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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 5000 年前，黄帝在涿鹿打败蚩
尤之后，回到有熊国（今河南新郑）。为了
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制定一套法律、法
规，要大家都去遵守，决定在西泰山（今河
南新郑市西北）大会诸侯。

三月三这一天，西泰山上黄色旗帜飘
扬，山下东方青旗，西方白旗，南方红旗，
北方黑旗，迎风招展，各诸侯盟国的图腾
旗帜如林。

黄帝登上西泰山，先命祭祀天地山
川，然后与各诸侯国君共同商量国家大
事。各诸侯国君一致拥戴黄帝为天子，定
国号为有熊帝国，国都设在有熊，并融合
各部落图腾，即用熊的头、鹿的角、蛇的
身、鱼的鳞、虎的掌、鹰的爪……组成龙
旗，作为国旗。

随后，黄帝又给各诸侯国划定了疆
界，颁布了法律、法令。就这样，中华民族
的第一个王朝在新郑诞生了。

后人为纪念黄帝的功德，每年三月三
这天都要举行各种拜祖活动，尤其到了春
秋时期，郑国名相子产更是让这一民间活
动得到进一步发扬光大，兴起了三月三登
具茨山（位于河南新郑，系黄帝活动遗迹）
朝拜轩辕黄帝活动，并形成民俗。唐代以
后渐成规制，盛世时由官方主拜，乱世时
由民间自办，一直延续下来。

1992 年，新郑市决定每年农历三月
三举办寻根拜祖节，后演变为炎黄文化
节，拜祖大典是其中的重要内容。2006
年（农历丙戌年）开始，拜祖大典升格为由
省级主办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2008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被国务院确定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由河南省人民政府、政协河南省委
员会、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全国
归国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
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单位联合主
办，郑州市人民政府、政协郑州市委员会、
新郑市人民政府承办。

拜祖大典的前世今生

自2006年升格为省级主办以来，拜祖大典已成功举办十届，成为河南、

郑州闪亮的文化名片。十年大典，每年都会给大家留下印象深刻的年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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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戌年
大典九项仪程首成规制

2006年的大典以“盛世中国，和谐
社会”为主题，突出“盛”与“和”。十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丽，十届
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罗豪才出席仪
式。这是首次有国家领导人参加拜祖
大典。

大典九项仪程首次形成规制，且亮
点不少。其中，点火上香环节，奥运冠
军、河南姑娘陈中点燃圣火，来宾代表
敬香；由1000名大学生和100名少年儿
童吟唱的《黄帝颂》恢宏大气、意境深
远，首次露面即获好评。大典的高潮是
最后的双龙吐珠环节，来自黄河流域
青、甘、宁、晋、陕、豫、鲁等省区领导和
华人华侨代表，分别向拜祖台两侧的两
条“巨龙”龙头内注入黄河水，顿时，水
柱从龙头喷涌而出，金箔由龙身四处飞
扬，呈现出九曲汇流、龙腾呈祥的景象。

大典举办过程中，天空出现了一道
彩虹，独特的天象景观与拜祖大典相交
融，感染着在场的炎黄子孙。

丁亥年
连战回到心灵故乡
2007年的大典，嘉宾继续保持了高

规格、影响大、代表性强的特点。其中，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出席无疑
是大典凝聚力增强的有力证明。应中
共河南省委的邀请，身为“河洛郎”的
连战首次到河南礼拜中华民族的人文
始祖黄帝。他在黄帝“故里祠”前欣然
题词：“扫蒙昧，定中原，世胄文明於焉
开”，表达炎黄子孙对人文始祖的景仰
追思之情。

大典期间，历经 20 年建设的炎黄
二帝塑像落成于黄河岸边，高 106 米，
气势恢宏。

戊子年
中华儿女祈福北京奥运

2008年的大典，主题为“共建中华
精神家园 祈福北京奥运盛会”，呈现出
浓浓奥运味儿。

在保持仪程相对稳定的前提下，拜
祖环节注入了奥运元素。在第九项仪
程“祈福奥运”中，参加大典的许海峰、邓
亚萍、熊倪、李婷等29名奥运冠军，将刻
有祈福奥运文字的祈福牌悬挂在祈福
树上，展现中华儿女“祈福北京奥运盛
会”的共同心愿。当奥运冠军们伴着《龙
的传人》雄壮激昂的旋律走上台向黄帝

像行礼施拜时，红黄蓝绿黑五色 9幅绸
缎从黄色的背景墙上方“飞流直下”，象
征着奥运五环在华夏土地上迎风飘扬，
将大典氛围推向高潮。

己丑年
故里火种赠送炎黄子孙

2009年的拜祖大典，主题定为“同
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这一主题
得以延续保持。

当年的大典仪式也注入了新的文
化元素和时代特色。第八项仪程“祈福
中华”，18位炎黄子孙的杰出代表，在金
色的祈福树上挂上了祈福牌，表达炎黄
子孙祈福中华的美好愿望；随后，18名
代表登上拜祖台，在《拜祖文》长卷上用
印，完成炎黄子孙书写历史的闪光历
程。第九项仪程“天地人和”，主办单位
领导向来自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代表
馈赠取自黄帝故里圣火台的火种，寓意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之火从黄帝
故里传播到世界各地，将大典气氛推向
最高潮。

庚寅年
毛阿敏领唱《黄帝颂》
2010年的大典，在仪程中依然注入

了创新元素。
“高唱颂歌”仪程，由著名歌唱家

毛阿敏与童星林妙可携手领唱，300余
名合唱演员与全体参拜人员共唱庄严
肃穆的《黄帝颂》，场面温馨动人。

“天地人和”仪程，来自北京、香港、
澳门、台湾的 4 个小朋友，放飞洁白的
和平鸽，表达中华儿女期盼祖国统一、
祝福世界和平和睦和谐的美好愿望。

辛卯年
首次手机微博直播大典

为了让亿万炎黄子孙能了解、收听
收看大典实况，2011年的大典积极采用
新媒体，首次尝试 3G手机直播和微博
直播，并首次使用粤语、外语同步直播。

和大典同时同期举办的郑州都市
区建设华人华商论坛暨项目签约仪式
上，投资总额高达 193.2亿元的 27个项
目正式签约落户郑州。

壬辰年
入选“全球根亲文化盛事”

2012年大典举行当天的下午，备受

瞩目的“首届全球根亲（客家）文化盛事
颁奖大典”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本届评选活动中，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高
票入选“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根亲文
化盛事”，新郑市、淮阳县、洛阳市、开封
市、固始县获得“全球华人最向往的根
亲文化圣地”称号。

当年，第七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
易洽谈会与大典同期举办，此后，中国
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始与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联姻”。

癸巳年
科交会交易额破400亿

作为 2013 年拜祖大典的重要内
容，2013中国郑州科技成果交易暨高科
技人才交流会于 4月 10日举行。首次
举办的科交会共对接成功科技项目
1200项，总交易额 402亿元。参会的国
家级科研院所、国内著名高校共 107
家，国内985、211工程高校35家。以本
次科交会为平台，郑州与国家级大院大
所和国内著名高校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人才引进方
面，实现了开放的突破、合作的突破。

甲午年
航空港签14个大项目

2014年，作为大典系列活动之一，
第八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会在郑州举行，并与拜祖大典“珠联璧
合”，实现了文化经贸互动共赢。本届
投洽会共达成 268 个合作项目，投资
总额 2350 亿元，合同利用境外省外资
金 2178 亿元。郑州共签约项目 28 个，
签约总额 519.52 亿元，合同外资额达
468 亿元。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现场签约 14 个项目，合同投资金额
388亿元。

乙未年
两岸“同时同像同主题同拜”

为使不能亲临新郑拜祖的台湾同
胞也能参与拜祖大典，2015年的拜祖大
典主办方与台湾世界新闻传播协会合
作，在台北市中山堂广场举办“同时同
像同主题同拜黄帝”活动（“同时”，即都
在“三月初三”，“同像”，即恭拜的黄帝
像，均取样于黄帝故里黄帝像，“同主
题”，即拜祖均采用黄帝故里的“同根同
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拜祖主题），约
1000名台湾各界人士将代表广大台湾
同胞参加典礼，遥拜黄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