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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祖大典进行时（一）

跳起欢快的舞蹈迎接海内外炎黄子孙。

回家了！嘉宾们兴奋地交谈。

舞立方变幻万千。

龙狮共舞，以最隆重的礼节迎接远道而来的客人。

8：00 持续了几天的倒春寒终

于离去，春风和煦，艳阳高照，整个新郑被
裹在浓浓的春意中。兴冲冲的市民纷纷走
上街头迎接远道而来的嘉宾。按照新郑市
民的话来讲，每年的三月三，就是他们的

“第二个春节”。

9：35 载有“回家”拜祖贵宾的

车辆缓缓驶出高速公路，“中华第一古都”
的石刻墙赫然映入眼前。“咚咚咚”的鼓声
传入耳中，600人的红衣鼓组成了迎亲的
队伍。

9：45 车队来到了迎亲牌楼，

这里是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第一迎
亲点。这个牌楼高 12.7米，是汉代建筑风
格，外观简洁、朴素、大方。牌楼两侧就是
郑韩故城，这里曾经是东周列国的都城防
御城墙。古时东周列国交通便利、商业发
达，是当时天下名都，而这段城墙是目前
世界上同一时期保存最完整、最高、面积
最大的。

9：50 在迎亲牌楼前，“盛世迎

亲”仪式正式开始，1000名年轻人舞动喜庆
的红绸，使这座古城显得格外年轻和富有活
力。在此，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榕明、十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十届全国政
协副主席李蒙下车，省领导卢展工、郭庚茂、
王全书、李克、孔玉芳、曹维新、王文超、刘怀
廉等，市领导赵建才、丁世显等陪同。

这时，天真烂漫的儿童上前向嘉宾敬献
鲜花，新郑市委书记吴忠华和市长王广国从
牌楼内迎出，代表黄帝故里人民欢迎领导和
嘉宾的到来。市长王广国将“城门钥匙”呈
送给张榕明，以此表达故里人民打开城门、
热烈欢迎海内外炎黄子孙回家拜祖。

9：55 车队沿黄帝像环岛慢

行，途经炎黄广场，舞龙、舞狮、民间文艺表
演充分展示了中原民俗文化，嘉宾们看得
喜上眉梢。

10：02 车辆穿过“昌运”牌

楼，进入姓氏广场，嘉宾们下车，登上鼎坛，
通过神道。

在神道两侧的广场内，800多名学生表
演的舞蹈“舞立方”十分具有震撼力。学生
时而俯仰生姿，时而高低变幻，抛出两米长
的绸扇，绸扇由3种颜色构成：绿色、红色和
金色。绿色绸扇滚滚而来，代表着“风调雨
顺”、生机盎然；金色代表“五谷丰登”；红色
则代表着炎黄子孙“薪火相传”。

“舞立方”的导演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活字印刷术表演的舞美总设计姜刚。

10：06 在头戴金冠、身穿红

色汉服礼衣的礼仪小姐引领下，领导和嘉
宾们步行至汉阙中间的红地毯上。两名礼
仪小姐手捧金色盥洗盆，两名礼仪小姐用
柳枝蘸水为嘉宾洗尘。

“我是郑州市人民政府市长赵建才，我
代表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执委会向您
汇报，拜祖大典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开
始，请首长和嘉宾入场。”5名礼仪小姐为首
长和嘉宾佩戴黄帝丝巾后，郑州市市长赵
建才邀请领导和嘉宾入场。

随后，领导和嘉宾们在武警礼兵的引
领下步入拜祖广场。

新郑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新郑市民纷纷走上街头
迎接远道迎接远道而来的嘉宾而来的嘉宾

每年三月三
是我们的“第二个春节”

俗话说“三月三，拜轩辕”。每年这个时候，全球华人的目
光都聚焦到河南新郑——轩辕黄帝出生和定都的地方。这一
天，礼拜人文始祖黄帝的盛大庆典都会在这里隆重举行。

自2006年升格为省级主办以来，连续举办4届的拜祖
大典早已成为全球华人瞩目的文化盛事，而参拜的嘉宾不
乏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新党主席
郁慕明、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等重量级人物。

今天，让我们把眼光再次聚焦到古为有熊氏之国的新
郑，看看昨日上午举行的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一举
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