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第1版）
中 华 民 族 人 文 始

祖 神 农 炎 帝 在 高 平 羊
头 山 一 带 种 五 谷 、 教
稼 穑 、 尝 百 草 、 疗 民
疾 ， 开 华 夏 农 耕 文 明
之 先 河 ， 启 中 华 医 药
文明之先声。

“ 在 海 外 ， 我
们 要 当 好 民 间 使 者 ，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 山 西
故 事 、 晋 城 故 事 ， 宣
传 好 炎 帝 文 化 。 ” 这
是 挪 威 广 东 商 会 会 长
李 祯 杰 第 三 次 来 山 西
高 平 寻 根 问 祖 。 他 认
为 ， 高 平 每 年 举 行 的
神 农 炎 帝 故 里 民 间 拜
祖 典 礼 ， 已 成 为 增 进
两 岸 同 胞 、 海 外 侨 胞
文 化 认 同 和 交 流 合 作
的重要平台。

在 “ 炎 帝 陵 ”
前 ， 大 家 同 拜 人 文 始
祖 ， 缅 怀 始 祖 功 德 。
神 农 炎 帝 对 中 华 和 世
界 文 明 作 出 了 巨 大 的

贡 献 ， 是 华 夏 农 业 文
明 和 医 药 文 明 的 奠 基
者 。 美 国 韦 伯 州 立 大
学 终 身 教 授 乐 桃 文 表
示 ， “ 中 华 民 族 是 我
们 的 根 ， 中 华 文 化 是
我 们 的 魂 。 作 为 炎 黄
子 孙 ， 我 们 要 传 承 炎
帝 精 神 ， 弘 扬 中 华 文
化。”

美 国 盐 湖 城 华 助
中 心 副 理 事 长 兼 主 任
万 乐 介 绍 ， 与 高 平 的
缘 分 起 源 于 双 方 此 前
联 合 开 展 “ 中 国 寻 根

之 旅 ” 夏 令 营 活 动 ，
对 山 西 的 历 史 文 化 有
了 更 多 了 解 。 “ 作
为 旅 居 海 外 的 侨 胞 ，
我 们 有 一 种 使 命 感 ，
弘 扬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英 国 侨 眷 、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新 华 区 侨
联 主 席 杜 立 周 此 行 除
了 寻 根 问 祖 ， 还 以 一
名 中 医 药 人 的 身 份 与
高 平 达 成 共 同 发 起 太
行 山 道 地 药 材 产 业 发
展 联 盟 的 意 向 。 “ 炎

帝 遍 尝 百 草 ， 发 明 医
药 。 我 们 希 望 ‘ 以 侨
为 媒 ’ ， 加 强 与 ‘ 炎
帝 故 里 ’ 高 平 的 互 动
交 流 ， 共 同 发 扬 传 承
中医药文化。”

“ 丝 绸 文 明 的
根 ， 源 自 农 耕 文 明 。
潞 绸 ， 因 潞 安 府 而 得
名 ， 是 中 国 三 大 名 绸
之 一 。 潞 绸 织 造 技 艺
于2014年入选‘国家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 名
录 。 ” 在 高 平 潞 绸 文
化 产 业 园 ， 侨 胞 们 听

着 讲 解 员 介 绍 潞 绸 的
发 展 历 史 和 潞 绸 织 造
技 艺 ， 了 解 源 远 流 长
的中国丝绸文化。

近 年 来 ， 高 平 深
入 挖 掘 、 传 承 和 弘 扬
炎 帝 文 化 ， 已 连 续 成
功 举 办 八 届 海 峡 两 岸
同 胞 神 农 炎 帝 故 里 民
间 拜 祖 典 礼 。 截 至 目
前 ， 当 地 已 累 计 吸 引
上万名台湾同胞、50余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上 千
名 海 外 侨 胞 前 来 寻 根
问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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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内外侨胞“炎帝故里”寻根：海内外侨胞“炎帝故里”寻根：
弘扬炎帝文化(下)弘扬炎帝文化(下)

海内外侨胞在高平“炎帝陵”。　杨
杰英 摄

齐鲁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如何相蕴相生？(上)齐鲁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如何相蕴相生？(上)
山东自古为齐鲁

之 邦 ， 礼 教 之 乡 ，
具 有 深 厚 的 儒 学 文
化传统，同时也是“
伊儒会通”的重要实
践地。回顾历史上系
统阐发“伊儒会通”
思想的著作家群体，
诸如王岱舆、刘智、
金天柱、唐传猷等代
表 性 人 物 ， 都 不 约
而同、切中肯綮地标
榜齐鲁文化和孔子儒

学。
如何看待齐鲁文

化与伊斯兰文化相蕴
相生的历史规律？其
对新时代的“伊儒会
通”实践有何启示？
近日，就此话题，“
道中华”专访了孔子
研 究 院 研 究 员 齐 金
江。

记者：在“伊儒
会 通 ” 的 历 史 视 角
下 ， “ 山 东 学 派 ”

与陕西学派、金陵学
派、云南学派相比有
着怎样的特色？

齐金江：伊儒会
通作为中国思想文化
发 展 史 上 的 重 大 标
志，在文化交流融通
中承担了重要任务、
扮演了重要角色，成
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
重要标识。

伊儒会通即伊斯
兰教与儒家文化的融

会贯通，其范围涵盖
了思想理念和日常生
活的方方面面，其内
涵包括了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方法
论等诸多层次。

“山东学派”的
早期称谓可以追溯到
明 末 清 初 的 初 创 时
期。当时，常志美、
李永寿等在运河之畔
东大寺、西大寺开展
经堂教育，自称“济

水义学”，简称“济
学”。“山东学派”
泛指这一思想流派，
汇聚伊斯兰文化与先
秦儒学、宋明理学、
陆王心学等学说于一
体。

山 东 是 孔 子 故
里、儒家文化的发源
地，“山东学派”的
儒家文化底色，使之
与陕西学派、金陵学
派、云南学派等

海内外侨胞参访“炎帝故里”山西高
平，感受炎帝文化。　郝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