗，我认为有两个圣

地，一个是河南新郑，一个是山东曲阜。”演
讲结束后，王树增告诉记者，河南文化博大
精深，作为在这块厚重土地上成长起来的
人们，当每年三月三举办黄帝文化国际论
坛之时，都是找寻中华民族自信的时刻，意
义非同寻常，应该珍惜黄帝文化国际论坛
机遇，凝聚全球华人力量。他欣然为本报
题词：阅读郑州从郑州晚报开始。

王树增

英雄主义永远是民族精神的主流

一身绿军装，高高的个头，双目炯炯有
神，话语铿锵有力，他就是著名军旅作
家王树增，他创作的《朝鲜战争》《长
征》《解放战争》等,曾获“中国出版政
府奖”“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
等。昨日下午，王树增在第九届黄帝
文化国际论坛上的激情演讲，用一个
个生动感人的悲壮故事阐释了信仰的
力量，赢得了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著名军旅作家、少将、国家一级作
家王树增出生于1952年，入伍40多年来，
坚持用鸿篇巨制来审视我们走过的时代，
比如长征、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花费了
30多年，他说，一个不知道祖宗来历的人，
活着是比较慌张的，是没有底气的。

他首先讲到了与河南的深厚渊
源。43年前，他第一次穿上军装是在开
封，曾在新郑县走过，住过老百姓的家，
慈祥的大娘给他掖过被角，也捧出新郑

的特产大枣让他品尝。他在河南当兵
10年，这片土地养育了他，他对这片土
地的一草一木充满了感激之情。

他说，自己之所以把演讲的题目定为
《英雄主义永远是民族精神的主流》，这和
他的写作有关，他的心中有一个情结，就
是祖先给我们血脉当中留下了一个重要
的基因，也即永远不屈的血性，顽强的生
命力，和对未来永远乐观的精神。总而言
之这个民族是个英雄的民族。

人民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

廖凯原

轩辕思想与“中国梦”高度吻合
清华、北大名誉校董，华人学者廖凯

原此次专门用英语来进行演讲，这也是黄
帝文化论坛国际化的一个尝试和努力。

廖凯原说，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
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
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
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
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
程，随着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中华
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

蓬勃的生命力。
廖凯原说轩辕黄帝是我们的始祖，

文化英雄，中华文化与文明的缔造者和
赋予者，现代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创始
人，轩辕不仅是中国诸子百家思想的本
源，也是13亿多华夏子孙的多元化思想
的本源。他明确了道治、执政党之治、
民治、法治和五大天命之治的观念，道
治就是“先予后取”的德治，其中治国的
核心要义便是爱民，以使每个人实现各
自梦想和愿望。

明日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