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4月5日 星期二 统筹：胡田野 编辑：潘登 美编：王姿 校对：彩华

AA0404

具茨山下，惠风和煦，溱水河畔，春意盎然。
4月3日，农历三月初三，壬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

南郑州新郑黄帝故里以线上拜祖方式成功举行。全球华人共
赴心灵之约，“云”聚黄帝故里，恭拜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为华
夏祈福祈愿祈新程。

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报道大典实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
文国际频道、凤凰卫视全球直播；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卫星频道，河南省18个地市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人民网、新
华网、今日头条、百度、澎湃、腾讯、新浪、顶端、大象、正观等平
台进行视频直播，河南省直及郑州市所属媒体的新媒体同步
进行网络直播，电视网络直播与网上拜祖祈福无缝衔接互动，
在海内外引起热烈反响。郑报全媒体记者 赵文静

全球华人心向往之的文化盛典
——壬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综述

5000多年前，黄帝在中
华大地统一部落、建都立
国，选贤任能，革故鼎新，制
衣冠,造舟车,立法纪,播五
谷,筑宫室,创文字,知算数，
作干支，定历法，使中华民
族第一次进入大融合、大创
造、大和谐的文明时代。

三月三拜轩辕，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自古有之，绵
延至今。连年成功举办的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承载着
亿万华夏儿女慎终追远的
感恩情怀，承载着华夏儿女
对新时代美好未来的向往。

壬寅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指示，突出
弘扬黄河文化、讲好黄河
故事、增强文化自信，延续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

和谐”主题，通过现场简约
而庄重的典制性拜祖仪
式、网上拜祖、电视直播、
插播网上拜祖和境外拜
祖、主持人和专家访谈等
方式精彩呈现。

“世界文明史很久远，
但是延续五千年不断裂的
只有中华文明。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是五千年文明绵
延不绝的重要表现形式。

从前我们隆重举行线下拜
祖，如今受疫情影响，我们
又通过大数据互联网的手
段组织线上拜祖，一年又一
年地接续举行，也印证着中
华文明的永续不断。”中国
社科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
特聘教授、著名考古学家
刘庆柱作为访谈嘉宾现身
壬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的现场。

慎终追远 敬宗拜祖

今年拜祖大典注重创
新提升，在保障典礼庄重肃
穆的基础上，强化大典文
化内涵，丰富典礼仪程呈
现方式。

走进焕然一新的黄帝
故里，寻根门前，书写着“迎
天下华人归故里拜祖”的巨
大竹简徐徐打开，迎接着前
来拜祖的八方来宾；同心广
场上，两侧高达 6米的竹简
书写着历代古籍中记载的
关于黄帝故里是郑州新郑
的史实；寓意“天圆地方”的
系祖坛上，礼迎嘉宾回家拜

祖的，还有用以展示的“莲
鹤方壶”等 6件出土于河南
的国之重器。

从寻根门到轩辕殿黄
帝像，贯穿整个园区的直线
距离是 500多米，以“五百
多米”寓意“五千多年”，嘉
宾一路前行时，仿佛步入历
史文明通道、穿越人类岁月
长河。

壬寅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总导演陈临春介绍说，
今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与
以往相比亮点颇多，一景一
物中都能体现出对传统文

化的弘扬与传承，从寻根
门、系祖坛，到轩辕桥、故里
祠，再到拜祖广场、轩辕殿
等，独特的设计理念和场景
的精心布置，无不彰显了对
人文始祖的崇敬之情，体现
了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

从2006年开始，只有一
年因故未能参加外，河南省
姓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
秘书长李立新今年已经是
第 16次参加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了。“拜祖大典一年比
一年办得好，每一年都有新
的创意，影响力感染力越来

越强，已经成为全球华人心
向往之的文化盛典。”李立新
倍感自豪。

“黄帝故里本身是最早
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符号，
今年拜祖大典更加凸显庄
严神圣之感，整个仪程仪式
感满满，炎黄子孙敬宗拜
祖，从轩辕黄帝、中华文明
中汲取智慧力量和坚定不
移的信念。”中华之源与嵩山
文明研究会副会长阎铁成
说，正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
给了中华儿女扯不断的凝
聚力与向心力。

传承创新 丰富内涵

从庚子年到壬寅年，网
上拜祖祈福平台受到世界
华人的热捧。网上拜祖和
祈福已经成为中华儿女共
赴寻根拜祖的心灵之约和
精神回归的新平台。

登录网上拜祖祈福平
台，点击“AI百变”一键“穿
越”，生成拜祖留念短视频；
与拜祖广场来张“云合影”，
分享自己的拜祖海报；在
“黄河岸边”，捞起一只漂流
的葫芦……今年全新升级
的网上拜祖祈福平台，潮流
范儿十足，体验感更强。

在“黄河文化”和“VR
寻根”板块，不仅能直观了
解黄河文化各项活动、拜祖
大典实时资讯，还能通过
VR视角，线上游览“壬寅拜
祖现场”“双槐树遗址区”
“黄河博物馆”等 6个实景。
重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
为绚烂的华章，在线上“行
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

近年来，在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影响下，中国港澳台地
区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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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今年，在遵守所在地区

和国家防疫政策的情况下，
中国澳门、台湾地区和美国
旧金山、英国伦敦、澳大利
亚悉尼继续开展了多种形
式拜祖活动，表达华人对
“根脉所系、魂魄所依”的黄
帝故里永恒牵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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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著名侨领周光明
今年已88岁高龄，被大家尊
推为澳洲华人华侨拜祖大

典永远荣誉主席。他说：
“我们澳大利亚华人华侨要
团结和睦、共建美好生活。
我们要一起支持拜祖活动，
希望拜祖活动办得越来越
好、一直办下去。”

“今年是旧金山拜祖大
典举办的第七个年头了，黄
帝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根文化，在中华儿女的
心灵中占有很高的地位。
借助拜祖大典的平台，让我
们怀着游子的思乡情怀，共
祝祖国繁荣昌盛。”中国侨
联海外委员何孔华说道。

“云”踏故土 祈福中华

延续文脉
任重道远

郑州地处嵩山东麓、黄
河之滨，是黄帝的出生地、创
业地、建都地，是中国八大古
都中最早的古都。

考古发掘表明，郑州地
区旧石器时代的织机洞遗
址、西施遗址、老奶奶庙遗
址，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遗
址、大河村遗址、青台遗址、
王城岗遗址、古城寨遗址等，
形成了中华文明在郑州地区
持续演进的链条，奠定了郑
州地区中华民族重要发祥
地、华夏文明重要发源地的
地位，尤其是5300年前双槐
树遗址的发现和 4000年前
王城岗遗址禹都阳城的发
掘，有力诠释了郑州是早期
中国重要起源地。

“行走郑州，读懂早期
中国”，独特的区域和历史
文化地位，决定了郑州在传
承和弘扬黄河文化、黄帝文
化中，担负着特殊重要的历
史使命。

今年大典期间，按照“有
特色，少而精”的原则，保留
举办了“根亲中国”华语电
影短片大赛、“中华始祖杯”
全球华人书画大赛，华语电
影短片大赛颁奖典礼和全
球华人书画大赛获奖作品
展都在线上举办。同时，壬
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献礼
片《5000年很长吗·双连壶》
也正式上线。献礼片以郑州
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
的“彩陶双连壶”为源起，在
“一山”（嵩山）、“一河”（黄
河）取景，拍摄“一祖”（轩辕
黄帝）的故事，让隐藏在时
间长河中的历史记忆愈发
清晰，充分展现了“行走郑
州、读懂最早中国”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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