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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阳春至，三月初
三拜轩辕。

公元2024年4月11日，
农历三月初三，甲辰年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在郑州新郑黄帝故
里隆重举行。敬拜祖先、慎终
追远，来自全球各地的华夏儿
女欢聚一堂，线上线下一同恭
拜始祖轩辕黄帝，共赴春日“心
灵之约”，共同祈愿和平和睦和
谐，缅怀人文始祖的丰功伟绩，
祈福中华民族繁荣昌盛。

赫赫始祖，轩辕黄帝，中
华之魂，民族之根。

五千年前，轩辕黄帝在有
熊国（今新郑市）轩辕丘出生、
成长、创业，统一天下、奠定中
华、肇造文明，被尊为中华始
祖。“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
生轩辕”的说法，在新郑、在河
南乃至更大范围自古流传，春
秋战国时期又衍生出“三月三，
拜轩辕”的活动，这种仪式和活
动从唐朝以后逐渐形成较为严
谨的规制，一直绵延至今、从未
中断，如今已成为中华民族一
大传统习俗，文化盛典。仪程
式的礼拜，既是对黄帝丰功伟
业的敬仰，也是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是中华文明薪
火相传、生生不息的重要载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
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
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
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
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
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办好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对于增强情感认
同，激发奋进力量，持续提高中
华文化影响力具有重大意义。

千百年来，无论时代如何
变化，黄帝文化始终是华夏儿
女认同亲近的民族标识，始终
是炎黄子孙团结联合的精神旗
帜，始终是中华民族自强前行
的力量源泉，而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正是黄帝文化独具历史震
撼力和时空穿透力的生动体
现，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
因，溯源、寻根、凝心、铸魂的传
统盛典，对于汇聚民族力量、振
奋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大典现场，大气庄严肃
穆的拜祖氛围，让海内外来宾
充分感受到黄帝精神的千年
文明传承和黄帝故里的热情

欢迎、周到接待。盛世礼炮、
敬献花篮、净手上香、共拜始
祖、恭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
敬拜、祈福中华、天地人和九
项拜祖仪程结构紧凑、一气呵
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极
具感染力的表达，展现出独特
的文化魅力和时代风采。

与往年相比，甲辰年大
典增加了对典礼仪程、文化礼
制、器具服饰等方面的通俗化、
大众化宣传阐释，进一步完善
仪式音乐、服装、舞美、礼制等，
增强仪式感、厚重感、感染力和
文化承载力，体现传承和创新、
礼制和时代的深度融合，充分
展示黄帝文化特色、黄河文化
内涵和中原文化特质。

郑州作为中华文明的重
要发祥地，历史悠久灿烂、文
化底蕴深厚。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使命光荣、责任重
大。近年来，郑州认真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
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
署，落实省委文旅文创融合发
展战略，紧紧围绕建设“华夏
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全国
重地”，加快打造“中华儿女的

寻根之地、中华文明的朝圣之
地、中华文化的体验之地、国
学教育的实践之地”，着力塑
造“天地之中、华夏之源、功夫
郑州”城市文化品牌。如今，
随着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连
年成功举办，大典的文化大魅
力、活动影响力、建设推动力、
民族凝聚力、拜祖吸引力逐年
彰显。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已
经成为海内外众多人士公认
的华人世界圣典，成为传承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窗口，成为全球炎黄子孙表达
民族感情的重要载体、当代中
国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
符号。

“文贸衔接、政经协同，以
文促经、互动双赢”。如今，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已不仅仅是海
内外华人的文化盛典，同时也
是加强合作交流、促进发展共
赢的平台。从全球豫商大会、
第十七届黄帝文化论坛到“黄
帝文化活动周”，再到“轩辕情·
中国梦”全国中国画书法篆刻
作品展、“主流媒体黄帝故里文
化行”、“梅花奖”艺术名家拜祖
大典戏剧晚会和郑州岐黄·中

医药发展大会……—系列经
济、文化关联及延伸活动的
成功举办，为传承弘扬黄帝
文化开辟了新空间，提供了
新途径，持续丰富和拓展了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的辐射力、带
动力，持续夯实和增强了中华
民族认同基础、增强了民族凝
聚力和文化向心力，必将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郑州实践振
奋精神、凝聚磅礴力量。

民族伟业传薪火，泱泱中
华启新程。

传承着先祖遗风，洋溢着
文化自信，中华儿女正意气风
发行进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征
程中；以黄帝文化、黄河文化为
纽带，办好文化盛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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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建设
的康庄大道上!

办好文化盛典 凝聚奋进力量
□郑 旗

商都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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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中华。拜祖台上，

一幅波涛壮阔的黄河画卷
徐徐展开。古小玉、何新、
刘家强、符之冠、陆进、徐显
明、孙达，中央统战部九局
二级巡视员孙彦涛，国家文
化和旅游部一级巡视员王
鹤云，中国工程院院士、全
国勘察设计大师何镜堂，
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二届
国医大师王琦，中国工程

院院士、华东合成生物产
业技术研究院负责人郑裕
国，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
学教授张颐武，中国文联书
记处原书记、中国电影家协
会分党组原书记张宏，中国
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中
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马锋
辉，中国戏剧家协会分党组
书记、驻会副主席陈涌泉，
中国食品药品企业质量安
全促进会会长毛振宾，国学

专家、讲席教授、北京中医
药大学国学院创院院长张
其成，知名学者、浙江大学
求是特聘教授郑强，资深媒
体专家胡锡进，中欧经济文
化研究发展中心会长柯海
啸，中国男高音歌唱家、河
南音乐学院院长戴玉强，河
南邓亚萍体育产业投资基
金董事长邓亚萍，全国政
协委员、知名作家蒋胜男，
首届岐黄学者、河南中医

药大学校长王耀献，全国
人大代表、依文集团董事
长夏华，同仁堂集团董事
长王贵平，香港中资基金
业协会会长连少冬，中铁
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赵华，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石雕项目代表性
传承人刘红立，在画卷上
盖印，以黄河为证，祝福国
家安泰、海宇宁谧。

天地人和。白鸽冲霄，

遥寄愿景。华夏，这个古老
的民族，对和平的向往炽热
如初。一条“巨龙”自黄帝
降生的轩辕丘，腾跃而起。
龙的传人，心怀天下，纵横
四海。

在热烈祥和的气氛中，
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典礼告成。

社会各界代表及近百
家新闻媒体 5000 余人在现
场参加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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