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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邀您同拜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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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纸上拜谒黄帝，报名时留
下您的拜祖祝福和感想。

邀请 100名百家姓读者代表亲
赴新郑拜祖，报名者需要讲述自己
姓氏的根源、故事（有族谱者优先）。

邀请农历三月三出生的市民代
表一起到黄帝故里拜祖。报名时请
留下姓名、联系方式和身份证号码。

活动参与方式：拨打拜祖热
线 67659999 ，或 发 邮 件 至
297236318@qq.com。

晚报记者 李丽君 左赞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
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轩辕始祖
圣兮，可以佑吾家，轩辕始祖明兮，可
以佑吾途。 ——吴限涛

一拜始祖黄帝：祝愿祖国繁荣昌
盛；再拜始祖黄帝：祝愿祖国和平统
一；三拜始祖黄帝：祝愿祖国国泰民
安。 ——李莹

祝祖国繁荣昌盛；愿人民富足安
康；祈家庭万事如意。 ——任周锋

祝福祖国，我们掬一捧黄色的浪
花倾听历史的涛声；祝福祖国，我们
轻托长城上的青砖感知散尽的烽烟；
祝福祖国，我们在东方神来的满眼喜
色中踏上征程。 ——靳小刚

不要问我们来自何方，我们共同
的祖先叫做炎黄；不要问我们走向何
去，黄帝故里是我们永远的家乡！中
华根基，民族圣地，黄帝故里！这里
凝结着中华的根、民族的魂，永远藏
在我们内心最深处！ ——李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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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高宗时泉潮“蛮獠”叛乱 我和3600精兵奉命平叛
战胜后朝廷设漳州建制 从此告别中原戍边繁衍

我姓陈，行三，父亲给我起名三郎。我
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为显赫的唐代。那个
时候，是高宗皇帝在统治着整个帝国。我的
家在光州固始县，因为家里穷，父母养活不
起 3 个男孩子。为了找条活路，我 15 岁那
年，就跟着本家哥哥投奔了陈政将军。在他
帐下听差，当一个传令兵。陈政将军也是我
们固始人，对我非常照顾。

不打仗的时候，军营里的日子倒也惬
意。直到高宗总章二年（公元 669 年）的
一天，我听到了那个让所有人都吃惊的消
息——在帝国的最南面，泉州、潮州之间，

“蛮獠”聚啸作乱，杀人放火，无所不为，“蛮
獠”首领还要自立为王，要求皇帝封赏。高宗
皇帝大为震怒，封将军为岭南行军总管事，要
他带领3600名精锐府兵前往平叛。皇命难
违，我们赶紧收拾行囊，踏上了南征之途。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泉潮一带还是蛮荒

之地，日复一日的艰难跋涉，我们终于进入
闽地，在柳营江畔安营扎寨。

平息这场战乱，我们用了整整9年时间。
连陈将军也因操劳过度，病故于军中。随后，
将军20岁的儿子陈元光擦干眼泪，披挂上阵，
统领着我们，终于完成了平叛大业。皇帝在
这里设置了漳州，年轻的元光将军，受封为漳
州第一任刺史。那个时候，我已经26岁了。

人生的际遇真是难以预料，当我离开中
原，从未想过我会在这里落地生根，并且，再
也没有回去过，再也没有见到我的父母和亲
人。但是，他们的血脉却通过我在这遥远的
异乡延续。我们随着将军在这里驻扎下来，
屯垦戍边。我娶了边地的女子为妻，养育了
两个儿子，为了让他们记住祖根，我给他们
起名陈固和陈始，反反复复地教导他们，虽
然身在闽南，但他们永远是“河洛郎”。

晚报记者 邢进

□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柴琳琳

本报讯 在即将举行的庚寅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中，接送贵宾的将是啥车型？作为

市场化运作的举措之一，昨日上午，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执委会举行了交车仪式，奥迪A6L
荣幸地成为本次盛会唯一指定贵宾用车。河

南豫海汽车将提供 10辆 2009款新奥迪A6L
用于本次大会贵宾接待和会务用车。据悉，

这也是一汽大众奥迪连续第二次为河南地区

的这一盛事提供用车。

你知道传统汉服是什么样的吗
“中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服装，你知道汉

族的传统服装是什么样的吗？”一位网名叫
“乞墨”的“汉友”首先问大家。这个问题可难
住了不少参加活动的市民。

随后，网友“暗香如故”身着乳白色漂亮
的汉服，向大家详细介绍了汉服的历史渊
源。汉服，又称汉装、华服，主要特点是交领、
右衽、束腰，用绳带系结，也兼用带钩等，给人

以洒脱飘逸的印象，体现了娴雅超脱、泰然自

若的特点。

“乞墨”让记者穿上了一件汉服，“你穿的

这叫‘直裾’，是古代男子穿的，衣服腰部以下

都是直筒下来的。”

在人们争相试穿汉服的过程中，“汉友”

还向市民讲解了一些古代的礼仪知识。一些

市民现学现用，把古代礼仪做得有模有样。

“中国不愧是礼仪之邦，今天真是开了眼界，

学到不少东西。”中学生小李说。

老婆婆穿汉服唱戏曲
“老美了，老美了，你看我都年轻了十几岁

了。”70岁的王大娘穿上一件深黄色的汉服后，
立马拉着摄影记者给她照相，还不断变换
Pose，每个造型都要照上七八张，仍意犹未尽。

她告诉记者，从晚报得知这个活动后，她
一大早就坐公交车过来了，结果还坐过了两
站，索性就步行到了文博广场。第一次穿上
汉服，王大娘乐呵地迈起了“方步”，唱起了小
曲，面对镜头一会儿一个“万福礼”，一会儿一
个“齐额礼”，“刚才那个小伙子说我穿的像红
楼梦里的刘姥姥。”王大娘说完高兴得哈哈大
笑起来。

市民建议穿着汉服去拜祖
“三月三拜祖大典快到了，你们应该去那

里，穿着汉服参加拜祖，让更多的人了解汉服

的知识。”在文博广场晨练的王先生向活动组

织者“乞墨”建议。“乞墨”表示，这次活动只是

宣传汉服文化，希望在拜祖大典时，能组织更

多的市民穿着汉服去参加。

很多市民穿上汉服后都舍不得脱下，一

个劲儿地直问这衣服卖不卖，多少钱？据了

解，现在河南省内还没有销售汉服的实体店，

市民要想拥有一套汉服，可以在网上购买。

穿汉服 学礼仪 玩投壶

文博广场刮起汉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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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
尽管春寒料峭，
作为拜祖活动
的一个序曲，由
晚报与汉文化
爱好者一起举
办的“穿汉服、
学 礼 仪 、玩 投
壶”活动，在农
业路文博广场
举行，吸引了众
多市民的参与。

河南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河南省河洛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新斌
说，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八姓入闽，是中原人首次进入福建。而在唐初和唐末的五
代十国，中原人又有两次大规模入闽，居于闽南一带，形成了闽南人这一支系族群。而
中原汉人入闽，将河洛话带到了闽南，并逐渐形成了现在的闽南话，时至今日，它仍然
保留着大量的古音，闽台人仍以“河洛郎”自称。

10辆奥迪A6L 成为拜祖大典礼宾用车

□晚报记者 李丽君 左赞 实习生 卢瑜 刘李/文 晚报记者 周甬/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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