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第十二届黄帝文化国
际论坛的压轴嘉宾，中华炎黄文
化研究会首席顾问、中共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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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徐光春一开口，便抛出一系列
循序渐进的问题，并在接下来的
1个小时中，与大家分享了他的
观点。

徐光春说，所谓文化，是指
人类精神文明的财富和物质文
明财富的总和，也特指精神财
富。黄帝文化是中国原始社会
末期，我们民族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初创时期文化发展的
重要标志，是中国中古时期文
化的杰出代表，是中华民族形
成和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国家
和人民的宝贵精神文化遗产，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祖根文
化、源头文化。

如何认识和理解新时代？
徐光春表示，要认清 3个关系：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动力与目标
的关系，推动与引领的关系。他
说，黄帝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
量，可以对新时代的发展发挥推
动作用。黄帝文化是一个系统
性的文化，横跨了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军事、法治、思想、道德
等多个领域，它涉及到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
明和生态文明。

“我们现在讲的五个文明，
黄帝那个时候就有了。黄帝是
我们中华文明的创世者，最早的
文明曙光是从那里发出来。”在
徐光春看来，弘扬黄帝文化，要
传承弘扬好黄帝文化的五个精
神，即创造精神、发展精神、奋斗
精神、为民精神、亲和精神。

报 聚焦新郑 时

“泱泱华夏几千年文明，绵
延至今，前人为我们留下了太多
的宝贵的财富，我们一直努力在
做的一件件的小事，就是把这些
宝贝一件件地擦亮，让我们在座
的每一位能够预见它、看见它，
与它相知、相爱。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这就是最好的传承。”
分享伊始，田梅跟大家一起重
温了《经典咏流传》的开场词，
一段深情的讲述，观众被带入了
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和三千年的
诗蕴之中。

《朗读者》第一期播出后，96
岁的许渊冲老人成了网红，撬开
了 00后的审美大门，整个节目
更是风靡了整个网络，收获了无
数赞誉。“《朗读者》舞台上出现
的朗读嘉宾有 68位，实际上我
们联系了400多位；舞台上呈现
的读本近百篇，实际上我们准备
了 1000多篇；每一期节目 90分
钟，但是我们录制的时候是 900
分钟……”田梅为大家缓缓讲述
着节目制作背后不为人知的努
力和付出，以及一个个让人引以
为傲的数据：第一季的手机客户
端收听量4.25亿人次，视频全网
播放 9.7亿人次，微信公众号 10
万+的文章有312篇……

“这些节目的成功，映射出
了大家内心深处对文化的渴望，
经典是永恒的，我们的文化从未
断流。”田梅说，近年来文化类节目
竞相开放，她和她的团队一直在
这个花园中试图开出不同颜色的
花朵，也正是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才最终成就了观众对《开学第
一课》《朗读者》《经典咏流传》的
关注和认可。文化传承是每个中
国人的责任和义务，希望青年人
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
方式，把我们几千年的文化真正
传承下来，让经典永远流传。

世界《黄帝内经》文化促进
会会长王寅自幼受中国古典文
化和传统医学熏陶，通过对《黄
帝内经》的研究，追根溯源，提出
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黄帝内经》
乃中国文化哲学体系之根，是中
国传统文化之本。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只有哲
学思想，没有哲学体系，在王寅
看来，这是不正确。他说，作为
一个拥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东
方大国，我们的祖先早就形成了
一套对宇宙、对天地，对人怎么
活于天地之间的哲学体系，而这
一切的定律与法则，都隐藏在
《黄帝内经》里面。

“我们有两个祖先，炎帝传
下来一本书叫《神农本草经》，教
我们怎么吃，黄帝传下来一本书
叫《黄帝内经》，是教我们人怎么
活。我们所有的文化、所有的社
会活动和很多后期社会发展的
诗词歌赋，有很多思想体系，它
的根都蕴含在《黄帝内经》里面，
懂得了《黄帝内经》，就找到了根
本，就能建立我们的文化基础。”

“我们东方文化注重的是生
命，西方文化追求物质，东西方
文化体系和世界观体系是两个
系统，这两个系统导致了我们的
思想、信仰，所有的一切都不一
样，这就是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
异。”王寅说，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是思想和精
神系统，器就是器物、物件，研究
物质的部分我们叫形而下，研究
思想和精神的东西我们称为形
而上，中国文化系统几千年能够
传承，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追求
的都是形而上的思想精神的体
系和高度。而我们的物质发展
慢，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物质，所
以我们总是要悟道，要往上走，
追求更高一层的东西。

骨笛、尺八、鼻箫、锯琴……
国乐大师、著名琵琶演奏家方锦
龙每演绎一种乐器，台下都会爆
发出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

“我们的先人能用烧火棍创
造出乐器，古人的智慧值得我们
学习，钢琴的历史不过四百多
年，而我们的古琴，则已有数千
年的历史了。”方锦龙说，如今，
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认为国外
的音乐高雅，事实上，我们中国
的音乐和文化才是有大包容、大
智慧的，西方乐器非常科学，但
比较机械，中国的乐器看似简
单，它更富有人性。

方锦龙拿身边的古琴，弹奏
起了《酒狂》，一边演奏，一边讲
解，“我们古人的乐器演奏既在
节奏里面又不在节奏里面，其中
体现着中国乐的潇洒，西方的音
乐就不一样，一定是有固定的拍
子，我经常给西方人聊音乐，你
们有你们的强项，我们有我们的
强项，就像厨师做菜一样的，你
们要呆板的，做菜要多少克盐、
多少克胡椒，我们是葱花少许、
盐少许，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我
们的拿捏，你们永远学不到。我
们的国、我们的乐，是别人永远
无法超越的。”

方锦龙说，琵琶是王者乐
器，琵琶这两个字有四个王，下
面是比巴，这是文化的融合，从
上世纪 80年代初，方锦龙耗费
了近 30年时间做出了五弦琵
琶，他用这把琵琶相继演绎了
印度、西班牙、日本乃至中国不
同地域不同的音乐风格，“一把
乐器包含了无数的变化，这就
是中国的音乐，古人的智慧和
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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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珠澳大桥管理局党组副
书记韦东庆：

工程和文化都是“桥”，
新时代的巨型工程
延续着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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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
顾问徐光春：

推动新时代的发展，
要从5个方面传承
和弘扬黄帝文化

论道“黄帝文化与新时代”
弘扬时代精神

“港珠澳大桥是一个桥、
岛、隧组合的超级工程，每一项
我们都做到了世界级，已经成为
中国的一张新名片。”韦东庆介
绍，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22.9公
里桥梁，是全钢结构的钢铁大
桥，除了桥洞以外 15公里是一
块整的钢箱梁，用钢量42万吨，
相当于62座埃菲尔铁塔的用钢
量，每一个数字都像天文数字一
般。透过港珠澳大桥，可以看到
我们国家在基础建设领域近十
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翻天覆地
的变化，中国的装备制造业水平
也在港珠澳大桥的建设中得到
了充分的发挥。

“港珠澳大桥不是一夜之间
形成的，不是一年建成的，甚至
不是十年，它是改革开放四十
年，我们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
的一个窗口、一个成就的缩影。”
韦东庆感慨道。《易经》《道德经》
里讲：“形而下谓之器，形而上谓
之道”，在韦东庆看来，工程与文
化都是一种“桥”，一座是有形的
桥，一座是无形的桥。

“如果你只看到有形的
桥，看到伶仃洋上有全钢结构
的钢铁大桥和海底隧道，你只
可能了解了港珠澳大桥的一
半，港珠澳大桥的精髓，你还没
有完全了解。我们建的是实实
在在的桥。”韦东庆说。

“像做艺术品一样，我们
用 8 年时间把港珠澳大桥打
造成为一个让全世界为之惊
叹震撼的精品工程，其实是有
动机的。不管是西岸还是东岸，
中华大地一脉相承，港珠澳大桥
是穿越珠江西岸和东岸的交通
大动脉。大桥通车以后，整个
粤港澳大湾区将形成闭环状，
湾区未来的发展指日可待。”
韦东庆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