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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米书法长卷
演绎拜祖主题
昨日敬献黄帝故里

本报讯（记者 王晋晋）昨日下午，应邀出席拜祖
大典的著名书法家柳国庆用榜书将拜祖大典主题

“同根 同祖 同源，和平 和睦 和谐”书写并装裱成10
米书法长卷敬献黄帝故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丁世显参加捐赠仪式。

今年60岁的柳国庆是周口人，系唐代大书法家
柳公权后裔、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其代表作“福”
字曾被送至出席第29届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的全球
各国104位总统、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全球134个奥
运圣火传递城市。电影《大兵小将》片名为柳国庆书
写，2007年曾捐赠 100幅。在戊子年轩辕黄帝拜祖
大典上，柳国庆曾与北京著名策划家屈金星、于洪英
一道，共同捐献了天下第一宝玺——黄帝宝玺，并为
宝玺题词。

丁世显表示，拜祖大典的主题是经过再三商讨
确定下来的，这个主题从内涵上讲，弘扬黄帝文化，
既倡导和平发展，又建设和谐社会，这是一个长远的
追求目标。“长卷写得非常好！”丁世显说，柳先生捐
赠的长卷为拜祖大典添彩，更体现了对拜祖大典的
重视，希望柳先生常回家乡！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 成燕）距离第
三届炎黄文化周开幕式越来越近，黄河
风景区炎黄广场也越发显得热闹。昨
日下午，在炎黄文化周开幕式彩排过程
中，记者见到了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甚
至海外的华人华侨游客，炎黄文化催生
下的旅游经济炙手可热。

“来，笑一个！”在炎黄广场上，来自
马来西亚的导游王飞飞正在给游客们拍

照。王飞飞告诉记者，马来西亚的华人
很多，他们都对炎黄充满了崇敬之情，这
次旅行社专门在马来西亚组织了“炎黄
拜祖游”项目，结果报名的人很多，但考
虑到安全等因素，前期只来了 30多人，
随着黄帝拜祖活动的丰富，相信会有更
多马来西亚华人来郑州寻根拜祖。

看到彩排中省少年先锋学校的千人
诗歌连读后，正在炎黄二帝巨像下拍照

的马来西亚华人王智宇显得十分激动，
他表示，看到这么多可爱的孩子朗诵中
国古代的诗歌名句让人顿生怀旧之心。

在彩排现场，记者还看到了来自浙
江宁波、四川成都的游客，他们纷纷在
炎黄二帝巨像前合影留念，他们表示，
炎黄二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对他
们的崇拜不只是今天，还将延续到以后
生活的每一天。

炎黄文化引来游客如潮

拜轩辕祈福成真
走在拜祖大典彩排现场，除了精彩节目

和庄重的拜祖仪式外，挂在祈愿墙上的成千
上万的祈福平安帖和挂在主席台两侧6棵古
树上迎风招展的祈福牌成了这里的一道亮
丽风景——它们展示着人们的美好心愿。

在位于轩辕丘后面的墙上，挂着一个巨
大的“红心”，这里是许愿墙，墙上贴满了层
层的小小的心形纸——祈福平安帖，而在平
安帖上，则写着来自世界各地人们前来拜祖
时许下的愿望。“中华始祖 保佑平安”、“全家
平安”、“祖国昌盛”、“幸福永远”、“家人健康
快乐”……无论是对祖国的祝愿，还是对生
活的期望，层层叠叠的平安帖上，显示着人
们的美好祝愿。

在大典彩排结束后，参加彩排的领导也
纷纷在祈愿牌上写下愿望：“世界和平 中华
振兴”、“同拜始祖、中华振兴”、“国泰民安”、

“盛世中华”……
而在主席台两侧的6棵嶙峋的古树上，也

挂满了有红色流苏的木质祈愿牌，上面笔迹
不一的祈福词表达着人们相同的愿望——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祖国昌盛的祝愿。

本报记者 李娜

舞动虔诚拜祖心
今年的拜祖大典共九项仪程，第七项为乐

舞敬拜。昨日的彩排中，演员们的表演整齐划
一、气势如虹，赢得了现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10：15，伴随着旋律优美的古典乐曲，60
多位身着金黄色服装的演员们翩翩起舞，用
曼妙的舞姿来表达虔诚的拜祖之心。舞蹈编
导之一、北京舞蹈学院李老师告诉记者，这支
舞蹈是他和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编导、己
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乐舞敬拜编导蔡薇蔓
共同花费两天时间创作的，共61位演员参演，
领舞来自沈阳军区前进文工团，其余60位全
都是郑州歌舞剧院的专业舞蹈演员。

“这是支以祭拜为主题的舞蹈，所以我们
选用的大都是古典舞的动作，金黄色的古式
服装更增加了庄严大气的味道。我和蔡导在
排练时要求演员们不仅动作要做到位、展现
出磅礴的气势，还要求他们从心底有拜祖的
神圣庄严感觉，当这种感觉通过丰富的表情
和肢体语言传达出来，就能感染更多的四方
宾客。”李老师说，学生们已经集中排练了一
个多星期，每天都从上午一直排练到晚上，力
争在今天的直播不出一点纰漏。

本报记者 秦华

礼仪小姐
美丽“冻”人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自2006年升格为省级主办以
来，每年都由中央电视台全程策划并现场直播，窈窕
美丽、身着华服的礼仪小姐无疑是出镜率较高的群
体之一，正是她们为四海宾朋洗尘、挂丝巾、引领嘉
宾入席，细微间展示着河南形象，这些美丽的姑娘构
成拜祖大典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昨日在拜祖大典彩排上，这些身材高挑的礼仪
小姐再度吸引了宾朋和媒体的目光。昨天上午的气
温较低，但敬业的她们仍然按照直播的要求仅着薄
薄华服，一遍遍按照导演的要求走位。

这 30多位礼仪小姐中有 10位来自郑州轻工业
学院服装表演系，带队老师张轶介绍说：“我已经是
第五年带着学生来参加拜祖大典了，这些学生都是
学校精挑细选出来的，身高均在1.75米以上，都是瘦
瘦的上镜脸型，形象气质都不错。”张轶说，她已经和
学生们在新郑排练了6天，每天她都会为学生们播放
往年拜祖大典的录像带，讲解黄帝的历史知识，帮助
她们尽快进入状态。

“这几天天气比较冷，看着学生们每天都受冻，穿
着高跟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我很心疼，但她们从来没
有叫过苦，都为能参加这次拜祖大典而兴奋。”张轶说，
她经常告诫学生们，她们是展示河南礼仪的一个窗口，
能否完美表现十分重要。张轶对学生们的要求甚至精
确到厘米，要求她们保持甜美的微笑，走好每一个步
子，“一定要让嘉宾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本报记者 秦华 文 丁友明 图

一生的宝贵记忆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文 许大桥 图）“参

加‘舞立方’表演的都是我们学校大一的学
生，整整 800人呢。”4次合练下来，趁着休息
的空隙，记者和郑州华信学院大一的曲柳聊
了起来。“我们班上70多个人，今天来表演的
不到一半。”曲柳一脸的自豪：“俺们宿舍8个
人，就来了5个。”

华信学院带队老师靳晓东告诉记者，今
年是学院第四次组织学生参加拜祖大典的文
艺表演，选拔了 1700名学生。“800人在外场
表演‘舞立方’，900人在内场，光带队老师就
来了12个。”

“从接到任务那天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学
校操场练习，12日开始到现场演练。”抱着膀
子在风中瑟瑟发抖的靳老师，一直担心会有
学生冻坏了：“前几天是大太阳，晒得几个女
生差点晕倒；后来又是大风，吹得人根本睁不
开眼睛；接着又是下雨，绸缎根本飘不起来，
站在旁边就能听到学生牙齿打战的声音。”

“我不觉得苦。”和所有的同学一样，彩排
的间隙，只穿着蓝色运动裤和白色体恤的曲
柳使劲跺了跺脚，合起手用嘴哈着热气：“一
辈子能参加几回这样的盛事啊？我相信这会

是我大学生活中、甚至人生中一段
非常宝贵的回忆。”

大典仪式增加新环节——

为青海地震遇难者默哀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昨晚，庚寅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郑州市执委会召
开紧急协调会，会议决定在今天举行的
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结束之前增
加为青海地震遇难同胞默哀环节，以此

表达对青海地震的支援。
协调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丁世显首先对昨日大典彩排中出现的
问题予以纠正。丁世显指出，大典各个
环节的时间要精确到每分每秒，整个过

程要进行得有条不紊，要精简欢迎词，
解决好拜祖文的发音等问题，确保每个
环节的紧密衔接，以此达到最佳效果。
他还就央视直播以及深圳卫视、凤凰卫
视转播信号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青海省玉树县 2010年 4月 14日晨
发生两次地震，丁世显表示，经过执委
会研究决定，在大典即将结束时，增加
为青海地震遇难同胞默哀环节，以此显
示海峡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

拜祖大典
国际大联播联盟成立
全球近50家华语广播媒体参与

本报讯（记者 王晋晋）昨日下午，中央人民广播
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郑州人民广播电台等数十家
海内外华语广播机构代表汇聚郑州，在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国际大联播华语广播联盟协议上郑重签字，这标
志着由郑州人民广播电台发起、全球近50家华语广播
媒体加盟的拜祖大典华语广播联盟正式宣告成立。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丁世显出席联盟签约仪式。

据了解，2007年第一次拜祖大典国际联播的时
候，参加的海内外华语电台只有6家，今年参加大联
播的华语广播媒体已经发展到近50家。目前，拜祖
大典国际大联播已经从单一的广播联播发展成为广
播音频直播、网络视频直播、平面媒体辅助宣传的跨
媒体合作行动，架起了海外华人了解中原文化、了解
郑州发展的桥梁。

市海联会
第四届理事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武建玲 见习记者 孙亚文）拜祖

大典系列活动之一——市海外联谊会第四届理事会
昨日召开，市领导马懿、王林贺、李元法出席会议。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林贺作市海外联谊会
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五年来，市海外联谊会发
挥海外联谊优势，广泛开展联情联谊、合作交流活
动；积极搭建平台，为招商引资服务，共引进项目数
十个，资金60多亿元；积极发挥对外宣传优势，广泛
开展“请进来”、“走出去”活动，宣传介绍郑州良好投
资环境。

市委常务副书记马懿对市海外联谊会五年来的
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市海外联谊会及各
位理事充分利用郑州人文资源优势，大力弘扬中国
传统文化；依托郑州投资环境优势，扎实做好招商引
资工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服务郑州经济社会发
展。同时，还要增进共识，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
不懈努力。

会议还选举产生了市海外联谊会第四届理事会
领导班子，王林贺当选会长，马懿等 23人被聘请为
荣誉会长。

舞狮队伍里的
双胞胎

本报讯(记者 张乔普 文 唐强 图)“我叫王恩
龙，他是我哥哥王恩德。”昨日8时许，黄帝故里景
区中华姓氏广场上，两只几乎一模一样的“狮子”引
起了记者的注意。“这两个孩子是双胞胎，还都是第
二年参加拜祖大典文艺表演，并且都是舞狮头。”双
胞胎兄弟所在的新郑市蕙光武校的带队老师蔡翠
伟告诉记者。

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昨日彩排，中华姓
氏广场上的“舞立方”表演吸引了众多媒体的眼
光，其中 50 头威武的狮子为表演增添了不少喜
庆。“4月份接到表演任务后，我们立即在全校选
拔演员。”蔡老师告诉记者，学校从近 500名学生
中挑选了100名优秀学生，组成了50只舞狮参加
表演。

年纪最小的李鹏辉今年只有 13 岁，体重还
不到 50公斤。“老师把我从班上那么多同学里选
了出来，我就得表演好，不能丢脸。”孩子们的表
演有 6分钟时长，是“舞立方”的主要内容之一。
蔡老师介绍说：“导演为了让我们在 800 多人的
队伍里出彩，把大部分的动作设计成了立狮。”这
就要求舞狮头的小演员几乎全程站在舞狮尾的
演员肩上。

“我都快把他的肩膀踩出血了。”王恩龙指着
身后的小伙伴，一脸的愧疚。为了不给身后的
伙伴增加负担，在高强度的训练下，这对 19岁的
双胞胎却偷偷地在一周前就开始节食。“不敢像
平常那样放开了吃。”王恩龙偷偷瞄了教练一
眼，一脸的认真：“稍微吃饱就行了，再长胖了可
不好。就这几天，忍忍就过去了。”都是一米七多

的身高，两个人的体重却都不到55公斤。

“舞立方”排练现场“舞立方”排练现场

珍惜民族宝贵文化传统
——访文化学者傅佩荣

“身为炎黄子孙，我们有责任珍惜自己宝贵的文
化传统。”谈起文化传承，来自台湾的文化学者、美国
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傅佩荣的观点旗帜鲜明。

傅佩荣认为，文化传承的核心是其蕴藏的精神
价值。悠悠历史长河中，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内容可
以超越时空的限制。谈到古代的黄帝，他能够“垂衣
衫而天下治”，其中的文化精髓恰与儒家思想中的

“正德、利用、厚生”不谋而合。
“一个好的社会一定要有好的制度，让每个人能

够以公平的方式得到他应得的成果。”傅佩荣认为，
我们今天探讨国学，发展传统的时候要记得，儒家强
调群体和谐，但从来没有忽略个体的重要、个体的责
任。今天这个时代，责任、权利和义务，都应当以平
均为原则，让每一个人都公平分享是时代
的发展趋势，所以在追求群体和谐的时候，
不可忽略个人责任。

本报记者 王红覃岩峰 文 李利强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