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昨日下午，第九届黄帝文化
国际论坛圆满闭幕。论坛闭幕式上
颁发了首届轩辕奖和轩辕纪念奖。

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
究会会长许嘉璐；中共河南省委
原书记徐光春；全国政协常委、
民革中央副主席郑建邦；省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蒋笃运；省政协副
主席李英杰；省人大常委会原副

主任、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
会名誉会长李柏拴；中华炎黄文
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赵德润；国
务院参事室国学中心副主任
李 文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王贵欣等出席论坛闭幕式。

本届论坛于4月19日下午至
20日在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举行，论坛主题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精神”。两天时间内，知名专

家学者刘庆柱、王树增、廖凯原、
杨义、范周、蒙曼、曾仕强、许嘉璐
等依次登台演讲，从不同学科、不
同领域、不同角度深刻解读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纵论黄帝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融合时代特点，
阐述中华文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渊源，为现场观众奉献了
一场文化盛宴。演讲结束，嘉宾
们还针对社会各界关注的话题，

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闭幕式上，中华炎黄文化研

究会第一副会长、中国博物馆学
会理事长、中国古都学会名誉会
长、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名誉院长
张文彬向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
研究会捐赠了书籍、杂志。

为推动黄帝文化的传承和
弘扬，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组委会
决定，设立轩辕奖和轩辕纪念

奖，用于表彰为黄帝文化和黄帝
文化国际论坛做出贡献的领导
和专家。许嘉璐和著名历史学
家、古文字学家、清华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国际
汉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李
学勤，荣获首届轩辕奖；中央国
家机关工委原副书记刘正威、中
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第一副会长
张文彬获首届轩辕纪念奖。

第九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落幕
颁发首届轩辕奖和轩辕纪念奖

嘉宾名片

许嘉璐建议，拜祭黄帝应
该上升到国家级，而对黄帝的
拜 祭 地 点 就 应 该 定 在 新 郑
市。同时，应该促进拜祭黄帝
逐渐成为民俗。

许嘉璐对黄帝文化进行
过深入研究。他说，黄帝的事
迹，超越了口传历史，在《史
记》中有明确记载，具茨山的
岩画和各地的遗迹也能证实。

结合自己对黄帝文化的
研究，许嘉璐详细介绍了拜祭
黄帝在今天特有的意义。在
许嘉璐看来，一个民族的力量

凝聚，必须靠文化。文化需要
标记和符号，黄帝是中华民族
有史可考的人文始祖，已经成
为中华民族的标记和符号。

“中华民族尊祖胜于拜
神。尊祖，拜祖，为的是慎终
追远，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
他认为，对黄帝的拜祭，是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敬仰。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就是将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
结合起来。将拜祭仪式上升
到国家级，可以向全球展示我
们的信仰。

嘉宾名片

“我今天专门从台湾赶过
来，为的就是讲一句话——我们
都是黄帝的子孙。”曾仕强说，
这句话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
果连续不断地讲下去，中华就
永远存在，中华文化就永远源
远流长。

曾仕强说，中国人把黄帝
作为人文始祖是有道理的。
黄帝是推举出来的，他不得不
担当这个重任，这就是“责
任”。中国人讲的“责任”自古
就有。孟子讲“天将降大任于
斯人也”，中国人肩上扛的就

是责任。现在，我们都在为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
力，这是我们的中国梦。我们
要从黄帝文化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走好我们
自己的道路。

中国人拜祭黄帝不是宗教
主义，跟宗教一点关系都没有，
外国人不了解我们，说我们拜
神。“我们拜的是谁？第一个拜
的是天地，请问天地是偶像
吗？当然不是。我们拜的是祖
先，祖先是偶像吗？也不是。
我们拜的是圣贤。”曾仕强说。

“黄帝子孙”是全球华人共识

曾仕强 台湾智慧大学校长、台湾交通大学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

嘉宾名片

“探讨中国的重要文化，
需要探讨我们的根是怎么来
的。”杨义呼吁大家热爱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之源。

杨义说，要了解中国优秀
传统文化的生命之源，先了解

“中国”这个词。“中国”一词最
早出现在东周，爱国这个词最
早出现在《战国策》，秦汉时期
形成了爱国精神。

中华文明生命之根为何
如此源远流长？杨义认为有
四大原因：一是文化根的深厚
性，二是文化哲学的包容性，

三是文化血脉的丰沛性，四是
文化景观的丰美性。杨义举
例说，五千年文明是以炎黄作
为标志，新郑是有熊氏之墟，
黄帝的故乡；汉字超越基因、
方言，超越时空，中国哲学一
直强调“百川归海，有容乃
大”，具有汇集东西南北的丰
沛性。

“我们要群策群力，将中
华文明发扬下去，创造更加
辉煌的历史，是我们中国人
的 责 任 ，也 是 对 世 界 的 责
任。”杨义说。

群策群力创造更加辉煌的历史

杨义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

嘉宾名片

蒙曼认为，黄帝当仁不让是
中华民族的始祖。“无论是《史
记》还是《魏书》，文中都可以看
到有力的论述，我们都是以黄帝
为开端的血缘网格一环。”

对于黄帝精神，蒙曼教授给
出了自己的理解——是中国君

子人格的代表。蒙曼教授旁征
博引，从《论语》到《易经》，将黄
帝精神和君子人格找到了多个契
合点。“黄帝塑造了中国古代的一
个集体人格，黄帝用自己的形象、
自己的所作所为，塑造了接物待
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
或者说是教养和担当。”

“来新郑拜祖，我非常激
动。我们到这儿来认祖归宗，到
底要干什么？”蒙曼教授字句铿
锵地抛出这样的问题，随后自己
给出了答案，“黄帝是我们的祖
宗，黄帝是我们的精神，黄帝是
我们的岸。人要往前走，但是你
一定要知道岸在哪里，一定要时
时刻刻看到岸。‘慎终追远，明德
归厚’，我们一次一次回头看那
个岸，是为了有方向。我们要像
黄帝曾经那样自强不息，厚德载
物，只有这样才配称得上是龙的
传人、是炎黄子孙！”

“优秀传统文化也要适应今
天新的传媒手段，再不适应就会
落伍。”范周认为，世界四大文化
体系中，中国传统文化是唯一没
有中断的文化体系，最重要的原
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
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体现在，当
任何一种文化要想挺立潮头，历
久弥新，就必须要保持开放包容
的品格和气度。

范周说，当下进入互联网时
代，互联网理念带来了强烈的文
化冲突和融合，这是一个新的战
场。互联网的理念，最大的特点
就是要颠覆我们的传统思维，中
华优秀文化精神怎么样在互联
网的现实中找到更好的表达形
式，需要我们去研究。

“现在三月三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活动，我们还靠电视信
号传递，技术发展到随身转播
神器人人都可以简单操作的
时代，三五年后再举行拜祖大
典，人人可以现场直播。”范周
说，“技术的发展在改变着人
们的认知，而这种认知就是让
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些技术传
播优秀文化，需要我们运用这
些技术，进行点对点、人对人
的精准传递。”

他说，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可以搭载“互联网+”平台，开
展在线交流、智慧体验、文化交
流、情感沟通等服务，才能将中
华文化继续发扬光大。

运用“互联网+”发扬光大传统优秀文化

范周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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