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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丙戌年
拜祖大典，升格为省
级主办。河南省成
立了由主要领导参
加的领导小组，郑州
市成立了执委会，新
郑市成立了筹委会，
形成省、市、县三级
联动的协调工作机
制。较以往同类大
典，此次大典规格更
高，规模更大。

三月三拜轩辕·现场

故里新颜迎亲人
上巳吉日，暮春良辰。
农历三月三，始祖山下，双洎

河畔，丙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在这里隆重举行。

在隆隆的礼炮声中，来自五
湖四海的近万名炎黄子孙，怀揣
同根同祖同源的虔诚之意和拳拳
赤子之心，聚首轩辕故里，义举同
襄，齐梦共筑。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投射在
黄帝故里，人们惊喜地发现，故里
换新颜。

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黄帝
故里静静地等待着海内外游子
回家。

4月9日8时许，载着四海宾朋
的车辆依次而来。饱含回家的喜
悦，踏上故乡的土地，感受故乡
的气息，听一听乡音，再佩戴上
家乡人亲手系上的黄丝带，这，
才是回家！

美国南加州世界广东同乡会
会长陈灿培先生一下车就被眼前
热烈而亲切的气氛感染了。他说，
拜祖大典让他深深感受到了中华
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晴 空 下 ，黄 帝 宝 鼎 巍 然 耸
立，一条通道穿过鼎坛，一直延
伸到汉阙前，华美的汉阙门端庄
站立，含情不语，迎接游子们的
归来。

大典主司仪林军宣布丙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开始。
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鸣炮21响。

9 时 许 ，入 场 仪 式
开始。

姓氏广场上响起了
让炎黄子孙倍感亲切和
震 撼 的 乐 声《龙 的 传
人》。来自郑州城轨专业
中等学校和塔沟武校的
学生们，为嘉宾带来了恢
宏气派的姓氏旗表演和

舞龙表演。
在姓 氏 旗 方 阵 中 ，

九条巨龙来回穿梭，翻
转腾挪，猎猎旗帜风中
招展，巨龙蜿蜒盘空横
卧，向参加拜祖大典的
海内外嘉宾展示了家乡
人的热情好客。

来 自 塔 沟 武 校 的

“ 功 夫 小 子 ”张 裕 洋 肩
负“龙头”重任，刚开始
训 练 时 ，重 达 60 多 斤
的 龙 头 让 他 有 点 吃 不
消，但他不停地加强力
量的训练，以求表演的
完美。他说，能为大典
做 一 份 贡 献 感 到 特 别
自豪。

盛世礼炮

拜祖大典九项仪程第一项：盛世礼炮

【亮点回眸】

9时50分 九项仪程第一项

2006升格为
省级主办

4 月 9 日上午，在丙
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上，著名作家、郑州大学
文学院院长二月河作为

拜祖大典的访谈嘉宾，
现场解读了黄帝文化、
根亲文化的思想精华及
道德精髓。二月河说，

从 2006 年起，他就开始
关注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盛
况，“成功举办 10 年来，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影
响力越来越大，海外华
人纷纷自发在当地举办

‘同拜黄帝活动’，就是
生动例证。”二月河说，
拜祖大典之所以吸引越
来越多的宾客，并在海
内外华人当中产生巨大
影响，“这是共同的文化
基因决定的。”

二月河：共同文化基因带来吸引力

■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