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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6
““豫豫””见黄河文化月见黄河文化月““郑郑””是人间四月天是人间四月天

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综述

弘扬民族精神 坚定文化自信 凝聚磅礴力量
——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综述

大河之南，九州之央；具茨逶迤，溱洧激荡。
4月14日，农历三月初三，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新郑黄帝故里隆重举行。
回望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站立“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海内外炎黄子孙以庄严神圣之心，追远感恩之情，通过现场拜祖和网上拜祖，拜

谒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祈福中华民族繁荣昌盛。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报道大典盛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联播》《中国新闻》《东方时空》《24小时》栏目聚焦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

际频道、凤凰卫视、河南卫视现场直播；郑州广播电视台及其他17个省辖市广播电视台同步转播；人民网、新华网、腾讯、新浪等视频直播。线上线
下齐动、大屏小屏互映，电视直播与网上拜祖无缝衔接互动，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

今年拜祖大典恰逢党的百年华
诞，更注重融入建党百年元素，全面
提升了典礼仪程的文化内涵，创新
了大典仪程的表现形式。

大典共有九项仪程：盛世礼乐、
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施拜礼、恭
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拜、祈福
中华、天地人和。

钟磬齐鸣、古乐声声，第一项仪
程由往年的“盛世礼炮”调整为“盛
世礼乐”。礼乐声中，27名青年代
表作为礼生行三献礼，献上五谷、瓜
果、丝帛，展现传统祭拜仪式的仪制。

“黄河文化，文明之源。乃根
乃魂，世代承传。九州之央，大河
之南。先祖垂宪，策勉今贤……”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齐续春
作为主拜人，代表亿万炎黄子孙恭
读《拜祖文》。

“大风起兮云飞扬，吾土吾心吾
欢畅，四海之内皆和谐，吾思吾梦吾
向往……”“高唱颂歌”环节，著名歌
唱家蔡国庆、吕薇和现场青少年合
唱团一起高声吟唱黄帝颂歌。

全新升级的“乐舞敬拜”环节再
现盛世古风雅韵，给观众留下深刻
印象。全国脱贫攻坚、全国抗疫先
进个人表彰代表等手持火炬于长明

火处取火，点燃火炬，为民族祈福、
为复兴喝彩；适时插播《港澳台及海
外拜祖集锦短片》《中华文化薪火相
传短片》等，让整个拜祖大典既典雅
又富有内涵。

“这不仅是一场拜祖大典，更是
一种文化自信和中华儿女同心同德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磅礴
力量的彰显。”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驻息
县弯柳树村第一书记宋瑞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已经成为
全世界炎黄子孙寻根问祖的盛大节
日，已经成为河南联系世界华人的
精神纽带。老家河南正在成为全世
界炎黄子孙共同向往的精神家园。”
第一次参加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的旅美钢琴博士王宸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是中华民
族凝心聚力的精神纽带，是增强文
化自信和民族认同的重要平台。”全
国政协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
名誉会长蔡冠深说，香港青年人要
多来内地，到黄帝故里走一走、看一
看，通过寻根溯源更多地了解中华
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更好地融入国
家的发展大局，共同为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做出积极贡献。

拜祖敬宗 文化寻根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华
夏根脉，源远流长。启迪蒙
昧，文明初创。我祖勋德，恩
泽八方。”

在我们脚下这片热土上，
8000年前，裴李岗先民们已经在
这里开始了农耕生活。5000年
前，轩辕黄帝在这里出生、创业、
建都，逐步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
区，开启了中国的雏形，点亮了
中华文明的曙光，成为中华文明
五千年不断裂的历史起点。

“三月三，拜轩辕”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传统。连年成功举办
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牵动着亿
万华夏儿女的悠悠情丝，承载着
华夏儿女对新时代美好未来的
向往。

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仍以“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
和谐”为主题，以“三提升三扩
大”为基本遵循，即“提升站位，
提升层次，提升仪程，扩大对港
澳台同胞影响，扩大对海外侨胞
影响，扩大对华人社会影响”，立
足传统文化，紧扣时代主题，精
心创新提升，坚持现场拜祖和网
上拜祖同期举办、黄帝故里拜祖
与境外分会场拜祖统筹联动。

“今年的拜祖大典更加体现
时代性，与建党百年紧密结合起
来，嵌入黄河文化月中，让人们
对轩辕黄帝和黄帝文化的认识
更深入，从厚重历史中汲取力
量，奋进新征程。”连续多年作
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国际大联
播评论嘉宾的中华之源与嵩山
文明研究会副会长阎铁成说。

复兴之路，文化先行，积跬
步方能至千里。“中华民族的文
化复兴大业需要每一个中国人
一步步地走出来。新郑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就是其中浓墨重彩
的一笔，它不仅使源远流长的
华夏文明跃然纸上，更凝聚了
全球华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
神。”在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人
民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黄改荣
看来，今年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与往年相比尤为不同，影响力越
来越大。

延续文脉 传承创新

为全面展示黄河文化、
黄帝文化根脉，今年大典期
间，我省联合沿黄九省（区）
统 筹 举 办 黄河文化月活
动。黄河文化月的主要活动
除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外，还
有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
“三座城三百里三千年”文化
旅游、黄河流域舞台艺术精
品演出季、黄河文化主题艺
术沙龙、中国（郑州）黄河合
唱周、沿黄九省（区）文物精
品展等活动。

作为中国（郑州）黄河文
化月启幕后的第一场重大活
动，拜祖大典把文化月系列活
动推向了第一个高潮。在此
后一个月的时间里，丰富多
样的文化活动将在郑州相继
呈现。

薪火相传 续写华章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
风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中国
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用马
克思主义真理的力量激活了
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创造的
伟大文明，使中华文明再次迸
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
务副会长高以忱说，正是在五
千年优秀文化滋养下，怀着家
国情怀的优秀中华儿女，扛起
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开启了
中华文明新的历史征程。

民族伟业传薪火，泱泱中
华启新程。中华儿女正意气
风发行进在民族复兴的征程
中；以黄帝文化、黄河文化
为纽带，古老的中原大地正
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聚焦
的热土；郑州，这座古老而
又年轻的城市，正展现出勃
勃生机，以高昂的精气神挺
进在建设现代化国家中心
城市的大道上。

凝聚力量 逐梦前行

在现场拜祖的同时，全新升级
的网上拜祖祈福平台让身处世界各
地的中华儿女可以通过网络参加拜
祖，用点滴“黄河水”浇灌姓名树连
成祈福林，还可以领略“一步千年”，
感悟“百年辉煌”，共赴“心灵之约”，
祝愿华夏儿女幸福安康。

“传统”与“新潮”并存的拜祖方
式，让大典更能传递感动和力量。
据统计，截至4月14日17时，拜祖大
典全球全网点击量达到 17.13亿人
次。网上拜祖平台参与祈福互动
5825万余人次。

近年来，在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影
响下，港澳台同胞及海外多个国家爱
国华人每年都会在三月三期间举办
“同时同像同主题同拜黄帝大典”。

今年，港澳台同胞及美国、英国、
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爱国华人在遵

守当地防疫政策的情况下，采取分时
分批等多种形式开展拜祖活动，表达
他们对“根脉所系，魂魄所依”的黄帝
故里的永恒牵挂，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深切认同，对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和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福，
对世界和平和睦和谐的美好祝愿。

在巴黎，不少法国朋友都对恭
拜黄帝活动传递出来的理念赞赏有
加。法中友好协会主席安德烈·费
尔南德斯说，现在有这样一个纪念
先祖的节日，对中国也好，对法国也
一样，象征着和平发展、互惠共赢。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受邀
担任台湾辛丑年恭拜轩辕黄帝大典
主拜官。她表示，两岸人民同属炎
黄子孙，文化同源，中华儿女应饮水
思源，永远感恩惜福并尊重中华民
族的传统与文化。

同根同祖 共绘愿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