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9月22日~23日，金秋时节，挟着黄河奔腾的磅礴
之势，带着黄帝文化的源远流长，第十四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在
黄帝故里新郑举行。

“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是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重要活动之一，自
2007年起已连续成功举办13届，被誉为拜祖大典的“灵魂工
程”。2020年第十四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更是被列为中国·河南
招才引智创新发展重要系列活动之一。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杨媚 王建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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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9月19日下午3时，大型实景演出《黄帝
千古情》在新郑市龙湖镇举行了首场演出，黄帝千古情
景区的开园标志着新郑市开启文旅新时代，自此，继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之后，新郑市又多
了一张文化名片。作为黄帝文化历史名城的探路者，
新郑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交上了一份让人惊
叹的文化产业成绩单。

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河南厚重的文化历史底
蕴，孕育出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作为全国第一个深度
展现黄帝文化、郑州文化的大型演艺秀，大型实景演出
《黄帝千古情》通过舞台艺术效果，向观众呈现从远古轩
辕黄帝到今天现代化的郑州，开启一次神奇的穿越之
旅。演出中，“黄河之水天上来”让人深感震撼，上万套
舞台机械设备呈现出上天入地视觉盛宴。观众时而为
大气磅礴的《龙的传人》自豪，时而为上天入地的《大战
蚩尤》震撼，时而被《轩辕与嫘》的爱情深深感动，时而沉

浸在诗意浪漫的《郑风国韵》中，《老家河南》中河南人相
互扶持的大爱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更是感人至深。

当天开园的黄帝千古情景区让人耳目一新，这个大
型演艺公园内除了王牌演出《黄帝千古情》，还有亦真亦
假、如梦似幻的全息秀《幻影》，每天上演《奇幻泡泡秀》
《穿越快闪秀》《网红人物秀》《锅庄狂欢》《抛绣球》等百
场演艺秀，让游客大饱眼瘾。景区内巨型轩辕黄帝造
像、图腾大道、风暴馆、烈焰火山、清明上河图电影馆、彩
楼、戏水池、丛林攀爬等光怪陆离，仿佛穿越时空；风花
街、雪月街、烟云街，一步一景，美不胜收；全室内的亲子
乐园有各种亲子游乐项目和互动表演，寓教于乐，让孩
子们感受爱与陪伴。景区一年四季主题活动和潮趴不
断，是年轻人释放激情的娱乐新空间、网红打卡点。

黄帝千古情项目由新郑市人民政府、河南竹桂园
旅游集团和宋城演艺联合出品。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杨媚 文/图

第十四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以“黄帝
文化与黄河文化”为主题，由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中国先秦史学会、中华黄帝故里建
设促进会、郑州市人民政府、政协郑州市委
员会主办，新郑市人民政府、河南省黄帝故
里文化研究会承办。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河南省
委原书记、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
徐光春，故宫博物院原院长、中国文物学会
会长单霁翔，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
教授金一南，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
济学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曹立，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历史学
院院长刘庆柱，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
会监事长、中国环境报社社长兼总编辑杨
明森，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
长、舞蹈系主任肖向荣，《财经》杂志执行主
编、《财经智库》总裁、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
博士张燕冬8位重量级嘉宾参加论坛。著

名央视节目主持人张泽群主持论坛演讲。
本届论坛围绕“黄帝文化与黄河文

化”主题，紧密结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旨在通过深入阐释
黄帝文化与黄河文化，展示黄帝文化的时
代价值，展示黄河文明的“根”和“魂”，深
刻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根脉和
主流，增强中华儿女国家认同、民族认同、
文化认同。

政协郑州市委员会党组书记、主席
张延明在致辞时表示：黄帝文化、黄河文
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凝聚着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
核心要素，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层次的文化
基因，彰显着中华儿女文化自信的坚实底
气。我们也将更加坚定地担负起保护传承
弘扬黄河文化的光荣使命，把黄帝文化、黄
河文化联系起来，把传统文化和先进文化
贯通起来，把历史基因和时代精神融合起

来，深化研究阐释，拓展传承载体，为建好
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郑州应有的贡献。

9月 22日~23日，杨明森、曹立、刘庆
柱、单霁翔、沙祖康、金一南、肖向荣、张燕
冬、徐光春先后围绕论坛主题“黄帝文化与
黄河文化”，从政治、历史、经济、生态、文
化、军事、外交等多个领域，进行了淋漓尽
致的阐述，旁征博引，精彩绝伦，引起台下
观众强烈共鸣和阵阵掌声。

现场观众认为，这是一场展现厚重黄
帝历史的文化论坛，是一场讲述精彩黄河
故事的趣味论坛，是一场赋能“故城新生
活”的创新论坛，是一场再扬精神航帆、共
圆中国梦的奋进论坛。

今年举办的黄帝文化国际论坛适逢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一周年之际。5000年黄帝文化历久
弥新，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连续15年高规格

举办，黄帝文化国际论坛连续14年高品质
打造，“一典一坛”已成为强根固魂、彰显中
原特色的文化符号和亮丽名片。

演讲结束后举行了论坛闭幕式。闭幕
式上，张岂之、赵中祥获颁第六届轩辕奖。
张岂之是“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获得
者、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赵中祥是新郑黄帝文
化研究专家，新郑黄帝文化研究和文化旅
游开发的开拓者之一。

来自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先秦
史学会、中华黄帝故里建设促进会、中国古
都学会、中国明史学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
究会、黄河文化研究会、河南省姓氏文化研
究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郑州大学等全国及地方学术团体、
大专院校，新郑市直机关、乡镇街道和在校
师生在现场聆听了知名专家、学者的精彩
论述，共飨此次文化盛宴。

“一典一坛”已成中原文化符号和亮丽名片
第十四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圆满举行

《黄帝千古情》
成功首演

新郑开启文旅新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