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己丑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主
题定为“同根同祖同
源，和平和睦和谐”。
除拜祖大典外，还在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
炎黄广场举办“第二
届中国郑州炎黄文化
周”活动。特别是向
来自世界各地的炎黄
子孙代表馈赠取自黄
帝故里圣火台的火
种，寓意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

三月三拜轩辕·现场

沐手振衣恭祭我祖
祈福华夏繁荣昌盛

【亮点回眸】

故里火种赠嘉宾

统一蓝色上衣，肩上贴标识，
胸前佩戴证件，面带微笑……4
月9日上午，在新郑丙申年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现场，你会发现
在广场上、道路旁多了一些青
年人，他们有的引导嘉宾入场，
有的在道路两旁执守……他们
都是志愿者，总计1200人，成了拜

祖大典上一道靓丽风景。
清晨6点多，21岁的

志愿者林波就已到了拜
祖大典现场，他的工作就
是进场引导。林波还有

一个身份，那就是郑州工业应
用技术学院大二学生，他已是
第二次参加拜祖大典志愿者服
务了。“参加这样的活动，虽然
早晨5点多就起床了，昨天还排
练了一天，有点累，但心里高
兴，感觉很自豪，收获也很大，
锻炼了自己的能力，也更深地
认识了黄帝文化。”

据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工作人员李冬冬介绍，丙申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学校共抽调了
1000名在校大学生参加志愿服

务，在校内及大典现场排练了一
周。“为拜祖大典提供志愿服务，
我们学校已经连续十年了，去年
学校有1500人参与，组织这种
活动特别有意义。”

“志愿者服务的内容比较
广泛，比如进场引导，站位值
守，还包括后期的清扫卫生
等。”李冬冬介绍，大学生们参
与的积极性很高，因为参与这
种活动不仅提升自身综合素
质，也显示了郑州人民热情好
客的良好形象。

三月三，拜轩辕。自 2006 年开始，每年的
拜祖文都由一位文化界知名人士撰写，再由一
位知名书法家誊写。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扩展项目，“恭读拜祖文”是大典九项
仪程里的重要内容。丙申年拜祖文由赵德润
起草、许嘉璐审定、钟海涛誊写。

据了解，范曾、王立群、许嘉璐等都撰写过
拜祖文，大气磅礴，荡气回肠，与书法相得益
彰，令人震撼。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顾问
赵德润表示，丙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拜祖文
由他起草的，而去年的拜祖文也是由他撰写
的，感觉担子很重，但“使命光荣”。

自从 2006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及黄帝文
化国际论坛举办以来，年年都少不了赵德润的

身影。他说，每年的拜祖文撰写都是“重头

戏”，他也对此情有独钟，2007年拜祖文是由著
名书画家范曾撰写，2011、2012 年，是由九届、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会长许嘉璐撰写，“除了去年，之前我也
参与撰写过一次，每次撰写都深受名家启发”。

他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已经成功举办10
年，在国内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已经成为中
原乃至中华传统文化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他感
到骄傲和自豪。

“轩辕黄帝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已成
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符号乃至象征，承载
着全球炎黄子孙的民族感情。”赵德润说，共
同拜谒黄帝，祈福华夏繁荣昌盛，有利于团结
中华民族，团结海外华人，增强人们的爱国主
义精神。

维公元 2016 年 4 月 9 日，岁次丙
申，三月初三，五洲炎黄后裔恭以虔
诚感恩之情，汇聚于中华始祖轩辕黄
帝故都故里，敬呈洁净时蔬、鲜硕素
果，拜祭于始祖黄帝座下。中华炎黄
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沐手振衣，
谨以天下炎黄子孙之名，肃拜恭颂我
始祖轩辕黄帝功德。

其辞曰：
天玄地黄 远古洪荒 蒙昧既启 人类曙光
华夏文明 浩浩荡荡 我祖勋德 万古流芳
教民耕牧 莳谷树桑 婚丧有礼 历数岐黄
始作舟车 初制度量 选贤任能 维系八方
修德怀远 封土辟疆 肇现一统 和合共襄
其始维艰 历尽沧桑 千秋风流 共赋华章
万载积薪 后来居上 愈挫愈奋 多难兴邦
天下为公 民本为上 振兴中华 百年梦想
依法治国 全面小康 全球胄裔 同欣同光
浩浩九州 大河之南 秣马执辔 崛起中原
既安且美 维新在前 富而多文 荣我轩辕
昆仑巍峨 江河浩瀚 先祖前哲 垂宪黾勉
允恭允让 克勤克俭 济济多士 笃业丕显
自强自尊 远虑忧患 厚德载物 至诚至善
我胸宽博 我思悠远 日日维新 岁岁登攀
四海兄弟 荣辱相关 亿兆同心 骨肉相连
相扶相持 相敬相谦 中华复兴 四海同欢
和平伟业 匍匐而前 何惧多阻 不辞万难
维我竭诚 列祖明鉴 天下大同 龙脉绵绵
我祖苗裔 披肝沥胆 竭诚禀告 伏惟尚飨

恭读拜祖文

【 】
参加拜祖大典的全体人员向黄帝像三鞠躬。

行施拜礼
10时12分 九项仪程第四项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会长许嘉璐先生恭读拜祖文。恭读拜文

10时15分 九项仪程第五项

1200名志愿者成靓丽风景■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