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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2016年首届信阳根亲文化论坛

圆满成功

同根相连 同心圆梦

———2016年首届信阳根亲文化论坛专家学者发言摘要

谷建全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主任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出

之后， 全国各地都在认真研究
如何融入“一带一路”战略。作
为一个区域， 要融入“一带一
路”战略，首先要研究自己的比
较优势， 也就是要研究自己的
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环境
等，找准融入“一带一路”战略
的切入点、突破点和结合点。

对于信阳来讲，要融入“一
带一路”战略，首先要认清信阳
市的比较优势， 要结合信阳市

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找准融入“一带一路”的切入点和突破点。第一是
加强招商引资要与融入“一带一路”有机结合起来。就信阳的具体情况来
说，在招商引资方面有很多独特的优势。第二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要与
融入“一带一路”有机结合起来。第三是培育特色经济要与融入“一带一
路”有机结合起来。信阳在特色经济发展方面独树一帜，比如茶叶、山林
经济、绿色经济等。“一带一路”可以为特色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提供更高的平台。第四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要与融入“一带一路”有机结
合起来。

王大良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研处

主任、教授
提高对根亲文化重要性的

认识。 要对广大群众进行饮水
思源、爱国爱家乡教育，吸引投
资和发展旅游业， 从而服务当
地经济文化建设。

加强根亲文化的系统深入
研究。 利用根亲文化与海外各
地华人之间的感情联络， 调动
他们归乡祭祖和投资建设的积
极性。同时，要做好对本地寻根
景点的维护建设， 优化寻根环
境和设施，让人来了有根可寻、

有祖可祭，有环境可投资，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

要团结协作，共同发展。要坚持不懈做长远打算。在研究和开发根亲
文化的过程中， 要将根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纳入到长期发展战略中，

制订长远的规划。同时要采用分期滚动开发方式，坚持“政府引导、市场
运作”，对开发利用项目进行滚动开发，边开发、边利用、边完善。还要处
理好开发和保护、文化利用和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关系，做到开发利用不
忘保护，对于暂时不具备开发利用条件的文化资源进行保护，切忌搞低
水平开发，使资源遭到破坏。要坚持尊重事实的科学态度。

王震邦
台湾朝阳大学通识中心

副教授
两岸共同拥有民间信仰及

记忆，其所构建的文化纽带，更
是维系两岸和平发展的柱石，

理应从各方面寻求民间的交流
合作。两岸同胞若能在“一带一
路”的路径上取得交流合作，必
能扩大并加深两岸民间互动，

并有利于共同参与推动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 有利于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

“一带一路”的海上丝绸之
路由于南海最近并不平静，中

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如何从“一带一路”中体现出来并取得海上丝绸之路
的丰硕成果，当然值得关切和注意。

“一带一路”较偏重经济面和经贸战略布局，台商必然会主动寻求商
机，然而就台湾人民以及民间社会的自觉而言，人文面的参与应有不同
的机遇。

逐利是市场经济的投资常态，台商也不例外。此时台湾民间在两岸
和“一带一路”之间，显然可以就民间信仰的文化纽带扮演积极的角色，就
中国和平崛起和“一带一路”的正面效应，澄清南海风云的本质和由来。

汤漳平
闽南师范大学闽南文化

研究院教授
据不完全统计， 闽南族群

在全球约有八千万人。 他们的
祖先都来自中原， 主要是今日
的豫南信阳地区。

明清时期是闽南人海洋意
识成熟的高峰时期。

闽南人海洋意识的形成，

正是闽南族群自中原移徙闽南
之后，在长期和海洋的接触中，

逐步认识了海洋的生存之道，

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步形成了开
放的意识与积极进取的开拓精

神，支撑并加强了这种意识和力量。

在明代的闽南人中， 有两位我特别感兴趣的与海洋相关的人物，一
位是明代中期的抗倭名将俞大猷， 一位是明末抗清并收复台湾的郑成
功。他们有牢固不渝的中华文化信念与强烈的民族意识。

真正体现闽南文化中的海洋文化特色，应是从唐宋时代始，至元代大盛
（以泉州港的东方大港地位为标志）。而明清则是其海洋意识的自觉期、播迁
期与扩展期。闽南文化走向海洋，同时以河洛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随着远
航的风帆和过番人的脚步走向世界，这个过程至今依然在持续中。

袁义达
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主任
世间万事万物总有个根。

根者，产生之根源也。姓氏作为
文化也必有其产生的根源，寻
找这个根源，其意义重大。

姓氏是根亲血脉的胎记。

今天我们说的通过各种姓氏文
化寻根， 包括家谱中开基祖以
前记载的， 对历史上每一种姓
氏的共同老祖宗的追溯， 应是
一种文化寻根。 姓氏是家谱的
根本， 也就是根亲血脉的“胎
记”，是一种重要的国情资源。

中国家谱最早的记录实物与文字是同时出现的。中国有文字记载
的历史已有

3600

年， 从甲骨文开始就有了家谱的真实记录和家谱实
物。

移民是根亲繁延的趋势。在中国，大规模移民形成主要有两个类型：

躲避自然灾难和政权更迭导致的战乱。中原，尤其是信阳地区与海外华
人是有密切关系的。当今世界上的华侨大约有

7000

万人之多，这是一个
重要的潜在资源和人才储备库。中华民族

5000

年历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
万姓的血缘史和移民史。有了研究，就会重视。有了认识，就会珍惜。

廖俊杰
台湾中华河洛暨开漳圣王
文化研究会理事长
从“五缘”文化说起，归纳

起来， 能特别凸显两岸紧密关
系的，就属血缘、文缘了。

早期的台湾移民社会，基
本上都是以务农为生的底层民
众，以男性为主，并不是经济情
况较佳的中上阶层， 也没有受
过很多的教育， 甚至大多数都
是文盲， 许多人携带了家乡信
仰神明的泥塑神像或香灰来到
台湾。生活安定之后，他们就为
神明或香灰找到更理想的地方

盖起庙来供奉祭祀，然后与当地土著，亦就是平埔族通婚传宗接代，传承
了一样的生活方式和姓氏。这样的生活方式，就是台湾的主流社会的生
活方式，也就是以中华文化为基底的文化传承过程，也是完完整整的中
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整体呈现。

孔子拥有少数民族后代，说明了文化及姓氏传承的重要性。台湾很
好地保留和传承了中华文化，就是因为中华文化的生活方式、信仰、姓氏
这三根柱石。要复兴中华民族，促进两岸的和平发展，必须在中华文化与
信仰、姓氏传承上再加着力。

张占仓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
积极推动陆上“丝绸之路”

中欧班列（郑州）持续发展；进
一步加快空中“丝绸之路”郑
州
-

卢森堡等货运航线建设；全
面推进网上“丝绸之路” 中国
（郑州）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
区建设； 科学推进集海陆空运
输网为一体的立体“丝绸之路”

建设。

结合信阳情况， 中国的资
金可以走出去，国外的资金、技
术、人才可以引进来，在这样的
交流融合、 互联互通中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战略，靠
13

亿中国人共同努
力实现。不管是信阳市，还是省内其他地方，只要有资金、技术和人才的
流动，都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战略实现。目前河南省正在实施陆上“丝绸
之路”、空中“丝绸之路”、网上“丝绸之路”，打造陆海空一体化的立体“丝
绸之路”，在全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走在了前列。信阳市过去就是
“丝绸之路”货运带的重要参与者和重要节点城市，在“一带一路”战略实
施中，信阳市可以发挥青山绿水优势，在推动信阳企业走出去，引进国外
资金、技术、人才上起到巨大作用。

尹全海
信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院长

河南省台湾研究会秘书长
“闽祖光州固始”，作为中

国移民上著名的移民传说，与
“八姓入闽”一样，主要流传于
豫、闽、台两岸三地民间世代相
传的口传资料， 以及民间修撰
的族谱家乘和地方志书中，闽南
地区尤为盛行。古今闽籍学者对
“闽祖光州固始”的引用、发挥、

诠释或误解，如“永嘉之固始”与
“光启之固始”“闽祖光州， 相传
之缪也”“闽祖光州，并非相传之
缪也”“闽祖光州， 相传之缪也，

盖亦有之，而未必尽其然也”，均可理解为“闽祖光州固始”在传播过程中，

转换而成的他意；在传播过程中转换而成的他意与郑樵本意之间，为源流、

本末关系，绝非空穴来风。无论是重拾方郑樵、方大琮、黄仲昭等宋明学人
对“光州固始”历史记忆的朱维、陈支平、杨际平、谢重光等，还是接续自
明代学者洪受以来对“闽祖光州固始”多元诠释的汪毅夫、徐晓望、汤漳平
等，在中华文化认同的总目标上趋于一致，“光州固始”现象成为中华文化
认同的模式之一，则是当今闽籍学者在强烈的问题意识支持下，对“闽祖
光州固始”的重新诠释，我们称之为“闽祖光州固始”的今意。

编后语：

专家指出，信阳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要认清比较优
势，结合实际找准融入的切入点和突破口，深入挖掘根亲文
化资源，借助中欧班列、空中“丝绸之路”货运航线、网上丝绸
之路跨境电商建设和海陆空运输网为一体的立体“丝绸之
路”建设，加强招商引资和基础建设，培育特色经济、物流经
济等经济新形态，发展劳务经济、文化旅游业，促进经济转型
和教育科技文化发展。

专家指出，信阳地区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移民点之
一，闽台祖先都来自中原，主要是今日的豫南信阳地区。闽
台和信阳所构建的文化纽带， 是维系两岸和平发展的柱石。

闽台与信阳理应共同参与“一带一路”战略构建，加强交流合
作，实现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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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伙伴
河南金凤凰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HENAN GOLD PHOENIX DECORATION CO..LTD

著名商标

与高品质同行 品味豪门珍藏

红酒 茶叶 珠宝 化妆品等

信阳市潢川商会

罗山县灵山茶业

有限责任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