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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根据国家文物局公
开的 2021年全国博物馆年度数
据，博物馆头条统计 2021年全
国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百强新
郑市博物馆以 4738件珍贵文物
的馆藏量位居排行榜第74位。

新郑地处中原腹地，历史悠
久，文化灿烂，文物荟萃，是裴李
岗文化发源地，是华夏民族的始
祖轩辕黄帝出生和建都的地方，
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相继
在此建都长达 539年，古文化遗
址星罗棋布，素有“露天博物馆”
之称，被中国古都学会命名为
“中华第一古都”。

新郑市博物馆是一座具有
地方特色的县（市）级综合博物
馆，馆藏文物有青铜器、陶器、瓷
器、砖瓦、石刻、石器、玉器、铁器
等 20余类。馆藏文物达 6万余
件，珍贵文物4363套4738件，其

中含一级文物 17套 33件，二级
文物 356 套 549 件，三级文物
3990套 4156件，在县（市）级博
物馆中馆藏珍贵文物数量位居
前列。

新郑市博物馆是国家二级
博物馆、河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国家AA级旅游景区。长期
以来，该馆利用丰富的文物资源
优势，致力于当地文物保护、陈
列展览，为展示新郑的裴李岗文
化、黄帝文化、郑韩文化，新郑市
博物馆制作专题陈列：《华夏之
根——走进有熊氏故墟》《郑韩
出土文物展》《新郑碑刻展》，陈
列以新郑出土的珍贵文物为基
础，以文献典籍和考古研究成果
为依据，以展现历史文化之精华
为根本，展示新郑悠久的文化底
蕴，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郝洋彬

本报讯 慎终追远，民德归
厚。7月4日，壬寅年农历六月初
六，河南省新郑市具茨山风后岭，
第五届中华父母节暨壬寅年恭拜
黄帝嫘祖仪式在此举行，追慕始
祖功德，感念父母之恩，传承民族
精神。

相传农历六月初六是黄帝和
嫘祖八拜成婚之日，黄帝故里新
郑市自2001年起，每年农历六月
初六在具茨山风后岭举办嫘祖
文化节，2018年嫘祖文化节升格
为中华父母节，至今活动已持续
举办 21年。举办中华父母节暨
壬寅年恭拜黄帝嫘祖仪式的目的
意义在于，传承始祖文化，坚定文
化自信。

第五届中华父母节暨壬寅年
恭拜黄帝嫘祖仪式由河南省孝文
化促进会、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河南省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

新郑市委宣传部主办，活动共有
两个篇章：“诗诵父母”和“拜祖
仪式”。新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璩鹏辉主持拜祖仪式。

第一篇章“诗诵父母”诵读内
容为爱情颂、父母颂、始祖颂。五
千年多前，我们的先祖轩辕黄帝
与嫘祖在这片土地上相遇、相知、
相合，由此孕育了伟大的民族，开
启了伟大的文明。五千多年后的
今天，我们在此歌颂爱情、感恩父
母、致敬先祖，共同唱响中华父母
的颂曲。

第二篇章“拜祖仪式”共分为
盛世礼炮、敬献花篮、净手上香、
恭读《拜黄帝嫘祖文》、吟唱《中华
父母颂》、行施拜礼等六项仪程。

新郑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王淑慧
恭读《拜黄帝嫘祖文》。随后，全
体人员齐声高唱《中华父母颂》。
最后，全体人员向中华民族之父

黄帝、中华民族之母嫘祖深施鞠
躬礼。典礼告成。

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纪念轩辕
黄帝和嫘祖，史有所载，代有所
传。《史记》中的“娶”字，证明了中
华民族的婚姻制度是从黄帝和嫘
祖举行成婚仪式开始的。在民
间，流传千年的黄帝传说中，口口
相传着黄帝与嫘祖行拜“天、地、
日、月、山、河、父母及夫妻对拜”
八拜之礼的故事。在具茨山主峰
风后岭上，还有黄帝与嫘祖月下
相会、六月六八拜成婚的鸳鸯
台。至今这处鸳鸯台还屹立于迎
日峰东侧，见证着轩辕黄帝和嫘
祖美丽的爱情。

“目前‘河南省黄帝文化之
乡’‘河南省黄帝文化研究中心’
已通过河南省级专家组验收，下
一步，我们将积极申报中国黄帝
文化之乡、中国黄帝文化研究中

心，最终把黄帝文化一代代传下
去，延续历史文脉，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

神力量。”主持时，璩鹏辉表示。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刘嘉棋 杨媚 文/图

本报讯 6月 25日，黄帝故
里新郑市申报“河南省黄帝文化
之乡”暨“河南省黄帝文化研究
中心”省级专家组考察论证会
在新郑市召开，并通过河南省级
专家组验收。

河南省专家组由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顾问、中国民间文化
之乡建设专家指导委员会主任、
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
席程健君和河南省民间文艺家
协会主席、河南大学教授彭恒礼
带队。新郑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璩鹏辉，副市长王淑慧及河南省
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会长高林华
等全程陪同考察论证。

新郑市是轩辕黄帝出生、创
业、建都之地，史有明载，地有确
迹，代有所传，物有所证，世所
认同。汉代司马迁《史记·五帝
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
丘。”南北朝裴骃《史记集解》记
载：“受国于有熊，居轩辕之
丘。”晋代皇甫谧《帝王世纪》记
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
《大明一统志》记载：“轩辕丘，
在新郑县境，古有熊氏之国，轩
辕黄帝生于此故名。”新郑及周
边保存有具茨山、风后岭、大鸿
山、力牧台、大隗山、黄帝避暑
宫、南崖三宫、轩辕庙、洪堤、崆
峒山、广成城、黄帝驻跸处等大
量黄帝及其臣属活动的遗址遗
迹，历代记载黄帝文化等相关
内容的碑刻有 17通之多。新
郑至今仍保存和流传着黄帝及
其臣属相关的传说、故事，如

《黄帝降生》《轩辕故里》《鸳鸯
石》《嫘祖养蚕》等200余篇。

多年以来，新郑相继举办炎
黄文化节、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黄帝文化国
际论坛等祭拜轩辕黄帝的活动
和典礼，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已成
为全省文化建设的龙头、旗帜和
标杆。国务院确定新郑黄帝拜
祖祭典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扩展项目。

6月 25日，河南省专家组
来到黄帝故里园区，参观黄帝
故里祠、明代轩辕桥、始祖殿
等，敬上高香，礼拜轩辕黄帝。
登上具茨山，考察轩辕庙、嫘祖
祠、嫘祖洞、中天轩辕阁、黄帝
屯兵洞、黄帝迎日推策处、具茨
山岩画等遗迹遗址。考察有熊
国创文化产业园内的新郑市民
间文艺家协会创作实践基地，

参观郑风手工艺博物馆、老城
博物馆筹建处。省级专家组考
察后在新郑召开了考察论证
会。专家组各位专家对新郑市
申报“河南省黄帝文化之乡”暨
“河南省黄帝文化研究中心”工
作进行探讨与论证，认为新郑
市完全具备“河南省黄帝文化
之乡”暨“河南省黄帝文化研究
中心”的基础和条件，并就下一
步申报“中国黄帝文化之乡”暨
“中国黄帝文化研究中心”工作
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璩鹏辉表示，坚决支持申报
黄帝文化之乡、黄帝文化研究中
心，这是新郑建设黄帝文化历史
名城的现实发展需要，更是炎黄
子孙弘扬光大黄帝文化的历史
任务。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郭伟民/文 刘栓阳/图

延续历史文脉 把黄帝文化传下去
新郑市举行第五届中华父母节暨壬寅年恭拜黄帝嫘祖仪式

新郑市申报
“河南省黄帝文化之乡”

通过验收
本报讯 7月1日，由郑州市

委宣传部、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
游局、郑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办，郑州市文化馆、郑州市舞
蹈家协会承办的郑州市第六届
中老年舞蹈比赛在郑州艺术宫
举行。

来自郑州市各县（市）区的
17支队伍经过紧张激烈的角
逐，最终新郑市文化馆组织的新
郑市新华路街道办事处舞蹈队
表演的原创舞蹈《鹤舞铜莲》，荣
获本次比赛一等奖。

本届大赛自启动以来，新郑
市文化馆精心组织新郑市优秀

文化志愿者参赛，邀请郑州西亚
斯学院舞蹈系主任马斌进行编
排创作，赛出了水平，显示出了
群众文化的深厚底蕴。

《鹤舞铜莲》是一支富有新
郑地域文化特色的原创舞蹈，其
灵感来源于 1923年在新郑市出
土的国宝文物——青铜莲鹤方
壶。舞蹈风格沉稳、大气、柔和、
舒展，动律和动作以模拟鹤的形
态为明显特征，反映了对善与美
的热烈追求，体现了新郑厚重的
历史文化底蕴和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记者 杨宜锦 通讯员 乔鹏飞

新郑市喜获郑州市第六届
中老年舞蹈比赛一等奖

新郑市博物馆这项排名
进入全国百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