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陽代市長李
柳身（左三）和
海外華文傳媒合
作組織理事長、
本報董事總經理
歐陽曉晴（左二）
及華媒老總。

香港文匯報
記者楊生華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程相逢、戚紅麗、劉蕊 洛陽報道）11月22

日至23日，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理事長、本報董事總經理歐陽曉

晴率「2011海外媒體高層採訪團」前往世界文化遺產殷墟所在地的

河南安陽，龍門石窟所在地的洛陽進行參觀訪問，並參加了洛陽市

情推介會。華文傳媒成員表示，中國的經濟社會變化是目前海外報

紙上最受歡迎的故事之一，他們期待海外華文合作組織能有更多的

活動，能讓他們實地訪問社區的百姓真實生活。

新聞專題責任編輯：趙依寧

百姓故事最受華人讀者歡迎

A22 責任編輯：趙依寧 2011年11月24日(星期四)

海外華媒訪世遺地河南安陽
參觀13朝古都洛陽 交流傳承中華文化

■洛陽牡丹名滿天下，每年四月都有無數中外遊客前
來賞花。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

訊 （記者 戚紅

麗、劉蕊、朱

娟，實習記者

王 露 洛 陽 報

導）23日，河
南省洛陽市向
「2011海外媒體
高層採訪團」
進 行 市 情 推
介。洛陽市代
市長李柳身向
海外華文傳媒

合作組織成員詳細介紹了洛陽的基本市情，
並邀請成員媒體明年4月能再來洛陽，參加
第30屆中國洛陽牡丹文化節。他並指，海外
華文媒體在國際舞台上發揮㠥越來越重要的
作用，特別在傳承中華文明、密切海外華人
與祖國的聯繫方面優勢十分突出。他希望海
外華媒能搭建洛陽與世界溝通交流的橋樑。

具現代化旅遊工業優勢
李柳身介紹，洛陽是一座歷史文化聖城，

這裡開啟了第一扇華夏文明之門。被譽為
「萬典之祖」的河圖洛書是中華民族文明的
源頭與核心。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是
最早意義上的「中國」、中華文明的原點。
洛陽還是全球1億客家人的祖籍地，中國
70%的宗族大姓起源於此。此外這裡還是13
個王朝的帝宅之鄉，具有巨大的旅遊文化推
廣潛力。
洛陽不僅歷史文化資源豐富，更是一座資

源豐富的現代化工業城市。李柳身指，洛陽鉬礦存儲量
居全國首位，為世界三大鉬礦之一；黃金產量居全國第
三位；水資源總量28億立方米，是北方地區少有的富水
城市。李柳身稱，洛陽是國家重要的科技研發基地，在
新材料、航空航天、電子資訊、機電一體化等高科技領
域位於全國先進水準，一大批科技成果在三峽工程、西
氣東輸、載人航天等國家重大工程中得到應用。

中 國 新 聞
C H I N A  N E W S

安陽市委常委、宣傳部長、統戰部長
常保利，對「2011海外媒體高層採訪團」
到訪表示熱烈歡迎。常保利介紹說，安
陽是中國八大古都之一、國家歷史文化
名城，是甲骨文的故鄉，《周易》的發
源地、世界文化遺產殷墟所在地，中華
民族最早使用的文字甲骨文、世界上已
發掘的最大的青銅器司母戊鼎在安陽出
土，安陽並有中國唯一的中國文字博物
館。

印尼華媒積極推廣中文
印尼《國際日報》總編輯李卓輝表

示，印尼因為1966年的政變，當地華人
被禁止使用中文長達35年，直到2000年
才恢復中文的使用，很多華人脫離中國
語言及文字太久，當下海外華文媒體有
義務及責任向海外華人傳播中國語言文
字文化，延續中國語言文字在海外的傳

承。

航空運動場全國最大
常保利部長特別推介說，安陽具有

全國獨有的航空運動資源，擁有4,200
平方公里的3,000米以下的低空開放空
域，安陽航空運動學校是全國規模最
大的航空運動中心，林慮山國際滑翔
基地是世界一流、亞洲第一的滑翔基
地。安陽上下正在將安陽打造成中國
航空運動之都，成為中原經濟區乃至
全國通用航空與低空經濟發展的試驗
區。
常保利提請海外華人媒體關注和支持

安陽「三陽開泰」旅遊發展戰略、殷墟
大遺址公園、航空運動之都建設等工
作。安陽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冀曉東，河
南省商務廳國際經貿關係處處長王智航
等參與了採訪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2011年
會暨海外華文媒體給力中原經濟區建設研討會
（第七屆香港文匯報國際合作研討會）24日圓滿
結束。華文傳媒老總們對此次年會收穫和今後海
外華文合作組織發展話題紛紛熱情表達感想。
美洲商報行政總裁何國禮表示，海外華人想知

道中華文化，但更有興趣知道中國的經濟變化，
也很有興趣想知道中國內地百姓的真實生活。環
球商系傳媒中心總編輯張新峰表示，海外讀者渴
望全方位了解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尤其對中國
經濟發展動向更關注，今後海外華文合作組織可
以組織多一些中國內地的實地採訪活動，同時一
些活動可走出國門，在當地擴大影響，現在合作
組織也需要思考如何去影響當地的主流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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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華文傳媒合作組織成員在龍門石窟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生華 攝

■在安陽殷墟參觀時，加拿
大商報社長門宗偉找到「門」
姓的甲骨文，興奮留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生華 攝

■洛陽代市長李柳身。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生華 攝

婦孺皆知的成語「葉公好龍」講述了
葉公愛龍成癖，被天上的真龍知道

後，便從天上下降到葉公家裡。葉公一看
是真龍，嚇得轉身就跑，好像掉了魂似
的。然而歷史上真正的葉公，姓沈，名諸
梁，字子高。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
軍事家、思想家。公元前524年沈諸梁受封
於葉，因楚國封君皆稱公，故稱葉公。他
也是中國歷史上有文字記載以來的葉地
（現河南葉縣）第一任行政長官。

葉公水利早於都江堰
葉縣文化局副局長董建立表示，沈諸梁

到了葉地後，採取休養生息政策，發展農
業，興修水利，修建了東西二陂大水利工
程，周圍的百姓紛紛歸附葉地。葉公時期
修建東西二陂水利工程比魏國的西門豹修
德漳水十二渠早五十多年，比都江堰更是
早兩百多年，葉公算得上中國歷史上治水
的先驅了。如今東西二陂遺址尚存，上世
紀六七十年代葉縣在其修築的遺址上重新
修復了東西二陂，至今仍發揮㠥灌溉、排
澇的作用。
河南大學教授朱紹候認為，葉公平亂

功不可沒，為
後來楚國的穩定

和強盛打下了基礎。
葉公以一生的行動，表達了對百姓的愛
及對國家的忠，贏得了世人的敬慕。根
據《周禮》規制，葉公去世後，即被立
祠享祭。

感念祖先創葉家姓氏
董建立說，葉公終老葉地後，其後裔

為了紀念祖上之德和祖居地，部分後裔
改沈姓為葉，從此中國百家姓中又多了
一個姓氏，因此葉公又是海內外葉姓華
人公認的始祖，葉縣也成為海內外葉氏
後裔認祖歸親的故里。葉公墓位於葉縣
舊縣鄉舊北村西北約1.5公里處澧河之
濱，每年清明前後，來自海內外的葉姓
子孫紛紛回鄉祭祖。葉公陵園佔地200畝
左右，大門非常氣派雄偉， 園內植物繁
茂，綠意盎然，頗有北方園林的雅趣。
最北邊是葉公的墳塚，上面種植㠥翠
柏，象徵沈諸梁的功勳、精神永垂不
朽，葉公的出生地在此地東北10里處，
有一處為紀念他、現名是沈灣的村子。

■葉公好龍的故事家
喻戶曉，殊不知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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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公的後裔自戰國以後逐漸由中原地

區向南方及海外播遷，子孫遍及世界五

大洲。目前葉公後裔達2千多萬人，分

佈於海內外40多個國家和地區。

董建立稱，河南葉縣規劃修復、建設

葉公祠和葉公陵園，修復計劃得到海內

外葉公後裔的大力支持。葉劍英元帥之

子、全國政協原常務副主席葉選平親自

為葉公陵園題詞「世界葉氏聯誼總

會」，該碑文現存於葉公陵園。2009年

5月15日至17日，世界葉氏宗親第三次

代表大會在葉公故里隆重舉行。香港太

陽集團董事會主席葉肇夫當選第三屆葉

氏聯誼總會總會長。

董建立說，目前，葉縣正在全力組織

力量編纂葉氏族譜，並計劃拍攝電視連

續劇《葉公》，這兩項工作正在緊張地

籌備中。

全球葉氏會長 港人擔當全球葉氏會長 港人擔當

公元前489年，63歲的孔子率眾
弟子周遊列國時，專程到葉地拜
訪葉公，孔子稱讚葉公治葉經驗

為「近者悅，遠者來」。後來葉公在和
孔子探討道德問題時產生了分歧，不
久，孔子便離開了葉地。孔子的門人大
為不滿。後來，一些儒士借用葉公喜歡
畫龍的故事杜撰了「葉公好龍」的寓

言，把葉公喻作偽君子。
最早記載「葉公好龍」的成語出自

於漢代劉向的《新序．雜事五》。漢武
帝登基後實施董仲舒的「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的治國政策，正是在當時
「獨尊儒術」的大政治氛圍下，西漢史
學家劉向編造了「葉公好龍」的文
章，尊孔貶葉為儒生們出一口惡氣，

也表明儒家思想在當時社會的獨尊地
位。

應葉氏呼籲 《辭海》修條目
2009年5月，第三屆世界葉氏宗親聯

誼會上，葉尚志等葉氏後人強烈呼籲改
變《辭海》「葉公好龍」條目。他們的
建議得到了《辭海》社的認可，很快，
同年6月就收到了上海辭書出版社的覆
信，稱「在09版《辭海》增補了『諸
梁』、『葉公子高』詞條。」

史傳孔子門人杜撰「葉公好龍」
話
你
知

「葉公好龍」的故事老幼皆知，葉公也因此成為口是心非偽君

子的代稱。事實上，葉公是春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軍事

家、思想家，亦是全世界葉姓華人的始祖。葉公是一名德

才兼備、主政一方的諸侯，他在國家危難之際挺身而出

平定內亂，在他輔政期間，發展生產，開拓疆土，為楚

國在戰國時期成為七雄之一奠定了基礎。然而葉公何

以被蒙上「葉公好龍」的千古奇冤？近日本報記者

專程走進「葉公故里」—河南省葉縣，尋訪真實

的葉公，揭秘歷史的真相。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利、成龍，通訊員 楊玉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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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公陵園內的陵恩殿正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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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公 好龍 ■葉公好龍的故事家
喻戶曉，殊不知其非
史實。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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