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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精神家园 赓续中华文脉
——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综述

三月初三，春风和煦，具茨绵绵，溱洧泱泱，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成功举办。海内外炎
黄子孙齐聚郑州新郑黄帝故里，恭拜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奔赴一场春日“心灵之约”，共同汇
聚起致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祈福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安宁。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报道大典盛况；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
际频道、凤凰卫视、河南卫视以及省内各地市广播电视台及所属县级融媒体中心并机直播；人民
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频、光明网、中国日报Facebook和Twitter账号、今日头条、抖
音、新浪微博、百度、腾讯、搜狐、网易、顶端、大象、正观等媒体进行网络直播，引发海内外中华儿
女热烈反响。

5000多年前，郑州新郑
具茨山下、溱水河畔，轩辕黄
帝点燃部落融合、生产发展、
社会进步的火种，点亮了中
华文明的曙光，成为璀璨多
彩中华文明的历史起点。

经过数千年积淀和发
展，黄帝文化已深深融入中华
民族的血脉，塑造着一代又一
代中华儿女的精神品格，成为
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记忆。

寻根追源，是中华民族
精神信仰的主脉，是中华民
族的优良传统。“三月三，拜
轩辕”，肇始春秋，绵延至今。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
睦和谐”是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永恒的主题。2006 年以
来，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已经
连续 19年成功举办，成为华
人世界具有影响力和标志性
的重要文化名片，成为连接海
内外中华儿女的重要文化纽
带和精神基因，为推动文化繁
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
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我们在这个时刻所具
有的一切，其实都来自那个历

史的原点。我们从此走向遥
远的未来，或许是黄帝不曾想
象的，但他的眼睛穿越历史，
仍然凝视着我们。”全国政协
委员、民进中央常委、北京大
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黄帝
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伟
大文明的创造者，黄帝文化是
现代中华民族认同的象征、中
国精神的象征。在拜祖大典
上，全世界炎黄子孙向黄帝的
塑像深深致敬，向黄帝表示最
庄重的礼赞，从而把黄帝的血
脉、黄帝的生命、黄帝的力量
延伸下去。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5周年，是贯彻落实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国家重大战略5周年，是贯
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
要一年。

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坚持守正创新，围绕典礼仪
程、文化礼制、器具服饰等进
行提升，增强仪式感、厚重感、
感染力和文化承载力，展示新
时代黄帝文化特色、黄河文化
内涵和中原文化特质。

规划提升后的黄帝故里
园区典雅厚重、恢宏大气，从
寻根门到轩辕黄帝像，如一幅

厚重的历史长卷，铺展开5000
年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

伴随着悠扬的音乐，文
化、岐黄、企业、同拜、台胞、侨
胞等六大拜祖方阵徐步入场，
每个方阵由90人组成，共540
人，象征着炎黄子孙来自五湖
四海。

大典仪程为国务院公布
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认定的九项仪程，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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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舞敬拜”环节，重新

建构的汉代《建鼓舞》精彩呈
现。“祈福中华”环节，一幅波
涛壮阔的黄河画卷在拜祖台
上徐徐展开，来自海内外的
30名优秀炎黄子孙代表在画
卷上盖印，祈福国泰民安。

“天地人和”环节，一条“巨
龙”自黄帝降生的轩辕丘腾
跃而起，大典现场一片欢跃
沸腾。

在世界华人的拜祖圣地、
中华儿女的心灵故乡，在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
上，炎黄子孙放飞梦想，铿锵
前行。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中华民族不断在优秀传
统文化基础上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是中华 5000年
文明不断开拓发展的力量，
这些都源自新的追求。

4月9日至10日，被誉为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灵魂工
程”的第十七届黄帝文化论
坛在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
院开讲。循着“黄帝文化与
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使命”
的主题，来自国内各领域的
专家学者从多角度多维度
纵论以黄帝文化为源头的
中华文化。

从“大河之南、天地之
中”孕育成长起来的黄帝文
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文化的
核心思想为‘中’与‘中和’，

在空间位置上则指河南。它
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
核心，是国家文化、历史文
化，更是时代文化、当代文
化，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不可
或缺的精神血脉和文化纽
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刘庆柱说，当前中华民族认
同、中国之国家认同，是时代
的需要，是增强国家凝聚力、
向心力的需要，是维护国家
统一的需要。

“如果国家是一棵大树，
根深方能叶茂。这里的‘根’
便是黄帝文化，大树上的每
一片‘叶’便是中华儿女。”中
国政法大学思政研究所副教
授郭继承认为，中华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
力，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

“只有继承传统，才能创
新发展。黄帝文化精神内涵
是和谐、共生的，在建筑学
中，体现在一个城市历史积
淀过程中形成的个性特征，
这便是城市建筑风貌。”作
为一名建筑学家，在中国工
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
计大师何镜堂的眼中，万事
万物皆相通。何镜堂还有一
重身份，那就是黄帝故里园
区二期规划建设团队规划设
计者。演讲现场，他为大家
讲述了园区规划设计、建筑
单体、室内设计及园林景观
的理念和其寓意。他表示：

“将黄帝故里打造成‘全球
华人拜祖圣地、中华民族精
神家园’，是真正践行了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滔滔黄河，九曲蜿蜒，万
里奔流高歌行。

香江水畔，美景入画，波
光潋滟披锦绣。

日月潭边，山花灿漫，旖
旎风光惹人醉。

4月 11日上午，甲辰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在郑州新郑
黄帝故里庄严拉开序幕。

同一时刻，甲辰年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粤港澳大湾区（香
港）同拜活动——粤港澳大湾
区（香港）恭拜轩辕黄帝大典
在香港尖沙咀街坊福利会举
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各界代
表人士、社会贤达、知名企业、
青年才俊等350人参加粤港澳
大湾区（香港）同拜活动，共拜
人文始祖，一同祈福粤港澳大
湾区明天更美好。甲辰年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台湾地区同拜活
动——台湾恭拜轩辕黄帝大典
在桃园黄帝大庙举办，产官学
各界人士齐聚黄帝大庙，同拜
轩辕黄帝，唱响“同根同祖同
源，和平和睦和谐”主题。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文明
始祖、人文初祖，是连接粤港
澳大湾区和海内外中华儿女
的重要情感纽带。通过此次
恭拜活动，就是要让更多炎黄
子孙懂得寻根溯源、敬宗拜
祖，进一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增强民族认同，坚定文
化自信，表达大湾区传承弘扬
黄帝文化的实际行动，见证中
华儿女血浓于水的真情实感，

促进共一个中华的责任担
当。”中国侨联副主席吴换炎
动容地说。

“拜祖大典不仅为中华民
族传统之骄傲，更是民族精神
的坚实延续。台湾恭拜轩辕黄
帝大典已顺利举办11届，每年
都吸引众多人士纷至沓来，共
襄盛举。”台湾地区同拜活动主
拜官、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陈
镇湘表示，黄帝是我们共同的
先祖，慎终追远、源远流长是我
们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

“三月三，拜轩辕”已深深
植根于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内
心。不论千里万里之遥，只要
根未断，源不绝，家的方向就
永远不会变。

在伦敦唐人街，英国侨团、
商会及各界嘉宾、代表约 300
人齐聚一堂，虔诚恭拜中华人
文始祖轩辕黄帝；在旧金山市
政府广场，来自美国、加拿大的
政界高层、侨团领袖、商会和各
界代表千余人共同拜祖；在悉
尼市中心艾士菲市政厅，澳大
利亚华人社区400余人齐聚盛
会，代表澳大利亚 120多万华
侨华人同拜人文始祖。

身处美国、澳大利亚、英
国等地的海外华侨华人也开
展了“同拜黄帝”活动，共同表
达对同根同祖同源故乡的无
限依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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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成
功举办不仅取得了重要的精
神成果，而且形成了“文贸衔
接、政经协同，以文促经、互动
双赢”的良好局面，成为“行走
河南·读懂中国”的重要品牌。

4月10日，2024年全球豫
商大会在郑州举行。大会围
绕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未来产业、现代服务业等
领域，进行了项目集中签约，
初步达成合作项目 89 个，总
金额810.9亿元。

4月 11日，甲辰年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主流媒体黄帝故
里文化行”座谈会在郑州召
开，来自全国知名高校新闻传
播学院的专家学者、沿黄九省
（区）和国家中心城市党报社
长、新媒体总编，共同探讨、深
度挖掘郑州文化底蕴和历史
内涵，就如何更有效推动“天
地之中、华夏之源、功夫郑州”
城市品牌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建言献策。

4月 11日，“百花争艳春

满园”梅花奖艺术名家拜祖大
典戏剧晚会在郑州大剧院举
行，20名中国戏剧表演艺术最
高奖“梅花奖”得主为前来拜
祖的海内外嘉宾和广大戏迷
献上戏剧盛宴。

4月12日，首届郑州岐黄·
中医药发展大会在郑州新密市
召开。现场集中签约项目 12
个，签约总额125.28亿元。

河南省及郑州市充分发
挥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文化
功能、经贸功能，着力打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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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
基地中的全国重地”，不断擦
亮“天地之中、华夏之源、功夫
郑州”的城市品牌，竭力打造
和守护好黄帝故里这一“全球
华人的拜祖圣地，中华儿女的
心灵故乡”，奋力谱写着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郑州实践更加
出彩的绚丽篇章。
记者 赵文静

拜祖寻根 追古励今

炎黄子孙 携手筑梦

传承创新 继往开来

同根同源 同拜共祖

文贸衔接 政经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