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甲辰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举办了“一主七辅”八项活

动，炎帝神农文化高端访谈是“七辅”活动之一。炎帝神农文化高
端访谈由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随州市政府主办，随
州日报社、随州广播电视台、随州市炎黄文化研究会承

办。
在随州日报社统筹下，湖北广播电视台、随州广播电视台参

与其中，四期访谈节目邀请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
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宫长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研究员马平
安、中央音乐学院特聘教授李幼平、湖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刘玉

堂、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罗运环、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教授黄尚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王清雷等专家学
者做客访谈间，围绕“炎帝文化与中华文明”进行阐释，畅谈炎帝
文化、炎帝精神、礼乐文化等时代价值，创新推动炎帝文化研究与
弘扬、转化与发展。本报特摘录专家学者精彩言论，以飨读者。

一、炎帝文化，一直在我们的血液里流淌

刘玉堂：我们说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那就意
味着炎帝神农文化是我们的根文化。那么根文化怎么理
解？炎帝神农一些重要的发明创造，主要是物质文明的，
都是我们后来的物质文明发明创造的重要根基。我们几
乎所有的一些重大发明都是在这个根基上不断地拓展、
升华，逐步地发展。第二个就是我们说根脉，根文化也可
以理解成脉文化，为什么叫脉文化？就是炎帝神农文化
的精神作为一种血脉，在我们的血管中一直流淌。

哪些精神？比方说炎帝神农种植五谷、发明农具，这
种创新精神；炎帝神农融合不同的部落，最后又跟黄帝
部落实现一个大融合，这种团结统一的开放精神；还有
炎帝神农尝百草疗民疾，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再如炎
帝的女儿在东海淹死了，变成精卫，她衔西山木石想把
东海填平，精卫填海的精神也是奉献精神、进取精神；炎
帝的乐工刑天，他在一次战斗中头被砍掉了，结果他的
双乳变成他的眼睛，他的肚脐眼变成他的嘴巴继续战
斗，这也是一种奋斗精神、进取精神。所以后来陶渊明有
两句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还有炎帝神农的家族
成员夸父，夸父逐日也体现了这种奋斗的、进取的精神。
炎帝神农部落的成员精神，也是炎帝精神的重要部分，
所以我们也要弘扬它。

二、荆楚文化离不开炎帝文化

刘玉堂：谈到荆楚文化之前，有两个概念要说明一
下，一个是楚文化，一个是荆楚文化，往往容易被混淆。
楚文化是一种国别的文化，它是楚国人民创造传承并发
展的文化，它代表的是楚国这个国家的文化。荆楚文化
是一种地域文化，它是湖北这个地区有人类以来一直到
今天乃至未来产生的一些文化，都可以叫荆楚文化。对
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我想主要有三点：第一，我们学习了
解荆楚文化可以延续历史文脉。第二，湖北文化的一些
精神可以使我们增强文化的自信。第三，历史文化它本
来是一种资源，但是这种资源同时也是资本，不是说只
有金钱才是资本，我们可以在某一个景点、一个景区，深
挖它的历史文化资源，然后进行一些精心打造，变成一
个旅游的目的地，那么它同时可以取得两个效益。

首先我们看炎帝神农种植五谷。水稻是湖北发展的
一个重要项目，在宋代为了提高水稻的生产力，湖北鄂
州人发明了秧马，别看是一个小小的秧马，它使水稻的
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到后来明清时期有一句话叫“湖广
熟 天下足”，两湖地区湖北湖南的水稻成熟了，全中国
人民都不愁吃，这就是炎帝神农稻作文化的一种弘扬。
第二，炎帝神农发明了医药，荆楚地区的医药文化相对
发达，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是世界的医药百科全书。
第三，茶叶，湖北天门人陆羽的《茶经》是世界最早的一
部茶学著作，在这本书里面他写的第一句话就是：茶之
为饮，发乎神农氏。就是说茶作为一种饮品，最早是由神
农氏发明的。第四，贸易，据说炎帝神农日中为市，首创
贸易，那么湖北的商贸也是渊源有自。先秦时，楚国的商
贸是非常发达的，我们现在在曾楚墓里面发现的蜻蜓眼
琉璃珠，据专家考证，就是从地中海来的，他们都是在炎
帝神农根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罗运环：炎帝文化对湖北来讲在传说中是最早的，
荆楚文化、湖北文化离不开炎帝文化。第二，炎帝文化留
下来的宝贵遗产是我们打造旅游资源的宝贵资源，不仅
是随州的也是湖北的品牌文旅资源。

三、曾随文化，是周文化在南方的突出代表

黄尚明：文献记载有一个随国，但我们现在考古发
掘的文物上的铭文大多写的是曾国，这种矛盾，学者们
称之为曾随之谜。文献称随国，考古称曾国，其实都是一
个国家。现在称为曾随文化，把两个名词都包括进去。我
们过去只知道西周有个曾国，但是具体细节搞不清楚，
后来考古发现曾侯舆墓葬的编钟上明确记载，西周周成
王时期，分封姬姓贵族南宫适为首任曾国的封侯，爵位
很高叫曾侯，曾国是当时西周王朝分封在南方的一个地
位最高、实力最强、文明水平最高的诸侯国。曾国最大的
时候跨现在的随州、枣阳，西边应该要到襄阳的一部分，
北边要到新野的一部分，南边到大洪山以南的京山县，
东边跟安陆交界。曾随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它是周文化
在南方的代表。

四、寻根节，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民族文
化品牌

刘玉堂：寻根节有两个特点：第一点，它扩大了
影响的范围。原先的神农节就是县和乡镇的水平。知
道炎帝神农文化的范围也很小，基本随州市的范围，
甚至在全省知道的也不是很多。通过举办炎帝故里
寻根节，一届一届地举办，现在影响已经扩大到海内
外，整个东南亚，环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国和欧洲。第
二点，通过寻根节的举办，人们对炎帝神农文化有着
更深刻的认识。原来有人说炎帝神农故里在随州不
可能吧，陕西、山西、湖南，都说炎帝故里在它那。但
是后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编了一本书叫《炎黄汇
典》，里面说得比较清楚：湖北随州是炎帝神农故里，
山西的高平是炎帝神农庙，陕西的宝鸡是炎帝神农
祠，湖南的株洲是炎帝陵，所以通过举办这些活动，
加深人们对炎帝神农文化的理解，也加深对炎帝神
农故里的认知。

另外有一点，就是炎帝神农的精神更加深入人
心了。炎帝神农精神，除了我们刚才和几位聊到的，
还有一点就是炎帝神农以民为本，就是我们经常说
的民本意识。他处处想的是大众，文献上说他“身亲
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这种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

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罗运环：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就是展示和

宣传湖北形象的一个重要窗口。举办寻根节，把炎帝
故里的这个文化资源打造成世界性的文化品牌，不
仅对随州，而且对湖北文旅都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
子。它首先增强了民族复兴的凝聚力；第二点，增强
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第三点，激发现代人的创新性。

五、弘扬炎帝文化 传承炎帝精神

刘玉堂：现在湖北的文旅口号是“知音湖北、遇
见无处不在”。那么它最早的起源是什么呢？大家可
能都知道高山流水，高山流水用的是伯牙古琴，它象
征着追求一种和谐的境界，它的核心点是一把琴。事
实上，最早的琴叫神农琴。我们的文创、一些影视剧，
能不能从神农琴到伯牙琴，寻找他们之间有没有内
在的精神联系。我想应该有，就是和合的精神。另外，
炎帝神农发明了医药，我们的医药产业也可以深入
挖掘。有一部《神农本草经》，尽管不是炎帝神农写
的，但是它注名叫《神农本草经》，那肯定还是有点联
系。我们从《神农本草经》到《伤寒杂病论》，一直到李
时珍的《本草纲目》，能不能找一些渊源一些关系。还
有这个茶叶产业也是一样的。随州有一种茶叫神农
有机茶，神农在发明医药的同时发明了茶。茶现在是
世界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世界上可能饮用最广的
是茶叶，没有什么能超过它，就像世界上吃大米的人
数占 53%一样，都跟炎帝神农有关。

罗运环：我觉得我们可以进一步从炎帝文化的
内涵中提取一些符号，来把它运用到文创、经济开发
的品牌上。作为符号，这也是一个贡献、推广。

六、让以炎帝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浸润青少年心灵

刘玉堂：我想首先要编一些适合青少年读的著
作、书籍，理趣兼备，道理和趣味都有，雅俗共赏，文
字要雅点，关键要深入浅出、图文并茂，有更多的图，
有些实例，在图文互动间加深理解，小孩、哪怕是老
人也能看懂。第二，要有些有形的东西，不仅仅是文
字的东西。比如一些影视、一些舞台艺术乃至一些文
创作品，让青少年在观赏艺术作品的过程中，自觉不
自觉地受到炎帝神农文化的熏陶和浸润。第三，开展
研学游，让学生、青少年在游学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
炎帝身上的文化魅力。

黄尚明：我觉得，能不能在随州、在湖北的中小
学课堂里，把它开发成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了解炎
帝文化、曾随文化、荆楚文化，这些中华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这样的话，孩子从小就知道我们的历史是
很悠久的，我们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各地都在为中
华文化作贡献，要利用好课堂，让孩子能够了解我们
悠久的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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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神农的五弦琴蕴含着天地人
和的智慧

李幼平：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和大量的传
说里，都有炎帝神农制琴、练丝为弦的故事。
神农制琴，是早期中国音乐发展的一个很重
要的传说和见证。古琴的结构是天圆地方，它
所代表的一种天地人和的美好追求。

目前考古发掘的古琴，基本都在长江流
域中游地区，据初步统计至少一半以上正好
在随枣走廊。如 2016 年在湖北枣阳郭家店的
楚墓里头，发现了春秋早期距今 2700 多年的
十弦琴，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琴了。在曾
侯乙墓发现两张古琴，一张十弦琴，还有一张
五弦琴，与神农制琴传说契合，说明这个传说
有源可循，这种文化有根可追。我们学术界认
为这件琴是为编钟进行调律、定音的，为后世
的音乐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王清雷：其实在文献《世本》里，不仅有神
农作琴，也有神农作瑟的记载。《礼记》里有如
下记载“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
之乐也”。唐代的孔颖达认为，
伊耆氏就是神农。由此可知，炎
帝神农时期，不仅有弦乐器琴
瑟，还有打击乐器土鼓，还有吹
奏乐器苇龠，那个时候的音乐
水平其实已经很高了。

二、炎帝神农制琴促
进礼乐文化蓬勃发展

李幼平：神农斫琴制曲，很
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用于祭祀
活动。礼仪活动和礼乐活动是
我们中华民族很早的文化活动
内容，经过了夏、商、周尤其到西周早期，中国
就形成了完整的、完善的礼乐制度，这个礼乐
制度，不仅仅体现在考古发现的墓葬里或文
献记载里的九鼎八簋，还体现在与九鼎八簋
这些礼器相配合的金石之声、钟磬礼乐，以及
相应的八音之乐、六代乐舞等一系列礼乐礼
仪文化活动。我觉得，西周完善的礼乐制度为
当时先秦时期的中国社会奠定了重要的社会
基础，也为中华礼乐文明奠定了雄厚的文化
基础。

王清雷：中国的礼乐文化，经历了一个非
常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考古学家朱乃诚指
出，中华文明经历了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和
王国文明这三个发展阶段，中国的礼乐文化
在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在古
国文明和古王国文明阶段的墓葬里出土的乐
器，应该是作为一种神器或者法器来使用的，
与身份、地位、等级没有任何关系，这时候

“礼”处于初始阶段。王国文明阶段墓葬出土
的乐器，如土鼓、鼍鼓，不仅是一种神器法器，
而且成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山西襄汾陶
寺遗址出土的礼乐集群，说明礼乐制度在陶
寺文化早期已经形成，其后是夏礼、殷礼、周
礼。西周初期，周公制礼作乐，这时候中国的

礼乐文化走向成熟。

三、礼乐文化，中华文明的根基与灵魂

王巍：夏商王朝发明的青铜礼乐器，包括玉器，
在周围广阔的区域都有发现，这个不是靠军事实力
扩张，而是文化软实力的扩展。八千年前纯粹的响器，
后来逐渐成为礼器乐器，是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而
且延续不断，包括我们的祭炎帝，这些礼仪活动，就
是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的表达方式。
通过这些活动增加我们文化的感召力、凝聚力，扩大
我们的国际影响力。

李幼平：我们后来所说的乐器，早期是响器，
主要是营造氛围。伴随着礼乐制度的完善，一整套
的器物，如九鼎八簋青铜器、编钟编磬八音之器，
就具有礼器的功能。到西周、东周时，这些器物具
备了乐器的功能，不仅仅是一种威严的象征，为了
敬天敬地，而是在娱神的同时开始娱人了，具有这
个审美功能了，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的感召力、凝
聚力、向心力，这样的一种表现就是我们今天所说
的礼乐文明和礼乐文化。

我们几千年的历史，礼乐不断地与时俱进、不
断地在完善和发展，而完善和发展的核心是适合
当时的社会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我觉得
正是因为这样，才使我们的礼乐文明，有了前面所
说的内在动力，才有了这样一种凝聚力、向心力。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实际上就是一个和优秀
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这么一个历史时期。在这样一
个历史时期，我们有一系列的礼仪活动，可以说传
统礼仪活动、礼乐活动构成了我们今天社会建设
的核心和基础。我们祭炎帝，除了应该有祭祀炎帝
的礼仪外，还应该有与传统相结合的相应的音乐；
祭黄帝，应该有黄帝的祭祀音乐，就是说我们应该
把礼和乐有机地结合，更好地融合在一起，真正地
让礼序乾坤、乐合天地，才能使我们的礼乐文化，
在当今的社会、在当今的文化界中产生活力、产生
向前发展的动力。

四、曾侯乙编钟是最具代表性的青铜
乐器

王巍：其实人们是通过编钟这个响器、这个声
音，传递、寄托对美好的向往，这是一个具有中国
特色的表达方式。

李幼平：说到曾侯乙编钟，我觉得可以从几个
方面来考虑。第一点，我们的礼乐制度是在青铜时

代，这样一个客观的物质文明基础之上而形成。
编钟反映了当时的青铜冶金铸造技术，代表了当
时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或者说是社会物质文明
的一种表达方式，因为《礼记》记载，有九鼎八簋，
青铜的礼器、乐器就是编钟，而这样的编钟到目
前为止，最具代表性的是我们随州曾侯乙墓出土
的曾侯乙编钟。当时的随枣走廊是属于中原文化
和长江文化很重要的一个交汇地，具有编钟青铜
文化这样一种社会背景和物质条件，所以曾国、
在曾侯乙时代产生了这个很了不起的青铜乐器。
这 65 件编钟，不仅仅是冶金铸造青铜文化的表
率，还是无与伦比的文献档案；不仅仅属于我们
所说的一般青铜器的记忆，也是物质文明的记忆
和精神文明的记忆，还是文献的记忆和音响的记
忆。

五、讲好编钟故事 弘扬礼乐文化

王清雷：我们知道钢琴是西方乐器之王，那
么中国的乐器之王有的说是琵琶，有的说是古
筝，其实从礼乐文化的角度讲，编钟称为中国古

代乐器之王才是名副其实的。随州作
为炎帝的故乡，也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地，我们是不是可
以试点在一些中小学组建小型的金
石乐队，乐队配置可以初步设想为金
石乐器，有一套编钮钟、一套编磬，有
弦乐器，比方说瑟；有吹奏乐器，比方
说排箫、笙；有打击乐器，如鼓，再请
一些作曲家，创作若干首礼乐作品，
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比如说我们的开
学典礼、毕业典礼，或者一些重要的
礼宾场合来使用，把它普及到湖北
省，然后慢慢普及向全国，让中国的
每一个人能了解中国古代乐器之王

编钟，让很多人都会敲，我觉得这个对中国文化
的传承是最重要的。

王巍：我觉得要争取创造一批好的音乐作
品，比较简单的可以在学校普及下，不一定所有
学校普及，起码有些特色学校能够演奏，然后有
一些大型的、内容丰富的、水平高的，可以作为国
家或者地方院团的演出作品，能够传送开，我觉
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李幼平：如何去弘扬我们的礼乐文化？如何
去讲好我们的编钟故事？我觉得应该是立体的、
多渠道的。首先总体的原则来还是守正创新。守
正，讲清楚它是什么，然后去研究它为什么要做
这些。还有一个情况，我们要评价它怎么样，因为
我们要说清编钟为什么在礼乐文明中占据重要
位置，礼乐文明跟中华文明的关系是什么，中华
文明跟世界文化的关系是什么，就是讲它怎么
样，然后一定要落脚到怎么办？所谓怎么办，就是
说我们今天如何来创造性地转化、创新地发展
它，因此我们要有一批文创产品，要有精品创作
进行表演，除了在中国传播之外，还要走向国际，
让编钟不仅讲好古代的故事，还要讲好今天的故
事，讲好在全世界的故事，全域开花，展现编钟文
化、礼乐文明在当今社会、在当代中国特色物质
文化建设中的意义和价值。

一、炎帝精神核心特征：奉献、创
新、进取、实干

宫长为：要讲炎帝精神，很重要的一点先
要评价炎帝作了哪些贡献。我觉得有两点，一
是他在人类的社会生产上奠定一个农耕文明
的基础，他制造耒耜，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应
该说有创新精神，这是他为人类社会生产作
出的重大贡献。因为古代社会农耕文明，农业
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基础。二是炎帝的医学贡
献。我们讲炎帝尝百草疗疾，这个医学贡献关
系到我们人类自身生产繁衍问题，所以这个
贡献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这两方面的贡献，凸
显了两种精神，一个是创新精神，一个是奉献
精神，这两种精神，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
河中一直传承下来，比如大禹大公无私，传承
了炎帝精神，黄帝后来开创新国家，那也是传
承炎帝精神。

马平安：在农业产生之前，人是靠天吃
饭，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没有自主性和生存
权，更谈不上发展。自从炎帝开创了中华农业，
开创了人类的原始农业，人完全可以由被动的
生存方式变成一种自主的生产方式，所以这是
一种创新精神、创业精神。第二个是自强不息的
精神，这也代表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的人
可能走五里，有的人走十里，可能有的人时间上
慢、行动上笨，但能够像龟兔赛跑里的乌龟一样，
坚持走到终点，这种贵在坚持的精神与自强不
息是相联系的。第三个是奉献精神，是炎帝精神
中非常重要的内核，最主要体现在以民为本。神
农尝百草、发明农具教民植谷，一切都是为民众
着想，为他的部落群体着想，核心就是脚踏实地
的实干精神。炎帝精神包含的内容应很多，但核
心点就是这几个。

二、炎帝精神，中华文明的血脉基
因

宫长为：中华民族有一百万年人类史、一
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文明史。一万年文化
史，一般从伏羲讲起；五千年文明史，应该从
黄帝讲起，炎帝正好处在一万年的文化史、五
千年文明史中间。司马迁的《史记》开篇是《炎
黄》，讲阪泉之战 、涿鹿之战，炎帝处在一个
承前启后或者说继往开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节
点上。炎帝农业革命我们说距今万年，炎帝最

重要的一个贡献就是制作了耒耜，在今天看
来很小的一个进步，在历史上却是一个重大
突破。因为有了农业生产，人类才能定居；要
发展农业生产，生产工具、技术得跟上，产量
要上来，所以炎帝在文明史上的功劳非常大。
从今天来看，我们中华民族创造的悠久灿烂
文化，其根本点是立足于农耕文明基础上，而
炎帝在制作工具作出了卓越贡献，在中华民
族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去开发农业，
是非常重要的节点。所以我们评价一个人的
历史贡献，一定要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来看，
这样可能把握得更准确。可以说，在中华文脉
传承各方面，我们怎么评价炎帝都不为过。

马平安：我个人认为，“男耕女织，安土重
迁”是中华农业社会的一个核心标志，这个标
志、这个基因、这个血脉是从炎帝文化中形成
的。炎帝文化在农业社会过程中形成了三个
文明，第一是农耕文明，也是物质文明；第二
是精神文明，中华精神文明之源应该从炎帝
文化讲起；第三是政治文明，严格意义上讲，
中华的政治文明在炎帝时代已经出现。我们
现在常讲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其
实在炎帝时代都已经奠定了。

奉献精神，也是中华文化血脉中一种很重
要的基因。炎帝文化从一开始，讲修德、讲为族
人服务，强调道德法则，与西方社会一开始强调
丛林法则、掠夺法则、索取法则完全不同。这是
炎帝文化给人类立下的一个标尺，不让贪婪这
种劣根性任其发展，而是尽量将其关到笼子里、
关到内心，追求日日新、苟日新、再日新，这是中
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

三、推动炎帝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

宫长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结合，怎么结合？需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怎么创造性转化？我觉得这很重要的一
点就是你得继承。继承首先得有文化，应该做
到“四自”，得有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
立、文化自强。文化发展相当于学术发展，学
术发展有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学科体系三个
体系，文化自信像是学术体系，文化自觉像学
科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自信和自觉是
相辅相成的，有自信才有自觉，有了自觉才更
加自信。自信、自觉就形成一个文化自立，像

是话语体系，话语体系后会出现什么？就是我
们的文化自强。这些年，我也在思考怎么能把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于
随州来说，就要把马克思主义同炎帝文化相
结合，得落到实处。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
点，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文化，要找好转
化、发展的落脚点。我们当地文化是什么？省
从省的角度看 ，市从市的角度看，县村从县
村的角度看，要把当地文化找出来，把传统文
化的核心点找出来、去弘扬。

中华民族的文明路径与其他文明的路径
有所不同。比如古希腊罗马国家是经过家庭、
私有制、国家起源这么一个路径。中国古代国
家是在氏族组织没有解体的过程中，家国共
建国家，所以很强调家庭关系、血缘关系。《礼
记》上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
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它
强调人与人之间要讲亲亲、义要讲尊尊，所以
我们中华文化放眼世界有一种很重要的特
点，就是隆礼重法、明德慎罚，这是中华文化
核心点。首先要明德，德治法治怎么相辅相
成、做得好，得找好结合点。

马平安：奉献和创新，是建设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必备条件。炎帝文化中的奉献和创新，
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精神内核中的核心。我
们要把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跟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
互相契合、互相成就。

四、从炎帝精神中汲取强国复兴
奋进之力

马平安：炎帝文化博大精深，核心点之一
是奉献，为天下人谋幸福，强调社会责任。核
心点之二是创新，尤其在今天，一个民族、一
个国家没有创新，就可能衰败下去，甚至导致
灭亡，所以创新是个永恒的话题。

宫长为：梁启超给他孩子写的家书中说，
这世界的事情，不分大和小，你在你负责的范
围之内，你把你的事情做好，你就是一等一的
人物。我们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事实上就从我
们自身做起，从每个人做起，你把从事的事业
做好了，就是弘扬就是传承。我们改革开放四
十多年了，我们由“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后强调文
化自信，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过去讲“四个现
代化”，农业、工业、国防、科技四个现代化，后
又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由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由四个现代化
到五个现代化，最后概括起来就是二十大报
告中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的“构建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这是根
本点。所以我觉得，我们传承家风家教也好，
传承炎帝精神也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我
们自身做起。你要明白你处在什么时代，你的
使命是什么，怎样可以担当好？从优秀传统文
化中汲取强国复兴之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
子，这就是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
本点和根本目的！

一、神农氏是一个时代，炎帝是这个时
代的代表符号

马平安：神农氏，严格意义上说是个时代，炎帝
是神农氏时代氏族部落首领的一个代表或者称号。
现存的大量文献有明确指向，把神农氏作为一个历
史时代来看。例如《周易·糸辞》（下），把中国上古历
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庖牺氏时代，就
是伏羲氏时代；第二个时期就是神农氏时代；第三
个时期是黄帝、尧舜时代。文献也明确说，炎帝作为
一个氏族首领，他的功绩在于制作耒耜和开辟市
场，为发展经济作出贡献。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正
史《史记》里《五帝本纪》中，司马迁明确，神农氏世
衰，才有轩辕氏黄帝时代的到来，既是把神农氏作
为一个时代来看，也是把炎帝作为一个氏族首领的
代表性符号来看。

王巍：我也同意这个观点。简单来说神农，他应
该是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新石器时代中期的一个
时期，究竟距今多少年，我们一般认为距今六千年
左右。我们现在常说炎黄，炎黄实际是炎帝集团和
黄帝集团后来融合的。按照文献记载，基本炎帝的
兴盛在前，黄帝的兴盛在后，神农氏世衰，他的势力
衰落了，轩辕氏兴起了，他们有一个交替的过程。后
来，因为一系列争端发生战争，黄帝集团胜了，且两
者融为一体了，所以我们说炎黄炎黄。两种文明也
是在相互补充，两种文化相通融合，分布范围大体

上在黄河上中下游，影响范围长江上中下游，也许
往北，包括河套地区，是一个相当广阔的区域。

二、炎帝文化，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之
一

马平安：炎帝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有十分重
要的地位，也是中华根文化、源头文化的一个重要
部分。炎帝文化的核心特征，根据约定俗成的有八
个方面，就是八大功绩。现在所说的炎帝神农八大
功绩，实际是后人对神农氏时代人们的衣食住行、
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一个总体概括，发现、创造、
发明等伟大的成就，都归功炎帝神农这个传说人物
身上。

炎帝文化，从根本上来概括为四个字：奉献、创
造。第一炎帝文化给后世传送了开辟洪荒、自强不
息的精神，这种自强不息是这个特征最核心的部
分；第二厚德载物，具有包容一切的精神，包容精神
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特性；第三炎帝文化是以民为
本的一种文化，中国历史上“民为邦本”的政治理
念，后来的历代政治家提出的“治国理政以民为本”
理念，应该说是从炎帝文化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
后世的孔子提出了“大同世”，就是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老子庄子提出的“至德之世”，甚至法家提出的
最高的一种道治理想，跟炎帝文化、神农氏当时的
先民留下的这种文化结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王巍：讲到炎帝的八大功绩，我们前面也说了，
是把史前时期的一些重要的发明创造归结到这样
一个人物身上。其实按照现在的考古发现，在长江
中游，距今一万五六千年前就发明了陶器，也是世
界上我们中华先民最先发明了陶器。什么是陶器，
土和成泥，然后做成泥坯，烧制之后就成了陶器。再
比如房屋、农业的产生，是在一万年前左右，长江中
下游发明了水稻，然后由于有了农业，人们有了定
居的房屋。所以可以看到，这些比较早的史前时期
的发明，人们都归结在炎帝身上，实际上是那么一
个时代中华先民们一系列发明创造的一个总和。

我们也可以说，中华文明总是讲五大突出特
性，其实五大突出特性，在炎帝这个时代一定程度
上开始形成雏形，包括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等，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确实有很
多优秀的基因，在史前时期、在炎帝黄帝那个时代
已经孕育了。

三、曾侯乙编钟是中国礼乐文明的集
大成者

王巍：中国礼乐文化，或是礼乐文明的一个集

大成者，追根溯源最早是铜。先是在黄河中游出现
了铜铃，小的铃铛，然后到夏代铃铛变大了，到商代
出现了三件五件成音阶的铜乐器，到西周时期出现
甬钟编钟。然后西周王朝建立的礼乐文明，向周围
强烈地辐射，各个诸侯国，不管大国小国都纷纷效
仿，采用了西周的礼制。曾侯乙墓，应该是我们目前
能够见到的西周或者周代礼乐文明的一个最高峰
的代表。曾国按道理说，不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如果
是楚国，应该有更盛大的礼乐文明见证，但恰恰是
曾侯乙墓的发现，让我们了解到西周礼乐文明达到
的顶峰状态。最近，曾侯乙编钟在申请人类记忆遗
产、世界记忆遗产，这个应该很有可能申遗成功，国
内国外凡是能够听到编钟乐声，都会为之震撼。

四、神农的音乐是沟通天地人

马平安：神农氏时代的礼乐文化，和后来夏商
周时代的礼乐文化，从内涵和外延上有很大的差
别。夏商周时代，尤其是以周代创造的礼乐文明，主
要是政治上强调一种秩序，社会上强调一种等级，
以政治核心为特征，以社会稳定为特征。但是神农
氏时代创造的这个礼乐，神农发明的琴、作的瑟，就
是要实现天人合一，沟通天地人，在天地人之间架
起一个桥梁，用音乐架起一个桥梁。

五、寻根节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王巍：随州寻根节，对于我们文化的传承具有

重要的、非常深远的意义。我每次参加，都觉得非常
震撼，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来自于全世界的华人
代表，能到随州祭拜炎帝，是一次很难得的心灵交
流和沟通的机会。我觉得，寻根节确实是一个联系
全世界华人的纽带，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尽管每次寻根节要花大量的精力，但是
还是非常值得。我很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的民众
包括年轻人对此也非常感兴趣，然后得到洗礼。可
以说，寻根节是全世界华人的一个节日，让人心灵
得到净化和升华。

随州寻根节是一种中华文化坚守，我们有自己
的独特传统、自己的人文始祖，然后有自己的信仰、
自己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对会增强文化
自信。

马平安：随州寻根节本身就是一种回归故乡，
心灵上的回归故乡；文化上的寻根，文化上的回归
故乡。党中央提出，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炎
黄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全球华人的共同祖
先，这是没有任何分歧的一个文化符号。随州寻根
节本身就是在宣传弘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或者
说在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到底如何做？不是在书斋里、教室里，也
不是在书本里，恰恰是在这种实践中，是文化寻根
的一种文化实践。我个人还觉得，寻根节从某种层
面上讲，也是我们增强文化自信的一个途径。

六、寻根节走向世界是一种必然

马平安：炎帝神农文化，不但是中国的，还是世
界的；不但是中华民族的，也是全人类的。炎帝文化
有很多普世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随州寻根
节走向世界，是一种必然。

王巍：为什么随州的寻根节，具有国际影响，那
是因为有炎帝神农，是因为炎帝在中华民族，在中
华炎黄子孙或者全世界华人心中有重要地位，我觉
得这是最关键的。通过寻根节的举办让影响越来越
大，让越来越多的华人，乃至世界其他民族、其他国
家的人知道有这么一个人文始祖，这个人文始祖有
这么多的发明创造，这些发明创造对人类文明产生
了重大影响。比如稻作的发明，不仅仅是湖北和中
国，全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人现在都吃水稻；比如
陶瓷，正因为一万多年前我们发明陶器，才有了四
千年前初期的瓷器，后来才有了汉唐精美的瓷器；
比如丝绸，正是有了麻的纺织，后来发明了丝绸，所
以这些发明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贡献的源头之一
起码是在炎帝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