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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文化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滥觞

安徽省政协原常委、
副秘书长兼文史资
料委员会主任、编审

陈德辉

经历了漫长的 200 多万年旧石
器时代，直至新石器时代，人类社会
才狂飙突进，发生石破天惊的巨大
变化。这个时代正是炎帝、黄帝率
领部落创造辉煌业绩的时代。大量
的先秦文献和近代考古成果的相互
印证、总体确认，炎黄文化是祖先留
给我们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无论
是涵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广义
文化，或是限于精神文明的狭义文
化，炎黄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滥觞。

中国是诞生孔孟等思想家的故
乡。这些先贤提出了许多修身律己、
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基于这些思想
理念建立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其中
也有很多适应当时社会发展形势，推
动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的良好体制机
制。如“大一统”的国家体制、有效的
国家管理机制、允许言官直言进谏等，
尤其是“大一统”的国家体制是中国长
期强盛的重要因素。由此可见，中华

优秀历史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
的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
标识，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

积极培育践行根植传统文化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代中国，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关系到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
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
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历史文化，
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体现
了时代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一个民
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
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
合，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
叶，要坚定不移地朝着目标前进。我
们坚信，随着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深入开展，一个风清气正的
互联网，一个充满正能量的舆论场，
定会出现在神州大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实现。

湖南省神农炎帝研
究会理事，湘潭大学
历史系教授

吉成名

祭祀祖先是尊重历史、铭记历
史的重要表现，是人的一种特殊情
感表达方式。我们在纪念祖先、回
顾历史的过程中，可以获得很多智
慧和力量。

黄帝时期，中国实现了某种程度
的统一，黄帝成为五帝之首，是中国
原始政治文明开拓者，应该受到尊
崇、敬奉和祭祀，祭祀黄帝对增强民
族凝聚力有重要意义。

深入考察毛泽东和皇帝祭祀有
关的活动、言论和著述，我们可以
得到很多重要启示：第一，祭祀祖
先是正当的、合理的，与宗教迷信
有着本质的区别。祖先祭拜虽然
属于原始宗教，却是一种特殊的、
具有进步意义的原始宗教。人们
尊崇、敬奉和祭祀祖先，是为了纪
念祖先，缅怀祖先的功德，把祖先
开创的视野继承下来，发扬光大。
第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祖先
崇拜是有差别的，有些甚至存在本

质区别。祖先崇拜是一种十分复
杂的民俗事象。在现实生活中，人
们的祖先崇拜是有差别的，有些甚
至存在本质区别。这种差别之所
以形成，与人们的认识水平高低有
着直接的关系。第三，人们把当前
的工作做好，就是对祖先最好的纪
念。无论我们怎样尊崇、敬奉和祭
祀祖先，都只能是一种情感表达方
式。这些做法对于已经逝去的祖
先不可能产生任何实际影响，我们
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尽最大努力
把当前工作做好，也是对祖先最好
的怀念。第四，我们对祖先的崇拜
一定要适度。对于已经逝去的祖
先，既不应该盲目崇拜，也不应该
过分崇拜。但也不能仅考虑感情，
应该从实际出发，冷静、理智地对
待祖先，也不能将祖先神化，应该
将对祖先的真挚情感转化为强大
的工作动力，只有这样，才能以实
际行动和工作业绩纪念祖先。

实现中国梦
需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郑州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辛世俊

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基，也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可以
从传统文化那里找到它的基因，找到
它的根源。

足国之道在节用裕民，人民富裕、
国家强大是治国的重要问题。百姓生
活穷困饥寒交迫，社会就容易动荡，诸
国之道皆裕民，这是孙子提出来的。
随着时代发展，在物质文明充足的情
况下，还不能缺失精神文化。经济发
达了，文化也同样不能落后。经济发
展，精神失落，不能表明国家富强了。

国家的强大从根本上来讲在于赢
得百姓，关键在于赢得民心，那就是得
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孟子
强调反对以利服人，就是以德服人，以
德服人在古代主要是民本思想，民本
思想的内容很多，比如说利民心为贵
的思想，以民为本的理念，以民为天的
忠告，以民为谁的告诫，以谁为敬的标
准，民心不仅是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

活，好的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
这个富裕不仅是物质富裕，而且包括
精神富裕。习近平主席说，今天的民
心并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改
善，这不是民心的全部，民心向背也不
仅仅是决定于这一点，发展还有共同
富裕问题。

中国精神是强国之梦，国家的软
实力是综合国力的一部分，法国思想
家在思想录里面说，思想形成人的伟
大，人全部尊严在于思想，一个国家的
富强不在于物质方面，在于是不是有
思想。所以，教育具有传承文化的功
能，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就
是要通过教育来传承下来，这是民族
的命脉，是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之所以绵延五千多年，
分分合合，但是统一仍然是主旋律，所
以要实现中国梦，要把国家富强起来，
特别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精
神，这就是凝聚中国精神。

中国先秦史学会顾
问、洛阳河洛文化研
究会会长、洛阳文物
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蔡运章

7 位专家学者的发言，从不同的
角度对黄帝文化和黄帝文化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以及要把黄
帝祭祀上升到国家祭祀提出了很好的
见解。

刘庆柱先生是中国考古学之大
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非常高深的
造诣，他从文字、铸铜和城市 3 个方
面，从考古学的角度进行验证，“中华
文明在黄帝时代国家形态已经初步形
成”，这个论断是非常翔实的，并且得到
大量考古学的证明。对于黄帝祭祀，
是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传统，刘庆柱先
生提出应该上升为国祭。任大援先
生提出对黄帝文化要用以致学，加强
对黄帝文化的研究，要把黄帝文化走
向国外、走向世界，但是任大援先生
这个题目提出关注前轴心时代，这个
轴心时代我需要说一点，这是德国人
的提法，我觉得这个提法不贴切，中
国一些学者盲目借用这个名字，我觉

得是不恰当的。其他几位专家学者
讲对炎黄文化的研究是和现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延续的。炎黄
文化是中国现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源头，我们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民富国强应该是继承发扬中国
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所以我们现在
对炎黄文化的研究，特别是对炎帝黄
帝的祭祀，纪念人文始祖黄帝炎帝和
其他先贤，我们就应该遵循中华民族
寻踪追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
它统一起来。

同时，许嘉璐等先生提出把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升格为国家级拜祭活
动，对于提高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凝聚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个人
认为这是非常成熟的提法，而且目前
随着国家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对中华民族人文始祖祭祀也是应
该的、必须的。

观点

祭祀中华民族人文始祖
是应该也是必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