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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向荣教授曾多次担任国
家典礼仪式的策划及导演，如
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大会群众游行总导演、2008
年第 29届北京奥运会、残奥会
开闭幕式策划及导演、2009年
新中国成立 60周年大型音乐
舞蹈史诗《复兴之路》执行总导
演、2016年《最忆是杭州》G20
开幕式核心主创、室内版执行总
导演。

从 201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会群众方案的提出开
始，肖向荣教授根据“小方阵、大
主题”的理念，提出了设想“一场
盛大的游行、一幅壮美的画卷、
一部奋斗的史诗”，并在“三个
一”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四个回
归”——回归群众、回归真情、回
归素朴、回归精神。论坛上，肖
向荣教授向大家讲述了这场盛
世游行幕后的故事。

“今天是 9月 23日，在去年
的今天我应该正在天安门城楼
上做着最紧张准备工作，因为我
们整个国庆在天安门这个区域
里面，只做了 3次演练，不允许
千锤百炼。好在整个科技的进
步，逼迫我们大量用虚拟仿真系
统，一五一十做出动画，无数做
推演，完成了现在回想起来依然
余音绕梁般的盛大游行，现场
20万人的广场，10万人游行，表
彰的时候中央台说当天4.4亿人
点击率，说它壮美，是海外所有
媒体以及所有的国内媒体，都在
评价这一场游行是一个既具有
艺术性、群众性又具有观赏性的

游行。”
肖向荣教授指出“沉浸式行

为艺术”是本次群众游行的艺术
理念，使所有参与者和观众都能
沉浸在某种氛围中。在落实方
法上，他以“浴血奋战”方阵为
例，解释如何使用“异形方阵”这
种高度抽象的方式呼应“回归精
神”的理念来体现中国人的精神
风貌。通过人的行为、影像符号
化的方式表现“千人千面”、“谁
的故事谁来讲”，通过“红飘带”
和“屏幕”，激发群众的主体性，
让每一代人都在游行中找到存
在感，表现“自由、生动、欢愉、活
泼”的新时代新风貌。

最后，肖向荣教授特别强
调，当代创新是在“守正”和“创
新”中找到一个自洽的逻辑，守
正和创新需要深度思考“守什么
正，创什么新”。“在守正创新上，
我们所有创造都是在和危险共
舞。无限风光在险峰，在整个创
作当中，危险和快乐并存，警戒
线也是突破口，我们守正也不是
因为要守正就不敢往前越雷池
一步。国家和世界的关系，商业
和艺术的衔接点，小众和大众、
内容与形式，这都是在今天创作
当中要反复考虑的问题，你在突
破的同时，也有可能就踩到了一
个礼乐规制的红线。这也就是
说我们在创新的时候，是不是在
重新考虑你守的那条正，是不是
符合你现在这个时代的需求、国
家的需求、文明的需求。”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朱得元 杨媚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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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冬，《财经》杂志
执行主编、《财经智库》总
裁、财经影业副总裁兼制
片人，政治学与公共管理
学博士。浙江杭州人，兼
任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
程理事会成员、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兼职教授。

今年5月以来，“加快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被不
断强调，俨然成为今年以
及今后若干年的主线。准
确认识双循环里体现出来
的迎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新观念尤其重要。
23日下午，张燕冬从经济
领域，为黄帝文化论坛带
来了一场《双循环格局下
的挑战》演讲，为观众带
来新思考新视角。

演讲中，张燕冬称，整
个数字化智能化为主要特
征的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也正在全球发生着变
革。科技和数据化竞争，
以及美国对中国高科技的
脱钩，也给中国自己的创
新、新研发，以及基础性研
发提出了挑战。这样新技
术革命不仅一方面在脱
钩，另外一方面新科技革
命也正在改变原有的国际
分工，国际经济的竞争力
对比和全球竞争的格局，
也正在重构，这一点我们

也要看到，尤其在5G以及
云计算、物联网、分散计算
等方面竞争尤为激烈。

张燕冬公布了杭州
财经智库做的金融科技
调研数据，他们走访杭州
80多家企业发现，在场
景、营商模式、经营模式方
面，以及自我造血方面，中
国都有很大优势。但在基
础性创新和原创方面，我
们中国确实积累很少，无
论是阿里巴巴、海康卫视，
还是杭州其他金融科技
领域。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
疫情中数字化智能化广泛
应用，也催生了数字经济
在中国的异军突起，加速
改变传统的生活方式，全
球也是这样，现在在某些
方面竞争非常激烈，新经
济、新业态、智能化生产逐
渐成为一种主体形态。“中
国一定要有一种战略的耐
心，去应对国际的剧变，同
时做好我们的事情，进一
步通过我们自己实力的提
升，来加快打破国外封锁，
尤其美国封锁，与世界接
轨。”演讲到最后，张燕冬
强调，双循环不是内外，而
是循环，强调提高自身能
力才是关键。
记者 杨宜锦
新郑时报 朱得元
杨媚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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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光春：谈谈黄河文化与炎黄文化
徐光春，中华炎黄文化研

究会首席顾问，河南省委原书
记，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学者、新闻理论与实践专家。
他曾在《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和《求是》杂志等发表大量
理论文章，编辑出版《马克思
主义大辞典》《理论文库：徐光
春自选集》《新闻纵横谈》《文化
的力量》《河南五年间》《谈古论
今话炎黄》等16部著作。

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发
展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
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
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分布有郑
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诞
生四大发明和《诗经》《老子》
《史记》等著作，九曲黄河奔腾
向前，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

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
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

黄河文化和炎黄文化在
中华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
用，到底是什么？黄河文化是
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炎黄文
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
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要素。黄
河文化、炎黄文化在中华文明
发展、中华文明振兴中的作
用，我概括为四大作用，即开
创作用、筑魂作用、凝聚作用、
推动作用。

炎黄文化不仅具有基本
特征、基本精神，具有首创引
领融汇作用，炎黄文化从广义
上讲，应该是三皇五帝时期，
先民们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

富总和，炎黄文化是一个大概
念，炎黄文化代表了三皇五帝
时期的文化。

黄帝文化在炎黄时期有
特殊重要地位，在中华文明的
开创历史上有特别重要的作
用，在研究和传承黄河文化、
炎黄文化有着特别重要的意
义。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它养育了炎黄及周边广
泛地区的中国人民，惠及整个
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历
史、开创历史上，发挥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做出了重大贡
献，不愧为伟大民族的伟大母
亲河。

弘扬好黄河文化、炎黄文
化，关键是要对这些优秀的中
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把几千年形成

的黄河文化、炎黄文化思想精
髓、基本内涵、价值取向转为
推动新时代发展的精神力
量。把几千年前的古文化中
的有益内容、精神实质，用新

的思维、新的故事、新的形式进
行新的发挥、新的阐述、新的传
播、新的运用，结合现实需要，
对古文化进行创新和发展。
（根据嘉宾论坛演讲摘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