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祈福树下
虔诚许愿祝福中华

在金色的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祈福树越发璀璨迷
人。“祈福祖国繁荣昌盛”、“祈福民族和谐”……矗立于黄
帝故里景区内的金色祈福树下，一个个摇曳多姿的祈福
牌，代表着炎黄子孙的虔诚心愿，写满着中华儿女对祖国
繁荣昌盛的祝福和期盼。

9时 40分许，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缓缓来到祈福树
下，在雕刻有黄帝像的祈福牌上写下“两岸和平、国泰民
安”的祈福语，悬挂于金色的祈福树上，祈福华夏统一。

“来河洛故里拜祖，感到非常兴奋。”站在金色祈福树
下，面对汉白玉黄帝塑像，张昭雄深情地说，在台湾很多人
讲河洛话、自称“河洛郎”，认为自己的根在中原，而河南是
河洛文化的发源地。炎黄子孙不忘本，两岸本是一家亲，
希望用拜祖这种形式，为华夏一统贡献自己的力量。

10时20分，站立在颂歌台和祈福台上的320名颂歌
演员，在著名歌唱家殷秀梅和童星李木子带领下齐唱《黄
帝颂》，庄重悠扬的颂歌唱出了亿万华人的心声。和着韵
律悠远的古乐，身着盛装的 60 名演员翩翩起舞，用曼妙
的舞姿向轩辕黄帝表达着世代子孙的景仰之情。

10时 30分许，在悠扬绵长、旋律优美的《龙的传人》
歌声中，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长女刘爱琴等18
位炎黄子孙的骄傲，共同在拜祖文长卷上落款用印，在祈
福树上悬挂祈福牌，并登上拜祖台，共同祈福祖国更加繁
荣昌盛，祈福中华民族早日实现伟大复兴。

“拜祭黄帝先祖、诚愿中华振兴”、“祝祖国繁荣昌
盛”、“爱我祖国、祝福中华”……在礼仪的指引下，18 位
嘉宾把写有自己祝福语的祈福牌虔诚地挂上祈福树，霎
时四周礼花喷射而出，仿佛把这些心愿送上了云霄，送往
神州大地。

百家姓广场
彩狮耍龙喜迎宾朋

条条江河归大海，千枝万叶一条根。世界华人，同
尊一个祖先，共认一条根脉。这个凝聚力，就来源于黄
帝、黄帝精神和黄帝文化。河南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
地，也是姓氏的重要发源地。宽敞的百家姓广场上，排列
着整齐的姓氏墙，五面墙壁上，3000 个姓氏几乎可以让
每一个认祖归宗的炎黄子孙找到“家”。

通高6.99米、重24吨、直径4.7米的黄帝宝鼎，在3.9
米高的鼎坛上巍然耸立。鼎腹的九龙，寓示九州；龙首的
宝珠，象征国家之光；鼎足为熊足，寓意黄帝立国于有
熊。宝鼎周围的八个小鼎，4圆4方，通高1.25米，兽面纹
饰，与宝鼎形成九鼎这一最高规制。旭日蓝天下的黄帝
宝鼎雄浑壮观，一条猩红的地毯穿过鼎坛，从广场入口一
直延伸到汉阙前。

9时30分，入场仪式开始，参加拜祖大典的领导和嘉
宾缓步走上红地毯，迈步登上鼎坛。

伴随着振聋发聩的迎宾曲，武校学生组成的红色狮
子队和两条银色的巨龙依次冲进广场，穿插在彩旗队伍
中，喜迎四海寻根人——整个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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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而庄重的沐浴仪式后，在礼宾的引领下，来宾
们怀着虔诚的心情走向拜祖广场。

拜祖“军团”
认祖归宗不忘考察

在嘉宾团缓缓通过汉阙、走进黄帝故里的时候，一支
打着条幅的队伍显得格外显眼，他们是远道而来的香港拜
祖“军团”。

“一来认祖归宗，二来考察投资环境。”活动现场，身兼
多重“身份”的香港代表团很忙碌，虽然成员只有7人，但西
装革履的他们，还是成为拜祖“军团”的焦点之一。

“感觉新郑变化很大，环境更美了。”简单的交流中，记
者能感觉到香港客人对新郑这片沃土的情有独钟，“这里的
人民很热情，不但宜居，更适合投资。”

正在研究新郑市情的陈翘标告诉记者，他们所经营的
高宝包装（郑州）公司，已在新郑落地投产，此行的目的兼顾
进一步考察投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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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五湖四海的朋友提供了平台，增强了民族凝聚力，
更可为祖国今后的繁荣昌盛祈福。”陈翘标说，参加这样神圣
的拜祖仪式，觉得中华儿女的心都被凝聚在一起，真正体会到

“同根同祖同源”的信念，希望以后能多参加此类活动。
作为经营者团队，拜祖之余，陈翘标等人仍“不忘本

行”，一丝不苟考察投资环境。
“新郑交通发达，投资环境越来越好。”他说，这次不虚

此行，看到这么好的投资环境，他们也吃了定心丸，并准备
3年内扩大投资和生产规模。

汉阙大门
轩辕桥畔喜迎嘉宾

春意盎然，柳意正新。洗去纤尘的嘉宾们踏着红地毯，
缓步走过汉阙门。

汉阙门，也就是黄帝故里景区的大门，走过这里，也意
味着真正进入了景区。这座汉阙门的形状为蜂腰形子母
阙，高 17.08 米，东西两阙之间净距 24 米。阙，便是最古老
的门，用石雕刻而成的阙，上面往往有铭文和浮雕，用来记
官爵、功绩和装饰。

顺着红地毯，两侧保卫人员站得笔直，整个场景肃穆而
又端庄。

一步一步，带着憧憬，带着朝圣的心，嘉宾们踏上了轩
辕桥。桥的两侧，是开得正艳的桃红李白，而刚吐新芽的垂
柳，也让春意一览无遗。轩辕桥是古轩辕祠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古人为拜谒始祖轩辕黄帝，在祠前专门修建的。原桥
为明“隆庆四年”即公元1570年所建。桥东侧，有阴刻篆文

“轩辕桥”三个字。由于朝代更迭、历史变迁和地形地貌的
变化，此桥被沉埋地下多年。2002年3月，新郑市决定恢复
轩辕桥这一景观，在开挖新桥桥基时，正巧与古桥址相合。
说明从古到今，轩辕子孙的心是相通的。新修的这座轩辕
桥，长12米，美观、典雅，如长龙卧波，横跨于姬水河上。站
在轩辕桥上，嘉宾们举目而望，便是黄帝纪念馆了。

景区入口
海外华人洒泪故里

每年的拜祖大典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在黄
帝像前，敬香、作揖、磕头，成为他们的共同心愿。

6时 50分，参加拜祖的嘉宾开始乘车赶往新郑拜祖现
场。“走进黄帝故里，我整个身心都是颤抖的！”8时30分，在
黄帝故里景区入口，美国加州执照针灸医师公会福利部副
主任黄庆媛激动地对记者说。

黄庆媛是随同美国加州中医药代表团来郑的，代表团
一共31人，团长是生于郑州的张丽莉。

“离开郑州十几年，感觉变化实在太大了！”张丽莉说，
作为郑州人，看到郑州发展这么快，自己感觉特别自豪。

当《黄帝颂》一遍遍地播放，当海外华人接踵而至时，
同样是离开祖国多年的黄庆媛眼角噙满了眼泪。她说，这
几年自己只掉过两次泪，一次是汶川地震，那是难过的泪，
一次是现在，这是激动的泪水。

78 岁的台湾人陈国宁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1968
年，他在台北担任区委书记，随后，又移民到美国，在加州政
府工作。久经政治风云的老人，在黄帝像前九拜后也流下了
激动的泪。他说，同根同源，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看到祖国发
展这么好，我很欣慰，对于祖国未来的发展，我充满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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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万水千山归宗寻祖 万语千言祈福中华
——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侧记

本报记者 汪辉 王红 覃岩峰 李娜 张乔普 郑磊 秦华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
睦和谐”。昨日上午，辛卯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新郑隆
重举行。来自海内外的两万
多名炎黄子孙，怀着同样的
虔诚，共同祭拜中华民族的
人文始祖轩辕黄帝。

“我们回家了！”无论是
在拜祖广场，还是在祈福树
下，这些千里迢迢回家拜祖
的海内外炎黄子孙都在心里
默念，他们有一个共同心愿：
祈福祖国繁荣昌盛，祈福民
族和平和谐。

迎亲门前
浓浓寻根拜祖情真

“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相传农历三月初
三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诞生日。长久以
来，每到这一天，世界各地的华夏儿女都会来到黄帝出生、
创业、立国、建都的新郑来寻根拜祖。

昨日上午，新郑市浸润在节日的欢乐中。9时整，载着贵
宾的车辆依次而来，道路两旁，更是挤满欢声笑语的人群，大
家自发走出家门，用笑脸和热情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

暖阳下，仿古街迎亲门上，金色的底色上布满祥云图
案，“迎亲”二字鲜艳夺目。300 个盘鼓同时敲响，激昂铿
锵，震人心魄；300面红旗同时舞动，猎猎飘扬，尽情释放着
中华民族热烈奔放、激昂豪迈的情怀。饱含着回家的喜悦，
海内外华人代表依次走过轩辕桥，走进梦回千年的黄帝故
里。人群中，有白发苍苍的老人，有抱在母亲怀中牙牙学语
的婴儿……无论年纪，无论身份，在这里，人们统一戴着象
征吉祥和黄土含义的黄帝丝巾，怀着对先祖崇敬和爱戴的
心情，汇成人流，涌向拜祖广场。

放飞和平鸽
承载美好祝福愿望

10时 40分，来自北京、台湾、香港、澳门的李木子等
四个小朋友，在人文始祖面前，放飞洁白的和平鸽，表达
了中华儿女对圣世昌平的期待和祝福世界和平和睦和谐
的美好愿望。“大典告成”的声音一落，刹那间，全场礼
花怒放、金龙吐水、彩球腾空而起，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新郑实验中学、新郑苑陵中学、塔沟武校的300余名
学生参与了放飞气球这一环节。别小看这个环节，为了
使动作更整齐利落，他们已在大典现场排练了3天，每天
都是 5点多起床，6点多就赶到现场。虽然辛苦，学生们
却从未叫过累。

大典结束，不少前来拜祖的嘉宾仍难掩激动心情。
他们说，前来祭拜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感觉就是

“回家了”。

昨日上午，辛卯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圆满完成各项仪程后，市委常委、宣传部
部长丁世显现场接受了海内外媒体的联
合采访。

丁世显表示，今年的拜祖大典准备
得非常充分，组织实施得非常顺畅，取得
了圆满成功。所有嘉宾，怀着对始祖的

崇敬心情，虔诚地参加了大典，场面整齐
有序；各项仪程在既往规制的基础上，具
体表现形式做了相应的改进、提升，更加
符合大典的内涵、主题。尤其是今年的乐
舞敬拜、高唱颂歌、天地人和三个环节格
外精彩，场面壮观、漂亮、吉祥。今年的拜
祖文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

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亲自撰写、
诵读，文章涵盖了黄帝文化、国家发展和
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内容，使人受益匪浅。

对于海外媒体提出的如何通过拜祖
大典向世界介绍中国文化时，丁世显表
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其源头和基础就
是黄帝文化。海外人士参加拜祖大典，可

以切身感受黄帝文化。丁世显希望海外
媒体多感受中原文化、黄帝文化、中华民
族文化，真诚希望他们把中华民族的优秀
文化和黄帝文化带到世界各个角落，传递
给世界各国人民。

对于媒体提出的邀请两岸三地多方
面人士参加拜祖大典的意义时，丁世显表
示，国家统一既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
传统，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现实愿望。
通过拜祖大典，两岸三地同胞共同追思人
文始祖，有助于两岸同胞按照黄帝文化的
精髓，进一步增进了解和互信。丁世显表
示，通过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共同努力，祖
国的统一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也一定能实现。

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源
——访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丁世显

本报记者 张乔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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