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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儿女 共祈和谐

百姓共话拜祖大典
本报记者 孙丽萍高凯冯恺杰刘冬李伟栋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伟
峰文/图）“介绍景区，吐字要清晰，
手势要到位，站姿要正确……”昨
日，记者在新郑黄帝故里景区看到，
备战庚寅年拜祖大典的景区服务人
员培训工作全面展开，在专业礼仪
辅导员的带领下，景区服务人员专
心致志地接受培训。

在故里祠，记者看到礼仪辅导
员正在手把手地教景区服务人员一

些讲解技巧和要领。“此次培训让我
们认识到了平时引导服务工作中的
一些不足，我们要充分珍惜此次培训
机会，认真学习，刻苦训练，争取使自
己的服务工作做到尽善尽美，为拜祖
大典的成功举办做出自己的贡献。”
接受培训的一位景区讲解员说。

除专业人员辅导外，黄帝故里
景区还组织全体导游员和服务人员
开展当嘉宾、当游客等多样化的学

习和培训活动，通过换位体验来提
高景区导游服务人员的服务水平。

黄帝故里景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目前，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的游客接待培训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景区各环节服务人员正在分批接受
培训。接下来，景区还将根据庚寅年
拜祖大典的特点对导游服务、讲解服
务进行改进，以有效提升全体导游的
服务和接待水平。

黄帝故里
悠悠五千年的传说

黄帝出生
新郑市城北门外，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庙

宇。庙前竖着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轩辕故
里”四个大字。相传，这里就是轩辕黄帝的出生
地。

古时候，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一带，住着
许多氏族和部落，他们拿着磨制的石器和粗
糙的棍棒，终年东奔西跑追捕野兽，生活十分
艰苦。这种情形被天上的轩辕星看到了，心
里很难受，就暗下决心，要到人间来帮助苦难
的百姓。于是在“戊己”这一天，轩辕便降生
来到人间。

因为轩辕星的位置，在天空的正中央，新郑
的位置在地面的正中心，天上地下正好相对应，
所以轩辕星便诞生在这里。“戊己”既表示中央，
又代表土德。这“土”是黄色，是土地生辉——
农业的象征，因而轩辕星又称“黄星”。“黄帝”的
名字就起源于此。轩辕星由十七个星组成，整
个看去，有头有身，气势雄伟，像条翻滚着的长
龙，所以，黄帝以后的历代国君，都把“龙”作为
自己的代称。

黄帝觅贤
黄帝到了人间以后非常能干，而且关心民

众。不久大家都一致推举他为部落的首领。一
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狂风大作，把天上的尘垢
全部刮跑了;又梦见一个膘肥体壮的大汉，手里
握着千斤重的弓弩，驱赶着万群牛马。黄帝醒
后，自己圆起梦来。他想：风为号令，是指执政
的人，这人姓“风”；“垢”字去了旁边的土，名字
叫“后”；难道天下有叫“风后”的人吗？又想，能
握得动千钧之弩的必然力大无穷，这个能够驱
赶牛羊万群而且姓“力”的人，一定是很会放牧
的人，这人叫“牧”，天下难道会有叫“力牧”的
人？于是黄帝就开始寻找“风后”和“力牧”。不
知找了多少天，翻了多少山，趟了多少河，吃了
多少苦，终于在东海边上找到了风后，让他做了
宰相;后来在云梦泽畔，找到了力牧，让他做了
大将。

黄帝治国
因为在大战蚩尤中，风后的功劳最大，黄帝

就把新郑县西的具茨山改名为“风后岭”，封给
了风后。黄帝打败蚩尤后各个部落都很高兴，
对他十分拥护，大家一致推选他为中原地区的
部落首领。从此，他就带领大家在中原一带定
居下来，建都于新郑，国号为有熊。

蚩尤被打败后天下太平，可百姓们还过着
苦日子。黄帝每天忧虑着，怎样才能把国家治
理好。他起早贪黑，累病了也不肯休息。在大
家的催促下他才到风后岭养病。

有天他来到山脚下，发现沟底有个牧羊人，
就走过去向他请教有关治国的问题，后经指点
得到了一本绿图和红皮书。自从得到了宝书，
黄帝便确定以农业为本，鼓励老百姓劳动、建造
房屋。在力牧、风后等人的帮助下，他还研究了
历法、医学，制定了法令，使国家很快太平了。

孙秀春

轩辕黄帝，是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创造
者；古都新郑，是中华文明之树的根脉所
在；农历三月三，是华夏儿女寻根谒祖的日
子。那么，人文始祖黄帝与古都新郑有着
什么天然的联系？为何历次声势浩大的拜
祖大典都在三月三举行？在拜祖大典筹备
工作已经进入攻坚阶段的关键时刻，我们
对在黄帝文化研究方面造诣颇深的“大
家”——刘文学老师进行了专访。

记者：中国自古就有“二月二，龙抬
头；三月三，生轩辕”的说法，后来也在三
月初三兴起了祭拜黄帝的活动。这个活
动是怎样形成的？

刘文学：新郑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
帝的出生地、创业地、建都地。早在五千
年前，轩辕黄帝就出生在这里，肇造了光
辉灿烂的中华古代文明。轩辕黄帝宽厚
仁慈、善恶分明，深得部族和四方诸侯的
爱戴。农历三月三这天是轩辕黄帝的生
日，后人为纪念轩辕黄帝的丰功伟绩，于
是每年三月三人们都要举行各种祭拜活
动，尤其是到了春秋时期，郑国名相子产
更是让这一民间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
扬光大，并逐步形成一种民俗延续至今。

记者：“又是一年三月三，黄帝故里拜
轩辕”。今年是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升格为
省级主办的第五个年头。现在距农历三
月初三，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看
到全市市民都在紧张地筹备着大典。我

们为什么要这样隆重地拜祭黄帝呢？
刘文学：轩辕，是我国远古时代“五

帝”之首，他奠定了中华文明第一根基，被
称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这主要是从黄
帝对中华民族所做出的贡献来说的，这也
是我们今天用各种方式缅怀他的原因。

其一，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我
们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缔造者，不只是从
血缘上讲，还主要是指文化上的认同。

其二，黄帝是中国的奠基者。国学大
师钱穆在《黄帝的故事》中说：“传说中的
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人，是奠定
中国文明的第一座基石。”黄帝时代，黄帝
通过同炎帝、蚩尤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
首次建立起一个大一统的有熊帝国。今
天的“中国”就是在有熊帝国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

其三，黄帝是中国文明的肇启者。一
是，他肇造了物质文明，解决了人们的衣
食住行问题；二是，他肇造了政治文明，包
括黄帝的哲学思想、社会思想、民本思想、
建立国家体制、治国方略和构建大同和谐
社会，等等；三是，他肇造了精神文明，这
一时期形成的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而其他历
史文化或传统文化都是脉文化。

正是黄帝的三大贡献，才确立了他在
中华民族史上人文始祖的历史地位。而
黄帝建立的“黄帝王朝”，当为我国历史上

的第一个王朝，这要比传统所说“夏王朝”
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至少提前一
千多年。因此，现今我们通过各种形式来
缅怀先祖伟大功德。

记者：根据历史传说和专家考证，新
郑是黄帝出生、创业、建都的地方，这是国
内外专家权威结论。请问其主要依据是
什么？

刘文学：二千多年来，史家确认新郑
是黄帝故里故都，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史有明载，地有确迹，代有所传，
世所认同。

所谓史有明载，一是上自战国时《竹
书纪年》，下至当代史书、辞书皆说新郑是
有熊之国、少典氏之国。二是黄帝生于新
郑的轩辕丘。上自战国《世本》、《史记·五
帝本纪》、《大戴礼记》，下至当代史书、辞
书皆说轩辕丘在新郑县，黄帝居于此。三
是黄帝故都。上自战国《竹书纪年》，下至
当代史书、辞书皆说黄帝都有熊。所谓地
有确迹。在新郑境内仅见于史书记载的
黄帝活动与纪念遗址就达24处。所谓代
有所传。历代流传有许多有关黄帝诞生
轩辕丘、修建黄帝城、练武驯兽、演兵布阵
等传说故事，他已经构成黄帝传说故事集
群，这也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所谓
世所认同。汉代新郑所修的轩辕故里祠、
新郑一带现存的13种碑刻、清代三部《新
郑县志》收集的53首吟诵黄帝的诗歌，都

记载了新郑是有熊国、轩辕丘、黄帝城以
及黄帝的活动。

新闻链接 人物小档案

刘文学：河南省新郑市人，郑州大学
中文系毕业。曾任新郑市地方史志办公
室总编辑、副编审。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理事、中国古都学会常务理事、河南新郑
黄帝故里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发表的许
多文章被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编《炎黄汇
典》、中国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中
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编《河洛文化与汉民族
散论》、《河洛文化与殷商文明》、人民日报
社出版《旗帜》（河南版）、河南省炎黄文化
研究会编《炎黄颂》、陕西省编《黄陵文典》
等收录。编著有《新郑县志》（获全国方志
优秀成果一等奖）、《黄帝故里文化》、《黄
帝故里文献录》（获河南省史志优秀成果
二等奖）、《华夏源》、《黄帝传说故事》、《黄
帝故里故都历代文献汇典》（获河南省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郑州市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子产传》、《黄帝故
里通鉴》和《黄帝故里志》等书籍，其中《黄
帝故里志》是代表作品。2007 年获新郑
市人民政府颁发的“黄帝文化终身成就
奖”，2008年获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新
郑市人民政府联合颁发的“黄帝文化成就
奖”。

杨涛，教育工作者。“大典
让城市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他说:“拜祖大典的举行，
让全国人民了解了新郑，更走
向了世界。随着大典影响力的
不断提高，城市的发展速度也
明显加快了，特别是旅游业，每
年外地的游客都在持续地增
加，对新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
的作用，而且这个活动非常有
意义，让现在的年轻人更多地
了解到中国的民族文化，对他
们增强民族意识有着很大的帮
助，也更能增加他们的民族自
豪感。”

赵丙彦，离退休老干部。“大典成为
新郑乃至河南的一张黄金名片”

“作为土生土长的新郑人，看着历届
拜祖大典的成功举办，我是看在眼里、美
在心里，不仅城市品位提升了，在旅游、
经济等多方面也注入了无限活力，更多
的是给咱新郑市民平添了一份自信心和
自豪感，让我们更深爱这片土地。”他告
诉记者，黄帝故里新郑有丰厚的文化底
蕴，有国家 4A级旅游景区，有亚洲最大
的姓氏广场，这都是很值得骄傲的。拜
祖大典已经成了新郑乃至河南的一张黄
金名片。在拜祖大典来临之际，他期盼
今年的活动有更多的看点、亮点，给新郑
今后的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

董河军，新郑市一家书店的老
板。“想听客家话演唱《黄帝颂》”

“这是我们新郑人的第二个春节，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我总是提前把该
做的工作做完，然后关门歇业，就等着
看一看来自海内外各界客人的风
采。”董河军告诉记者，“拜祖大典弘扬
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黄帝文化，
这从书店里有关黄帝文化的书籍供不
应求的现象就能看出来。”对今年拜祖
大典他最大的期待，就是想体味一下
远道而来的客家人用方言演唱《黄帝
颂》的感觉，因为他觉得客家话是真正
的古中原地区的方言，用客家话演唱

《黄帝颂》更有意义。

高方，在新郑上大学的驻马店男
孩。“祝愿大典越办越好”

“我要把这些照片传到自己的
博客上，让家乡的朋友们能感受到
黄帝故里的风采。”正和同学们在黄
帝故里门前留影合念的高方告诉记
者，“历届拜祖大典的成功举办，
已经让黄帝文化成为连接亿万华人
的精神纽带，每年的拜祖直播我都
认真地观看，对于当代的年轻人来
说，不仅是一场丰富的文化盛宴，
同时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当被问
到对庚寅年拜祖大典的期盼时，他
说：“祝愿大典越办越好，梦想能
亲临大典现场。”

李菁菁，新华路
小学的学生。“做更优
秀的炎黄子孙”

“我知道每年的
阴历三月三都会在我
们新郑举行拜祖大
典，老师还给我们讲
过炎黄二帝的故事，
要我们牢记自己是炎
黄子孙，要好好学习，
做更优秀的炎黄子
孙。”在炎黄广场和伙
伴们嬉戏玩耍的李菁
菁，指着炎黄二帝像
自豪地对记者说道。

在这万木吐
绿、生机盎然的春
天里，又是一年“三
月三，拜祖先”的时
节。随着庚寅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日
益临近，这一盛大
的活动引起新郑市
民的广泛关注，随
处可以听到百姓共
话大典的声音。

刘文学妙语说
本报记者 尹春灵高凯孙丽萍

高高 方方 董河军董河军 杨杨 涛涛

提高服务水平备战拜祖大典寻根轩辕丘
拜祖大典，一夜之间通过数百家新闻传媒把黄帝故里推

向了全世界。亿万炎黄子孙从世界各地不远万里归来，来到
黄帝故里来寻找中华民族的根。“树高千丈，必有其根；河流万
里，必有其源。”这个根就是黄帝故里，是轩辕黄帝的出生地。

在黄帝故里，有一个高大的土丘，就是轩辕黄帝的诞生地
——轩辕丘。这当然是一个象征性的纪念地。轩辕丘下是轩
辕黄帝纪念馆，总建筑面积 4000平方米，其造型为仰韶时期
即黄帝时期的地覆式建筑，房子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呈
现出一个大写的“人”字，就好像是从地底长出来一样。

进入黄帝纪念馆，可以看到一个巨大的榕树根雕，犹如两
条巨龙盘绕在一起，象征着炎黄二帝和炎黄子孙，被称为“中
华根脉”，象征着中华民族根深叶茂、源远流长，同根、同族、同
源和大团结、大联合、大发展。王中华《谒轩辕丘》一诗或许表
达了这种浓厚的意境：

圣地五洲连，子孙怀祖先。
灵丘芳草绿，根贯五千年。
大厅两侧有客家文化展，表现了中原儿女从轩辕故里走

出，迁徙到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及东南亚地区和世界各地的
历史，为炎黄子孙寻根拜祖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也巧妙地
回答了亿万中华儿女“我是什么人？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
去？”的问题。

进入地宫，我们可以在四周的墙壁上看到八幅仿岩造型
的画像石。这些浮雕图展示了轩辕黄帝出生、创业、肇造中华
文明的历程。

太阳已经偏西，少典夫人附宝正在轩辕丘下姬水河边挖
野菜，突然刮起一阵旋风。只听一声雷响，把附宝吓得蹲在地
上。这时，一道白光在附宝头顶上直转圈，她吓得两眼紧闭，
昏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附宝才从梦中醒来，只见已是
星斗满天。她借着星光，磕磕绊绊地回到自己居住的洞穴里，
感觉头晕、恶心、肚疼，原来是怀了孕。俗话说：“十月怀胎，一
朝分娩。”而附宝怀胎一直怀了两年，才迟迟等来了“一朝分
娩”。那一天，电闪雷鸣，大雨如注，一声婴儿的啼哭打破了轩
辕丘的宁静，附宝生下来个圆圆的大肉疙瘩。这肉疙瘩一落
地，就在洞穴中像陀螺般旋转，越旋越大，红光满室，眨眼工
夫，从里面钻出来个十几岁大的孩子。孩子跪在二位老人面
前，叫了声爹娘，讲述了自己的身世。 这孩子原来是天上的
轩辕星，主管雷雨，和玉皇大帝是弟兄。一天，各路神仙给玉
皇大帝拜寿。酒席宴上，轩辕向玉帝提出，应该开开天戒，让
众位神仙看看人间的景致。他这一说，正合各位神仙的心愿，
都随声附和。轩辕在人世间无心游山观景，因为他看到灾害
连连、战争不断，就暗下决心，要到人间去，帮助百姓摆脱困
境。他找玉皇大帝和王母娘娘说了自己的打算。玉皇大帝和
王母娘娘挽留不住他，才勉强答应。轩辕从中宫走出来，因为
中宫是天的正中央，新郑是地的正中心，他直上直下，刚好看
见附宝在挖野菜，就投胎下凡了。

少典和附宝听轩辕这么一讲，俩人都很高兴。后来，轩辕
带领先民，建功立业，开发中原，创造发明，统一天下，建国有
熊（新郑），高举龙旗，肇造中华文明。他就是后人传说的轩辕
黄帝。后来，人们为了铭记黄帝的功德，就在轩辕丘上修了一
座庙，叫“祖师庙”。1990年，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屈武先生曾
题词：“轩辕丘”。在附宝受孕的地方，有一个古老的石柱，高
约5米，径2米，底大头小，顶有小坑，柱体上镌刻着“天心石”
三个大字。

在四周墙壁上的玻璃橱窗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珍贵的
历史瞬间，党和国家领导人贾庆林、李长春、刘云山、刘延东、
曹刚川、李铁映、宋健、布赫、费孝通、何鲁丽、张思卿、罗豪才、
许嘉璐、周铁农、叶选平等先后来到这里参加拜祖活动，向全
世界表明了华夏儿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强决心和
信心，表达了中华民族追求和平、和睦、和谐幸福生活的美好
愿望；李德生、朱学范、程思远、薄一波、屈武、周谷城、李铁映、
杨成武、费孝通、叶选平、雷洁琼、张思卿、连战、宋楚瑜、江丙
坤等相继为黄帝故里题词，黄帝故里在新郑得到了亿万炎黄
子孙的普遍认同；余秋雨、李学勤、于丹、王立群、张文彬、罗哲
文、黄景略、朱世光、张颐武等文化大家的精彩演讲，使拜祖大
典蕴含的文化内涵更加深厚，文化气息更加浓郁，文化品位更
加崇高；抗震救灾英模、航天英雄、奥运冠军、感动中国人物徜
徉在古老厚重、博大精深中原文化之中，祈福中华，传递出中
原人民的信心、创新、复兴的美好愿望；来自台湾、香港、澳门
和美国、英国、法国、荷兰、韩国、泰国、越南、日本、新加
坡、加拿大、俄罗斯、意大利、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毛里
求斯、印度尼西亚等 32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华侨商会、社
团组织、姓氏宗亲会、同乡会参加大典，他们不仅用庄严、
肃穆的礼仪完成了寻根、拜祖的虔诚心愿，同时也在中原大
地寻找着新的商机。

故里览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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