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赵娅君 编辑 刘 招 校对 司建伟

电话 67655285 E－mail：szxw＠zynews.com2010年4月17日 星期六
2

统一着装、表情虔诚、精
神矍烁……在拜祖大典现场，
远道而来参加拜祖大典的客
家“军团”很是吸引眼球。

在台湾代表团中，记者和
台北市六堆客家会理事长张
锦辉老先生攀谈起来。他说，
两岸人民血浓于水，同根同
祖，自己也多次到河南参加拜
祖大典，每次都感觉很震撼，
每次都有回家的感觉。“海峡
两岸同胞都是一家人，作为一
个中国人能到炎黄子孙的始
祖故里来，是广大台胞的心
愿。”张老告诉记者，这次参加
拜祖大典，他实现了回国、回
家、祭拜祖先、祈福中华的诸
多愿望。参加神圣的拜祖仪
式，觉得中原儿女的心都被凝
聚在一起，真正体会到“同根

同祖同源”，希望以后能常回
来看看。

福建客家代表团的刘善群
先生今年已76岁高龄，但精神
矍铄。在与记者交谈中，他一
直感慨河南变化巨大，这次拜
祖，光他们一个县就来了5人。

“一是为了拜祖，二是为了学习
经验。”他说，在客家也有传统
的拜祖大典，中原古文化习俗
保留很多，希望这次来能学习
中原文化，为客家文化的发扬
提供更好经验。“拜祖大典是
一件好事，为团结中华民族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为五湖
四海各不相识的人们结为朋
友提供了平台，增强了我们
的民族凝聚力，更为祖国以
后的繁荣昌盛祈福。”

本报记者郑磊文许大桥图

客家组团朝拜始祖

高唱颂歌是每年拜祖大
典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年特别
邀请了著名歌唱家毛阿敏和
奥运女孩林妙可领唱《黄帝
颂》。当身着薄薄淡紫色纱裙
的毛阿敏缓缓吟唱出“和平天
下，国运兴昌，和睦百姓，社稷
安康……”的歌词时，观众深
深为她富有质感的声音和大
气的舞台风所折服。

“毛阿敏的声音比在电
视上还好听，不愧是实力派
唱将。”毛阿敏的声音刚起，

记者就听到周围的观
众在啧啧称赞。

不过采访毛阿敏却并不
那么容易，记者在现场转悠了
几圈也没找到毛阿敏，后来还
是通过现场的直播画面猜测
出她的位置在祈福树下，然后
急匆匆赶到附近。只见毛阿
敏已经演唱完毕，裹上军大衣
准备离开。记者快步跟随毛
阿敏，边走边问：“是第一次参
加拜祖大典吗？”毛阿敏笑着
点点头。“那感觉如何？”“《黄
帝颂》的曲子很美，歌词也很
好。”采访结束时，毛阿敏笑着
对记者说“谢谢”。

本报记者 秦华

与外国“名嘴”记者过招儿，
对话归国华侨……在拜祖大典
现场，各路新闻记者忙碌采访
时，本报精心挑选的9名小记者
也穿梭于会场的各个角落，认真
采访与会来宾，成为此次新闻采
访活动中一道靓丽风景。

拜祖大典仪式刚结束，来
自纬五路二小的赵舒畅便在会
场内找到了采访对象——一名

外国“名嘴”记者，看到赵舒畅
胸前佩戴的大大的记者证，手
里攥着的录音笔，该记者欣然
接受采访。赵舒畅用流利的英
语采访，该记者也用英语回答，
引来周围啧啧赞叹声。

在9名小记者中，来自互助
路小学的牛科菲是年龄最小
的。她“逮住”几个英国华侨就

“穷追不舍”：“请问，您为什么要

来参加拜祖大典？”牛科菲的第
一个问题还挺专业，得到满意的
答复后，她直接问第二个问题。

记者留意到，在牛科菲采访
的同时，其他小记者有的在一旁
记录，有的在摄影，还真是一个
分工明确、高效作业的专业团
队。小记者们大胆、创新、活泼
的提问方式吸引了来往的嘉宾，
有几个团体成员还专门跑过来
跟小记者们合影。

本报记者 郑磊张震 文
宋晔 图

世界华人华侨联谊会名誉会长
兼中华国际华人总商会筹委会名誉
会长柳成江带领 8 位新加坡华人到
新郑拜祖，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回到家乡真好，感觉特别亲
切。”柳成江告诉记者，灿烂的中原文
明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郑州的少

林文化、奇山秀水更是深深吸引着
他，此次是他第二次来新郑参加拜祖
大典，“这个活动很好，把海内外的兄
弟姐妹们聚在了一起。”

柳成江还告诉记者，他近期正
在创作一篇 900 多字的《黄帝魂》，
想在国内发表。当柳成江随后询

问记者的工作单位，当得知记者在
郑州日报社工作时，他兴奋地问：

“我回头把《黄帝魂》发给你行不
行？你帮我投寄到合适的单位。”
记者告诉柳成江，《郑州日报》有享
誉度较高的副刊版，他的文章有机
会在本报发表，他听了更是激动不
已，连连拜托记者要帮他转给副刊
版的编辑。

本报记者 秦华

小学生汉服拜始祖
“天地大德，生养万物，博厚高明，化

育群生……”拜祖大典结束后，30 名身穿
经典汉服的小学生站在轩辕黄帝像前，模
仿古礼举行另一场拜祖活动，毕恭毕敬的
鞠躬礼引来了不少市民争相模仿。

记者打探到，这篇《庚寅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祭语》是河南少年先锋学校郭帅
华老师所做，全篇分《拜天地祭语》、《拜先
祖祭语》、《拜圣贤先师祭语》三部分，洋洋
洒洒的文字中饱含感恩热情，短短数百字
是对天地、祖先、圣贤的热情歌颂。而孩
子们使用的礼数周全的鞠躬礼，让不少拜
祖的市民大开眼界。

郭帅华告诉记者，穿汉服祭拜是一种
礼的表现，而汉服宽大，衣袖和腰带上又
绣着传统的吉祥花纹，大气磅礴，显示出
东方文化的厚重，宽大雍容又不失单
调。他和学生积极倡导汉服拜祖，用这
种恭恭敬敬的方式来表达对天地和先祖
及圣贤的崇敬之情。郭帅华表示，他已
经多次参与到宣传汉服礼仪的活动中
去，他相信这种长期坚持的结果会使学
生知礼明理，拜祖大典则让他和学生们
有机会再次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次温
故知新。 本报记者 郑磊

本报讯（记者高 凯 文/
图）4 月 16 日，就读于新郑实
验小学的范蕾一大早起床后，
就匆匆赶到了迎亲门下。今
天范蕾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那
就是手捧鲜花敬献给来到新
郑参加拜祖大典的首长。

10 岁的范蕾是一个热情
大方的小姑娘，她告诉记者：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新郑有
那么多小朋友，我能有幸成为
一名献花的少先队员，感到非

常自豪。被选为献花的少先队
员后，除了每天在老师的安排
下训练外，回到家中，还拉着爸
爸、妈妈一起练，自己的动作和
姿势比刚开始标准了很多。”

范蕾还告诉记者，往年的
拜祖大典，她都是通过电视直
播观看，而今年她不仅可以在
现场感受热烈气氛，还成了为
大典服务的一员。虽然自己
力量有限，但能为拜祖大典尽
上一分力，她感到特别光荣。

绚丽彩虹喜迎宾朋
当朝阳露出清新笑脸，黄帝

故里——新郑已早早“醒来”。
锦衣锣鼓队伍和手持鲜花的乡
亲和孩子们站在通往拜祖的道
路两旁，翘首期待海内外嘉宾的
到来。

上午 9：20，当载着贵宾的车
队即将到达迎亲门时，一道绚丽
的彩虹不期而至，天空中赤、橙、
黄、蓝、紫的缤纷引得现场一片沸
腾，欢呼声、惊叹声此起彼伏。

9 时 55 分，金色的艳阳暖暖
洒满轩辕故里，昌运门外的仿古
街上，400 人的盘鼓队伍同时擂
响喜庆的鼓点。随即，800 名学
生挥舞着带有两米绸带下摆的
折扇，整个百家姓广场顿时成了
一片绿色的、象征“风调雨顺”的
海洋。热烈祥和的喜庆场面以
及故里儿女的热情好客和期盼，
让车内许多离开故土多年的海
外游子激动得热泪盈眶。

龙腾狮跃“舞立方”
9 时 58 分，雄浑的黄帝宝鼎

下，宽敞的百家姓广场上，作为
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主
要亮点之一，由奥运开幕式活字
印刷术舞美总设计师姜刚编创
的“舞立方”正式在嘉宾面前揭
开神秘面纱。

音乐声中，100 名武校学生
组成的 50 头红色狮子、200 名农
民组成的9条巨龙从不同的方向
冲进人群，穿插在这 800 名学生
组成的“舞立方”中，龙腾狮跃，
喜迎四海寻根人。随着音乐的
变幻，学生们手中的绸缎同时换
为象征“薪火相传”的红色，红色
的绸带随风飞扬、金发红体的狮
子威风凛凛、金鳞红身的巨龙此
起彼伏——整个广场成了欢乐的
海洋。

在汉阙前，迎候在这里、身
着艳丽汉服的礼仪人员捧出盥
洗盆，用青青柳枝为每一位来宾

“洗去”铅尘，并为他们佩戴上黄
帝丝巾。传统而庄重的沐浴仪
式后，领导和嘉宾在礼宾的引领
下，怀着虔诚的心情走向拜祖
广场。

很高兴 我们回家了
在嘉宾团缓缓通过汉阙、走

进黄帝故里的时候，一支打着条
幅、身穿唐装的队伍显得格外显
眼，他们是“世界客家拜组团”。这
支来自全球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
310人的“庞大”队伍中，人人穿着
唐装、佩戴一枚客家章和一枚炎
黄二帝的章。

河南华夏客家联谊会会长
徐德志身穿一套大红色的唐装，
胸前还装饰有龙的图案。他告
诉记者：“我们300多人来自世界
各地，今天要代表全球海外 1 亿
多名客家人拜祭祖先，祈福中华。”
据了解，他们的唐装是统一订做
的，在接到邀请后，他们就忙不迭
地统计人数、设计服装。

陕西客家联谊会会长李世
文身穿一套深红色的唐装，他
说，他在今年清明的时候参加了
在西安的祭祖，“河南拜祖大典
人更多，节目更丰富，也更吸引
人”。他说，这支客家人队伍里
有柬埔寨、美国、印尼、泰国、新
加坡、加拿大等不同国家的客家
人，“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从事
不同的工作，可是我们都是中国
人，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非常高
兴来到郑州新郑，感觉真是回到
了家。”

衷心许愿祈福中华
在金光闪闪的祈福树下，一

个个祈福牌写下的是一个个心
愿，一张张虔诚的面庞印下的是
一个个福祉。

雄壮的《龙的传人》歌声中，
邢燕子、“草原英雄小姐妹”龙
梅、玉荣等 7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
感动中国 100 位人物代表；
邓亚萍、田亮、周洋等 5 位
奥运会、冬奥会冠军；徐
虎等 8 位全国优秀建设
者……18位炎黄子孙的
骄傲，颈带黄丝巾，手拿
祈福牌，缓缓地登上了
祈福台。

18位嘉宾把写有祝
福的祈福牌挂上祈福
树，一个个祈福牌在微
微的春风中飘舞，仿佛

把“祝福中国”、“平安中国”、
“祝愿中华繁荣昌盛”的心愿送
上了云霄，送向了神州大地。
祈福树下，18 位嘉宾或是双手
相扣，或是紧闭双眼……大家
都在默默为中华祈福。

和平鸽放飞希望
当大典接近尾声，在悠扬的

音乐声中，来自京港澳台四地的
4 名儿童，手捧着白色的和平鸽
缓缓走来。

走在最前面的是 12 岁的北
京女孩林妙可。“第一次来参加
拜祖大典，感觉特激动！”小妙可
告诉记者说，她作为炎黄子孙能
参加拜祖大典感到很兴奋，爸爸
妈妈都为她感到骄傲。“我喜欢
河南！”来自香港的曾凯栭虽然
只有 6 岁，可面对记者的回答却
干脆利落。

来自澳门的黄梓泓性格活
泼，今年10岁的他虽然第一次来
河南，却已经喜欢上了悠久的中
原文化；而来自台北的林腾睿，
因为爸爸妈妈工作在河南，早已
爱上了河南，爱上了郑州，把这
里当做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当孩子们放飞和平鸽的刹
那，全场人都和4个孩子一起，默
默为祖国送上衷心祝愿：愿中华
民族繁荣昌盛，愿56个民族团结
友爱……

本报记者 王红 高凯 张乔
普 李娜 陈凯 郑磊 王晋晋

迢迢拜祖路 拳拳赤子心 殷殷聚首情
——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侧记

小记者过招外国“名嘴”

毛阿敏高歌领唱《黄帝颂》

童心鲜花敬献嘉宾

创作《黄帝魂》欲投本报

艳阳送暖、清风荡漾，轩辕故里一派明媚春光。
昨日上午，庚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新郑拉开帷幕。

这是一场民族祖根圣地的大团聚，来自海内外的两万多名炎黄

子孙，怀着同样虔诚、同样炽热的情感聚首，共同祭拜中华民族的

“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缅怀我们的共同先祖。

圆满完成歌舞迎宾演出的学生欢呼雀跃。
本报记者丁友明 摄

上图嘉宾在祈福树上悬挂祈福牌。下图“舞立方”舞
来风调雨顺。 本报记者 李 焱 摄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庚寅年庚寅年 敬拜始祖敬拜始祖

本报讯（记者 王晋晋 实
习生 丁静茹）昨日上午，在和
煦的春风中，庚寅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在新郑市隆重举
行。拜祖大典现场媒体云集，
对大典盛况进行了全方位的
报道。

据悉，前来报道今年拜祖
大典的媒体有人民日报、新华
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
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新闻社、中国国际广播电
台、中国日报、中国妇女报等
中央媒体，香港TVB8、香港文
汇报、香港大公报、香港商报、
香港经济导报、台湾联合报等
境外媒体，人民网、新华网、央
视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
中国经济网、光明网、中国网、
中青网、新浪网、搜狐网、腾讯
网、网易网、凤凰网等知名网
络媒体，广州、南京、杭州、成
都、昆明、贵阳等外省省会主
要媒体及省市媒体，共 300 余
家800多名记者。

拜祖大典现场开设了全
球华语广播联盟国际大联播、
全国知名网络媒体聚焦拜祖
大典等直播间。国际大联播
联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海峡之声广播
电台、美国时代华语广播电
台、纽约中国广播网、澳大利

亚3CW中文电台等海内外50
家华语电台对拜祖大典盛况
进行了国际联播，覆盖港澳台
地区及东南亚、美洲、澳洲等
地。中央 12 大重点新闻网
站、4 大门户网站等 175 家知
名网络媒体对大典进行了网
络视频直播。大典告成时仅
腾讯网单条新闻点击达 7500
万人，当天收看网络视频直播
的网民达 4500 万人次。截至
16日下午，经百度搜索自动聚
合，大典新闻列百度焦点新闻
第一位，“拜祖大典直播”列
百度新闻热搜词第一位，成为
当天网民最关注的新闻事件。

据悉，大典当天中午，中
央电视台整点新闻播发了拜
祖大典成功举办的消息，东方
时空对拜祖大典做了专题报
道，凤凰卫视资讯台整点新闻
对拜祖大典九项仪程做了介
绍，并专门提及本届拜祖大典
拜祖文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恭读。台
湾东森电视台播发了拜祖大
典新闻，河南电视台、深圳电
视台、郑州电视台等对拜祖大
典盛况进行了全程直播。

参加大典报道的其他新
闻媒体也结合各自特点，采用
多种方式，对大典做了精彩纷
呈的报道。

300余家媒体
瞩目拜祖大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