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己丑年拜祖大典活动安排

日期

3月26日

3月26日
~27日

3月27日

3月28日

3月29日

3月29日

3月29日

3月30日

时间

10：00

16:00

8：30~11：30

9：00

15:00~16:30

15：00

9：50

主题

“弘扬黄帝文化”
全国书画联展开幕式

第三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

中澳文化交流展

具茨山与黄帝文化研讨会

己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经贸旅游推介

刘石平书画作品展开幕式

中国·郑州炎黄文化周开幕式

地点

商都艺术馆
（城东路与东里路交叉口）

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

弘润华夏大酒店

郑州兴亚建国饭店

新郑黄帝故里景区

国际会展中心轩辕堂

河南省博物院

黄河风景名胜区炎黄广场

己丑年拜祖大典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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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三月三，又到始
祖诞辰日。

每年的农历三月三，对全球
华人来说都是一个盛大的节日。
这一天，礼拜人文始祖黄帝的盛
大典礼在黄帝故里新郑举行。

海内外不少炎黄子孙此时已
归心似箭，倒数着“回家”时刻。故
里人也在为迎接五湖四海的亲人
紧张准备着。三月的新郑气氛温
暖祥和，三月的新郑人忙并快乐着。

站在故里祠前，沉浸在庄严、
神圣的氛围里，近年来在这里举行
的一场场盛典不由得浮现眼前，崇
敬、感动之情油然而生。

的确，那是一场场华夏儿女、
他乡游子期盼回归的心灵盛典，是
56个民族融合团结的兴邦盛典，是
盛世中国兴旺繁荣的和谐盛典。

三年来，怀着对中华人文始祖
的景仰之情，怀着对黄帝文化和黄
帝故里的深切崇敬和眷恋之情，海
内外不少政经要人前来虔诚拜谒
人文始祖。大典影响日益扩大，构
建起了全球华人共有的精神家园，
成为反独促统的新平台。

这一切，从参拜嘉宾日益广泛
的代表性上可见一斑。

2006年，近万名的海内外政要、
华侨、华人前来拜祖，其中不乏中国
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等重量级人物。

2007年，２万多名政要、华侨、
华人以及来自 3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 169个社团组织、52个姓氏宗亲
会的嘉宾齐聚新郑，中国国民党荣
誉主席连战也欣然莅临。

2008年，２万多名政要、华侨、
华人以及来自158个国家和地区的

各类华人协会、87个社团组织、96
个姓氏宗亲会来到新郑，台湾的新
党主席郁慕明在列。

2009年，主办方向台湾的中国
国民党、亲民党和新党同时发出邀
请，如果一切顺利，将出现台湾泛
蓝三党党魁同拜人文始祖的难忘
场景。届时，奥运健儿、抗震救灾
英雄、“神舟”飞船宇航员、两岸“三
通”服务机构人员等中华儿女优秀
代表也将到场为民族祈福。

连战参加过拜祖大典后的感
言犹在耳旁：“能够参加拜祖大典，
不但是我个人也是中国国民党向
我们的共同祖先黄帝表达最高的
崇敬之意。中国国民党一定同心
同德、一心一意，为两岸人民的福
祉继续努力奋斗，祈求两岸和平、
稳定、繁荣、发展。”

作为一个叫得响、应者众的名
牌，拜祖大典还提高了河南和郑
州在海内外的美誉度、知名度，成
为 展 示 河 南 、郑 州 形 象 的 新 窗
口。三年来，国内外 400多家媒体
的 1500 余名记者，多层次、多角
度、多形式对拜祖大典进行了全
方位的宣传报道。大典的盛况，
通过报纸、电视、电台、网络等传
媒迅速传遍世界各地。河南人民
的热情好客、河南山川的锦绣壮
美、河南历史的源远流长、河南发
展的巨大变化也随之传遍五湖四
海。中国国民党副主席江丙坤参
加完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返台后在
给省政协主席王全书的信中说：

“虽然去过世界很多地方，但河南
给我留下的印象最为深刻。”

每年的拜祖大典都有一个时

代特色鲜明的主题。丙戌年的主
题是“盛世中国、和谐社会”；丁亥
年的主题是“和谐中原、和谐中
国”；戊子年的主题是“共建中华精
神家园，祈福北京奥运盛会”；今年
拜祖大典的主题是“同根同祖同
源，和平和睦和谐”。主题词不仅
为每年的拜祖大典打上时代烙印，
而且更容易让人们对一次次“回
家”拥有珍贵的“年度记忆”。

“大风起兮云飞扬，吾土吾心
吾欢畅，四海之内皆和谐，吾思吾
梦吾向往。”站在黄帝像前，庄严肃
穆的《黄帝颂》再次回荡耳边。虽
然每年拜祖都是九项仪程，但每次
都有新意新亮点。

2006年，1000名大学生和 100
名少年儿童首次吟唱《黄帝颂》，这
首大气恢弘、意境深远的歌曲甫一
推出即赢得各界好评；来自黄河流
域各省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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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奥运会冠军邓亚萍用
采自始祖山的火种点燃圣火台，象
征中华文明之光生生不息。

2008 年，出席拜祖大典的领
导向来自各地的炎黄子孙代表分
送从始祖山采集的“故乡土”，圆
了他们“故土不再难离”的梦想；
参加大典的许海峰、邓亚萍、熊倪
等 29名奥运冠军将刻有祈福奥运
文字的祈福牌悬挂在一棵象征中
华根脉的祈福树上，表达中华儿
女“祈福北京奥运盛会”的美好心
愿和祝福。

又是一又是一年三月三年三月三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回眸—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回眸

同根同祖同源同根同祖同源 和和平和睦和谐平和睦和谐
己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将于2009年3月29日（农历三月初三）在郑州新郑市隆重举行

中原特色浓郁
盛典亮点纷呈
今年拜祖大典将有诸多亮点：迎亲场面将彰

显中原特色，拜祖广场舞台上的背景板“书卷气”
十足，国内流行的地方民俗将亮相炎黄文化周。

“迎亲”“拜祖”场面特色独具
迎亲场面彰显中原特色。拜祖大典主要分

“迎亲”和“拜祖”两个部分。迎亲线路是从京珠
高速公路新郑下口处开始到黄帝故里景区共8
公里长，沿途设4个迎亲表演点，即京珠高速新
郑下口处、郑韩故城东城墙口、炎黄广场、黄帝
故里景区。数千人的大鼓队、盘鼓队、秧歌队、
舞龙队、舞狮队和武术表演将尽显中原特色。

拜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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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邀请抗震救
灾英模、抗冰雪灾害英模、航天英雄、两岸“三
通”有功人员、奥运冠军代表、感动中国人物等
炎黄子孙杰出代表共18人，在祈福树上悬挂由
个人签名的祈福牌，表达炎黄子孙祈福中华的
美好愿望。然后，18名代表走过黄地毯，登上
拜祖台，接过礼仪手中的印鉴，共同展开拜祖
文长卷并用印，寓意炎黄子孙在不断书写新的
辉煌。第九项仪程“天地人和”，与会领导将分
别向来自世界五大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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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题色彩上，百家姓广场突出喜庆、热
烈的正红色，拜祖广场则突出尊贵、庄重的明
黄色，以此来营造大典的尊崇感。场景设置更
加新颖，拜祖广场舞台的背景板呈展开的书卷
形状，以彰显河南文化的厚重浓郁；祈福树采
用透金制作，耀眼夺目。

文化国际论坛名家云集
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名家云集。论坛的主

题是：“信心·创新·复兴”。著名文化学者余秋
雨担纲主席和主讲嘉宾，央视主持人马东担任
主持，历史学家李学勤、岩画专家龚田夫、收藏
家马未都等都将莅临，与大家面对面交流。此
外，3月 28日上午，电影《黄帝》开机仪式将在
黄帝故里景区举行。

黄河御林军威仪首次再现
大典系列活动中的另外一出重头戏是 3

月 30日在黄河风景名胜区拉开帷幕的第二届
中国·郑州炎黄文化周。

在炎黄文化周开幕式上，将由我国著名男
中音歌唱家袁晨野领唱，河南省少年先锋学校
千名身着汉服学子合唱《黄河颂》。为确保开幕
式音响效果，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音响师之一
马昕亲自制定有关方案，并挑选音响，设备将永
远安装在炎黄广场，以便今后举办演艺活动。

作为炎黄文化周开幕式的新亮点，110名
表演者将再现黄河御林军的威仪，其中大部分
演员为郑州师专学生。该活动此次系首演，并
将作为黄河风景名胜区的长久项目保留。

炎黄文化周的图文展内容也已确定，主要
包括炎黄知识图文展、百家姓、全国炎黄景区
联展和感动中原人物展等内容。我省 30家单
位或个人将参加非物质文化展演，向公众展示
河南民间工艺精品；近年来在国内比较流行的
地方民俗，如东北二人转、四川变脸、蒙古摔
跤、甘肃千手观音、台湾魔术、广西民歌等，也
将在炎黄广场集中展现，呈现“华夏民俗汇中
原”的精彩场景。

此外，作为拜祖大典系列活动之一，3 月
29日下午，刘石平画展将开展。刘石平大师今
年 88岁，济源市人，常年隐居深山。他师从丰
子恺、林风眠、李可染、傅抱石等艺术大师，与
席德进、吴冠中师出同门。刘石平主攻国画，
作品融汇中西，生动传神，本人爱好京剧，研究
并创作的戏剧人物画独具风格，代表作《南山
悠然》《夏夜纳凉》等分别被中央美术学院、中
国美术馆收藏。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精彩回放

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典礼中，天空突现美丽彩虹，众人
皆惊呼赞叹。

丁亥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当日惠风和畅，杨柳吐青，蓝天上祥
云环绕，时隐时现，似蛟龙腾云驾雾，参加拜祖的海内外华夏儿女
在先祖故里沐浴着阳光的温暖。 中新社记者 王强 图

戊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天降喜雨，直至大典结束，喜雨才渐
渐停歇，不少拜祖的海外游子感叹“没想到先祖用喜雨为子孙们接
风洗尘”；仪式中很多人不戴雨帽，虔诚享受着甘露。

戊子年拜祖大典，菩提树下吟唱祈福。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拜祖大典每年都吸引来自五湖四海的华人“回家”。

一、盛世礼炮；二、敬献花篮；三、净手上香；四、行施拜礼；五、恭读拜文；六、高唱颂歌；
七、乐舞敬拜；八、祈福中华；九、天地人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