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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历
史赋予我们长期光荣的使命，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记忆和冲刷，培育和弘扬核心
价值观离不开炎黄文化的支撑和滋
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培
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
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
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
传统、丢掉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
神命脉，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探讨炎
黄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
的渊源关系，一方面是为了更好的
推进炎黄文化研究的深入广泛开
展，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是为了进
一步挖掘核心价值观的炎黄文化基
因，为基层创新核心价值观作出应
有的理论方面的贡献。我们河南炎
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于 1991 年，是一
个比较早的研究会，在省委正确领

导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指导下，
一直致力于挖掘和整理我省炎黄文
化资源，积极开展炎黄文化方面的
研究和普及工作，在传承创新优秀
传统文化、鼓舞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上做了许多工作。

我们在前行的路上也存在一定
的困难和问题，我们要认真地对待，
努力地解决，这次炎黄文化论坛的
举办为我们向兄弟省学习提供了机
会，我们决心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挖
掘和发挥河南炎黄文化的资源优
势，加大炎黄文化研究，进一步加强
与海内外特别是中部六省炎黄文化
研究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参
与好轩辕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争取
将大典上升为国典，进一步加大炎
黄文化的宣传普及力度，当好政府
和群众间的桥梁和纽带，推动全社
会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好风
气，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进一步挖掘和发挥
河南炎黄文化的资源优势
加大炎黄文化研究

由地方政府进行的“黄帝拜祖大
典”，应恢复为中国历史上的由国家主持
的对黄帝之“国祭”。昨日（11月8日），第
三届中部六省炎黄文化论坛在黄帝故里
新郑市举行。来自山西、安徽、江西、湖
南、湖北、河南中部六省的知名炎黄文化
专家、近百名学者齐聚新郑，共论黄帝文
化的影响及研究，不少专家在本次论坛
上并再次提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应提升
为“国祭”的建议。

本届论坛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为
指导单位，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河南
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主办，河南新郑
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承办。主题为“炎
黄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论坛开幕式上，河南省委原书
记、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国务院
参事室新闻顾问、中央文史馆馆员赵
德润，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张希清及郑州市、新郑市有关领导
和专家出席了开幕式。在学术研讨阶
段。诸位专家、学者围绕炎黄文化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炎黄文化与传
统文化、炎黄历史文化、炎黄文化与其
他文化等主题先后发言，畅谈炎黄文
化，解读中华文明。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考古所原所
长、研究员刘庆柱表示，黄帝时代是中国
5000 年文明历史的“起点”。后人几千年
来一直把黄帝视为“国家代表”与“国家
化身”，对其进行祭祀。中国历史的历代
王朝进行黄帝“祭祖”的实质是祭“帝”、
祭“国”，所谓“祭国”，也就是“国祭”。当
前中华民族认同、“中国”之国家认同，是
时代的需要，是增加中国国家“凝聚力”、

“向心力”的需要。现在学者们通过考古
学、历史学及其自然科学技术的多学科
结合，已经基本究明“黄帝时代”、“黄帝

文化”的历史文化内涵，“黄帝”应该是我
们中华民族、“中国”的创建者、缔造者，
也就是“中国”的“国父”。我们从血缘政
治、地缘政治两方面应该把地方政府进
行的“黄帝祭祖大典”，恢复为中国历史
上的由国家主持的对黄帝之“国祭”。

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
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
所所长、首席研究员张新斌表示，对黄帝
的纪念，要抛弃“祭”、“拜”的概念，要将

“中华人文始祖黄帝诞辰纪念大典”作为
国家纪念礼仪活动。数千年来黄帝与中
华民族的人文与血脉传承，是其他人文
始祖所无法替代的，因此选择对黄帝的
纪念，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国家纪念活
动，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张新斌认为，不要纠葛于“祭”与
“拜”，而要从国家文化的大格局着眼，
以建设中国特色现代纪念礼仪体系为
主导，形成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具有当

代意义的纪念礼仪架构。在名称上，在
形式上，在内涵上，都要体现古与今的
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中国与世界
的结合，传承与创新的结合。我们之所
以强调诞辰，反映的是希望，是对未来
的憧憬，对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实现中
国梦的期盼，因此将“中华人文始祖黄
帝诞辰纪念大典”作为国家纪念礼仪活
动是理所当然的。

既然是黄帝诞辰纪念大典，放在
黄帝故里则是首选。新郑黄帝故里具
有传统文献的主流性，史迹文物的丰
富性，巨石岩画的独有性，考古发现的
参照性，专家论证的权威性，拜祖大典
的高端性等六大龙头优势。将“新郑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提升为“中华人文
始祖黄帝诞辰纪念大典”，由国家举
办，势在必行。

据悉，本届中部六省炎黄文化论坛
历时两天，下一届论坛将在安徽举办。

第三届中部六省炎黄文化论坛举行
近百名炎黄专家齐聚黄帝故里新郑

专家热议“黄帝拜祖大典”应上升为“国祭”

河南省炎黄文化
研究会会长

常有功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是
一个民族的精神记忆和精神家园，
体现了民族的认同感、归宿感，反映
了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炎黄文化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
了丰厚资源。此次论坛以炎黄精神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题，深
入研讨炎黄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关系，这对于提升炎黄文化
影响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河南地处华夏腹地，是中华民族
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文化
底蕴深厚，文化名人名城古城古迹众
多，是世界华人宗族之根、华夏历史
文明之源，单就300个大姓中在河南
有171个，排在前100位的大姓中有
78个姓氏源头是在河南，可以说河南
是名副其实的华夏儿女的故乡，炎黄
子孙的老家，在 5000 多年的中华文

明史中，河南作为国家和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长达3000多年，先后有20多
个朝代、200多位帝王建都立国，中国
八大古都河南占有四个，分别是九朝
古都洛阳、七朝古都开封、殷商古都
安阳、商都郑州。去年4月前外交部
长李肇星来河南考察时讲，要了解30
多年的中国去深圳，要了解100多年
的中国去上海，要了解 1000 年的中
国去北京，要了解 3000 年的中国去
西安，要了解5000年的中国去河南。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次我
们邀请到了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领
域的领导、专家学者出席这次论坛。
围绕炎黄文化繁荣发展、广泛交流深
入探讨，发表真知灼见，这为我们学
习借鉴兄弟省市经验、不断改进工作
提供了有利契机，同时也真诚希望各
位嘉宾能够利用参加论坛的机会，在
河南多走走多看看，对河南发展和中
原文化挖掘多提宝贵意见，共同推动
中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在河南多走、多看
共同推动中原文化
大发展、大繁荣

河南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

李宏伟

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