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墙灰瓦，小桥流水人家，看似零
乱而又规整的房屋建筑，错落有致别具
一格，沿溪一排屋舍，位于信阳新县的
熊氏祠堂就坐落于此。这里的古村落
清雅宁静，却也有着一股厚重感。全国
人大代表、河南羚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熊维政说，新县有着与众不同的文化
基础，而寻根就是要弄清楚自己的来
处。“熊”姓作为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
一，熊维政在“熊”姓文化的发扬上总是
不遗余力。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谢君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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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企业的人都在不同领域打
拼，深刻体会到河南人身上所具有的不
轻言放弃的韧劲和吃苦耐劳的精神。
这本身就是继承了中华传统的拼搏精
神。挖掘姓氏文化传承传统文明，也是
我们企业家的责任。”对于国家和社会
来说，弘扬根亲文化，有利于传承和光
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构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增强和发挥
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力，有利于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对企业家来讲，就
更应尽一份力。”

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面临的问题复
杂多样，但熊维政认为，只要思想文化走
在正途，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我想
我们的传统美德和姓氏文化不能丢，应
该继承并发扬光大。”羚锐公司是一家成
长于大别山革命老区新县的企业，革命
老区新县红色文化厚重，先后走出了许
世友、李德生、郑维山等一大批将军和省
部级领导，这块红色的土地培育了良好
的文化基因，让老区人民懂得知足、惜福
和感恩。“羚锐是靠着国家科委提供的扶
贫贷款起家，做到如今的成绩离不开老
区人民、各级党委政府和各级职能部门
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羚锐公
司得益于扶贫，回馈于扶
贫，为了帮助需要帮助
的人和宣扬感恩的文
化，成立了“河南省羚
锐老区扶贫帮困基
金会”，通过这个平台
不断开展社会公益活
动，践行回馈人民的责
任，让公益活动参与者
和被帮助者都能感受到爱
心和温暖。通过这种方式让更
多的人接受感恩的教育，引导更多的人
加入到慈善公益事业中，将感恩的
文化继承和发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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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华熊氏通谱》记载，黄帝建都于有熊(今河南新郑市)，又称有熊氏。
其后代以地名为姓，称熊氏。据《世本》《古今姓氏书辩证》及《元和姓篡》等书
记载，黄帝的36世孙中在商末有个叫鬻(yu)熊的，很有学问，曾为周文王姬昌
之师，其子事文王，早卒，他的曾孙熊绎（39世）以父王字为氏成熊姓。周成王
时，鬻熊的曾孙熊绎，以文王功臣之后嗣被封于楚，居丹阳（今湖北秭归县东
南），楚君的后人以熊为姓,称为熊氏。

“月是故乡明，人是同根亲”

姓氏文化和传统美德不能丢
——访河南羚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熊维政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于 4 月 9 日在新郑
隆重举行，这一有利于增强世界华人文化
认同、国家认同，凝聚世界华人力量，共筑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盛大活动让不
少炎黄子孙有了“同根同祖同源”的意
识。然而，在这个快速发展的年代，却有
越来越多的人没能留住乡愁。熊维政认
为，这个现象的形成有很多原因。“一是改
革开放带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大
量的人才流动，这部分人才大多在工作地
落地安家，结婚生子，他们的后代很少有
机会回到故乡体验生活，对家乡的印象更
加的模糊，乡愁显得若有若无；二是改革
开放也使得外来文化对我国的传统文化
造成巨大冲击，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会消
磨乡愁这种特有文化；三是中国城镇化的
持续推进，促进了多元文化的融合，故乡
的概念被逐渐淡化。”

其实，乡愁体现的是人的内心深处的
一种精神需求、一种文化感受、文化启迪

或文化认同感，是一种具有亲切感的精
神情感。因此，要记住乡愁就必须保护
文化。“通过拜祖先，我们能更好地寻找
民族力量，同时也让更多的人寻回自己
的根。”熊维政说，“我们中华儿女都是炎
黄子孙，我们的身体里都流淌着炎黄的
血液，我们的根都是相同的。追寻炎黄
文化其实就是一个追根溯源的过程，炎
黄文化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内涵，可以
团结更多的力量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伴随经济快速发展，传统文化、民族文
化传承的缺失日益显现。在这个时刻，拜
祖先显得尤为重要。“民族文化影响着整个
炎黄文化的兴衰，关乎着千千万万的炎黄
子孙，其实，越是在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
我们更要时刻谨记我们有着共同的炎黄祖
先，我们都血肉相连，我们都是最亲的亲
人，我们要团结一切力量，为民族文化发展
和弘扬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月是故乡明，人是同根亲。越来越多
的中国人走上了寻根之路，那么问题来了，
这条路该怎么走？又该寻些什么？“中国的
姓氏有很多，不管姓氏是常见的，还是生僻
的，每个姓氏都代表一种文化，都包含一段
历史，都书写了祖先为生活而不断奋斗的
励志故事，寻根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楚地了
解到自己的来历，让我们有共同的归属感，
让我们可以继承和发扬祖先们艰苦奋斗的
精神和改造自然的无穷智慧，我想这就应
该是寻根所要寻找的东西。”

在我们普遍所说的中原寻根中，更多
的是立足于姓氏的血缘寻根。无论身在何
方，炎黄子孙们都有着强烈的根亲意识，或
联谊结社，或续谱归宗，寻根谒祖成了炎黄
子孙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支柱。在姓氏文化
和根亲文化中，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姓氏文化研究一个姓氏的产生、发展和演
变的过程，根亲文化在于满足人们认祖归
宗、团结合作的需要。寻根要弄清楚自己
的来处，可以通过成立姓氏文化协会等方
式壮大寻根的力量，让更多的人参与进寻
根的事业中来。”

虽然移民数量在逐年增加，但熊维政
却认为，此种趋势不能一概而论。“我们能
做的就是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美
好，让人民生活更富足，社会更和谐。通
过不断改善大的宏观环境，不断提高经济
水平，塑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尤其是我们
的炎黄文化，要让更多的人寻到根，要通
过炎黄文化找到整个民族的归属感，让整
个民族凝心聚力搞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最幸
福的国度。”

演员争抢角色

可成立姓氏文化协会，壮大寻根力量

寻找民族力量，追根溯源，留住乡愁 挖掘姓氏文化传承传统文
明，企业家担一份责任

继前几日结束对横店影
视城本地特约演员的试镜后，
这几日都没怎么见演员来试
镜，难道所有的演员都已经安
排到位？记者打探得知，原
来，这几日演员统筹和演员副
导演都“猫”在屋里，通过视频
海选主要演员呢。

也许你会说，视频海选？
听起来怎么像超女选秀？这
你就有所不知了。由于《百家
姓·起源故事》拍摄的时间跨
度、空间跨度特别大，加之导
演组对由明星大咖构成的主
要演员们档期安排的照顾，所
以部分主要演员可以“任性”
地通过录制表演视频来为自
己争取喜欢的角色，由导演组
决定其是否适合来演。是不
是和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呢？
你最希望由谁来出演自己的
得姓始祖呢？你想看到他

（她）的试镜视频吗？
要说昨日最让剧组记忆

深刻的事情，当属“大闹”剧组
的来喜了。提起来喜，也许你
会想到《红高粱》里的四奎，或
者是《马向阳下乡记》中的梁
会计等，这位影视大咖以自己
独特的表演方式征服了无
数观众。他这次到咱《百家
姓·起源故事》剧组，就是为
了给自己讨个角色。

原来，来喜一直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非常关注，正
在横店拍摄《军师联盟》的
他，听说郑州报业集团投资
拍摄的《百家姓·起源故事》
正在做开机前的最后准备，
便火急火燎地跑来，想为自
己讨个角色。来到剧组后，
导演们一提及先祖人文精
神，根亲文化，让来喜兴奋不
已，原名许玉军的他，赶紧向
导演组打听起许姓何时拍
摄，并表示不管大小人物，自
己一定要参演。当听到第一
季暂无许姓的拍摄时，来喜
便打起参演其他姓氏的主意。

“拍不拍许姓我都得演。”
来喜恳求总导演张清给自己
拿了一套剧本，并表示回去后
要细细研究，“参演百家姓我
必须认真对待。”
郑州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杨丽萍

为当今第
71 大 姓 ，
源于河南
新郑及湖
北秭归。

得姓故事

中华姓氏文化经典巨
作——《百家姓·起源
故事》即将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