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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的阻隔下已经有一段时日

未能回到炎帝陵来祭拜神农炎帝老爷

子了，衷心感谢这次活动举办单位的

所有人员，让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所

有的宫庙的代表能够回到湖南、回到

炎帝陵、回到炎帝神农氏老祖宗的怀

抱，让我们内心充满诚挚的感恩和期

待。炎帝神农氏创造了华夏文化、奠定

了中华文化的基石、展开了五千多年

中华文明蓬勃发展的序幕。希望以此

次活动为契机，两岸同胞能够加深相

互理解、增进互相认同，手牵手、心连

心，共同为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而努力，进一步推动两岸文化交

流与双向发展。

——台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理
事长李火炎

我曾在 2015年、2019年参加过拜谒

炎帝陵活动。这次有幸参加 2023年炎帝

陵拜谒仪式，感到十分荣幸。拜谒仪式非

常隆重，仪式感非常强，活动全程肃穆庄

严。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祭

祀祖先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台湾妇女联合会林蕙芬

我们朝天五谷宫这次来了大约 200

人，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文化相同，情感

认同度也高。来到湖南株洲炎陵，觉得

很温馨。相信中华民族会越来越强大。

——美浓朝天五谷宫总干事、协进
会理事黄肇华

我们两岸是“一家亲”，我们是一家

人，我们的心都是炎黄子孙（的心）。

——台湾苗栗五谷宫主任委员、协
进会副理事长赖桂煖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胡文洁 整理）

9 月 23 日 ，2023（癸
卯）年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
化交流大会在湖南省株洲市
炎陵县举行，两岸嘉宾共
800余人共同拜谒炎帝陵，
开展炎帝神农文化研讨、文
艺交流展演等，共同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次交流大会由国务院
台湾事务办公室、湖南省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省台办、省
文旅厅、株洲市政府共同承
办，以“文化同根同源 中华
同心同梦”为主题，是过去连
续多年举办“海峡两岸炎帝
神农文化祭”活动的丰富和
创新。

活动有哪些精彩瞬间、
取得了哪些成效、与会人员
尤其是参会台胞反响如何？
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胡文洁

9 月 23 日 9 时 09 分，炎帝陵拜谒仪式正

式开始，全体肃立，击鼓九通，鸣金九响，鸣

炮奏乐。随后，两岸同胞共同向中华民族始

祖炎帝神农氏敬献供品、敬香、敬献花篮，共

同行三鞠躬礼。最后，在庄严的音乐声中，仪

式圆满礼成。

随后举行的交流大会开幕式上，除了嘉

宾致辞，还举行了赠/授牌活动，台湾中华神

农大帝协进会向炎帝陵祖庙敬赠“帝泽天

下”牌匾，湖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为台

湾中华神农大帝协进会颁授“海峡两岸炎帝

神农文化交流大会台湾总召”牌匾。两岸互

相赠授牌匾，彰显了浓厚的一家亲氛围。

文化研讨会上，6 位两岸专家学者齐聚

一堂，共同参与两岸文化交流，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交流大会期间还举行了以

“同根·同源”为主题的交流文艺展演。

株洲炎帝陵是中华人文始祖炎帝神农

氏的陵寝地，每年吸引大量来自台湾的炎

帝神农信众跨越海峡来祭祖。此次交流大

会将拜谒炎帝陵与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

研讨、文艺展演交流等活动紧密结合起来，

对于加强两岸文化交流合作，打造两岸交

流精品项目和平台，积极推动两岸同胞携

手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同胞心灵契合等具

有重要意义。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郭亮

9 月 23 日下午，2023（癸卯）年海峡两岸

炎帝神农文化交流大会研讨会在炎陵举行，

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围绕炎帝神农信

仰和炎帝神农文化进行深入探讨交流，进一

步弘扬炎帝精神，凝聚两岸共识。

研讨会现场，来自海峡两岸的六位专家

学者从自身研究方向出发，分别带来“炎帝

神农氏与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形成”“祭祀神

农炎帝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启示”“炎帝文化

与中华文明”“炎帝信仰的民族史背景”“炎

帝神农文化的创意表达与创新传播”“炎帝

神农氏文化在台发展与两岸交流”的主题演

讲，与到场数百名听众分享有关炎帝神农文

化的种种。

专家们表示，炎帝神农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源头和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华民族最

根本的精神基因，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

的包容性。千百年来，神农炎帝鏖战洪荒的

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创新精神、

厚德载物的民族团结精神、为民造福的敬业

奉献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披荆

斩棘、破浪前行。

郑佳明：
炎帝神农氏是农耕文明的开创者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郑佳

明表示，炎帝神农氏是全球华人公认的华夏

民族始祖，其所生活的时代，是人类社会文

明初创的时代，其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有

“八大功绩”之说。

“慨而言之，炎帝神农氏首要或者说最

大的功绩是带领人们发明了农耕，开启了中

国农耕文明的伟大进程。”郑佳明表示，远古

时代，先民在炎帝神农氏的带领下，脱离饥

寒交迫、无医无药、颠沛流离的日子，过上有

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并且还能逛市场、听

音乐、唱丰年的日子，“这是一个从野蛮走向

文明的历史性转变过程。”

林安梧：
传承文化共同体

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交流协会理事

林安梧认为，我们称自己为炎黄子孙，更多

是从文化、信仰的角度去理解，“这种理解，

是文化意义上的、文明意义上的认同。”

林安梧表示，当我们讲“神农氏”“有巢

氏”等的时候，并不只是讲单纯的历史人物，

而是讲一个时代的精神和文化。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我们祭祀神农炎帝，是对我们的精

神、文化以及对我们生命最本源的尊崇。

“中华民族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我们的

责任是在‘承天命、继道统、立人伦、传斯文’

中，将中华文明不断推向前进。”林安梧说。

马平安：
炎黄时代的文明飞跃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马平

安认为，炎帝神农氏是以一个敦厚朴实、辛勤

探索、为民无私奉献的圣者的形象而深入人

心的。炎帝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

马平安认为，炎帝神农氏和其所带领的

炎帝氏族，在长期的劳动生产实践中，创造

了比较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成了

不畏困难的艰苦奋斗精神、敢为人先的开拓

创新精神、厚德载物的团结合作精神、追求

中和的天人和谐精神、自强不息的民族进取

精神以及为民造福的无私奉献精神等，这一

切，都为炎黄时代中华文明的初次飞跃奠定

了基础，开启了中华文明的曙光，成了中华

文明的源头。

管志明：
在日常生活中感悟炎帝精神

中华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交流协会

理事管志明认为，炎帝神农氏的功绩大多与

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他为了人类进

步作出了巨大的个人牺牲，现代人要更多从

生活寻常细节中去感悟炎帝神农氏的伟大

功绩以及炎帝神农文化的博大精深。

管志明表示，炎帝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

的重要组成部分，敬仰、拜谒炎帝神农氏，就

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与继承。

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有责任与义务将炎帝神

农文化宣传好、弘扬好。

璩毅：
为炎帝文化插上IP翅膀

湖南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董事长璩毅认

为，炎帝神农文化，寓意深刻，价值深远，意

义重大，如果能插上 IP 的翅膀，将进一步得

到提升与认同。

他介绍，近年来，围绕炎帝神农文化，其

团队策划了中华炎帝神农文化创新创意大

赛，收到来自全球的参赛作品 5286 件；制作

了《炎帝新说》趣味故事性短视频，以短、快、

活、新、趣的传播形式，多角度、全方位、立体

式宣传炎帝文化；举办了两岸中华炎帝神农

文化创新创意大赛研讨交流会，均取得良好

效果。

“实践充分证明，炎帝神农文化 IP 打造

大有可为、大有作为。”璩毅说。

卢仕融：
炎帝神农信仰基础广泛

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交流协会秘书

长卢仕融介绍，根据自己长期的田野调查，

无论从宫庙数量还是从炎帝称呼上看，炎帝

神农信仰在台湾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卢仕融介绍，据不完全统计，炎帝神农

氏在台湾拥有多种别称，如：炎帝、神农大

帝、神农圣帝、神农帝君、五榖王、开天仙帝

等十余种尊称。多元的称呼，代表炎帝神农

信仰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

卢仕融表示，炎帝神农文化是两岸文化

交往交融的最好载体。期待未来两岸能够进

一步携手与共，共同把炎帝神农文化弘扬

好、创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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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学者深入探讨神农文化

回到炎帝老祖宗怀抱倍感温暖

一场两岸文化交流盛事
胡文洁

2023（癸卯）年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交流大会，创新地将拜谒仪式、文化研

讨、文艺汇演等结合起来，参与人数多、交流活动多、人员往来多，活动效果好，堪

称一场两岸文化交流的盛事。

炎帝神农氏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安厝于今炎陵县鹿原陂。数千年来，炎

帝始终活在海内外炎黄子孙心中，俎豆馨香，延绵不绝。近年来，炎帝文化内涵不

断丰富和升华，其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坚韧不拔的开拓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

精神、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日益焕发出新的时代生机。

慎终追远、敬宗睦族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炎帝作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之

一，深受两岸同胞共同推崇和敬仰，成为连接两岸同胞的重要精神纽带。神农福

地寻根谒祖，承载着古今中外一代代炎黄子孙的血脉情结与文化信仰，是中华民

族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精神的重要源泉。

作为炎帝陵寝所在地，近年来，株洲持续挖掘炎帝文化内涵，发挥炎帝陵重

要平台作用，在弘扬炎帝神农文化、促进两岸深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此次交流大会为新起点，我们定将进一步在株打响“中华始祖炎帝”品牌，为促

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神农福地，迎来两岸交流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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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帝陵拜谒仪式现场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翔 刘震 摄

研讨会专家发言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易翔 刘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