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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壬辰

责编 史越三 编辑 王一博 校对 邢廷惠

中华民族的根在这里
——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老外看点”

栏目主持人朱力安

“去年我就参加了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今年是第二
次，由于今年是龙年，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二者叠加在一
起，我感觉大典显得格外盛大和庄重。”法国人、中国国际广
播电台“老外看点”栏目主持人朱力安（Julien Gaudfroy）用流
利的中文表达着自己的感受。

经常在电视露面的朱力安在中国是个名人。他1979年生于
法国巴黎，1999年来到中国，2004年开始担任中央电视台西法频
道翻译及配音工作，主持中央电视台《快乐中国》节目。后拜著名
相声表演艺术家丁广泉为师，参加全国相声大赛，获得二等奖。

“我觉得，那么多海外华人华侨之所以不辞辛苦、漂洋过
海来到这里，如此虔诚地拜轩辕黄帝，就是因为中华民族的
魂在这里，中华民族的根在这里！”对中国文化颇有了解的朱
力安的回答着实让人感慨，“中国璀璨的华夏文明可以追溯
到几千年前，之所以生生不息，是因为代代中国人的不懈传
承。当然，传承的方式多种多样，其中拜祖大典是重要平台。”

作为媒介同仁，采访结束之时，朱力安像中国小学生那
样认真地写下对郑州日报的祝福——天天向“上”。

本报记者 卢文军

黄帝文化研究还需加强
——访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

文献学博士生导师王立群

“三月三不单单是祭拜黄帝诞生的，同时也是古人对生
育的一种崇拜。黄帝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以后对此的研究
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昨日上午，在壬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现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王
立群，开门见山地对记者说。

谈及今年拜祖大典活动，王立群说：“今年的整个拜祖活动
场面大气、紧凑。能亲身参与今年的拜祖大典，我感觉很荣幸。”

今年拜祖大典，王立群为炎黄子孙评点华夏历史文明话题。
每年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内容都有更新，场面也更加气势恢

宏。对此王立群说：“每年一次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都有进步，这是
值得称赞的。但我个人认为，拜祖大典活动应该再多融入一些与黄
帝文化有关的内容，让更多的中华儿女了解‘三月三’的含义。”

“该如何加强黄帝文化的研究呢？”记者问。对此，王立
群毫不隐讳地说：“这样的研究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事情，这需
要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只有这样，才能让黄帝文化的内涵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黄帝文化与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结合
的越紧密，这项活动的影响力才会更加深远。”

本报记者 陈凯 高凯

为家乡发展做出贡献
——访台湾女企业家协会创会理事长

马爱珍

一头银发，精神矍铄，笑语盈盈。72岁的马爱珍站在
人群中，很容易被认出来。记者无意间和她攀谈，才知道
对面的这位竟然是台湾大名鼎鼎的“马大姐”。

“我可是地地道道的河南人。”马爱珍眯着眼睛，笑眯
眯地看着记者。“我老家是南阳市社旗县，这几年我可是年
年回老家。”

为两岸经贸往来奔走了 20 多年，素有“两岸经贸红
娘”之称的马爱珍告诉记者：“这一次我是应河南省妇联的
邀请，带着25名台湾的女企业家来郑州的。每次回来，都
为家乡的变化感到高兴。”

“拜祖大典很好。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我们
都是炎黄子孙。三月三，拜谒祖先，认祖归宗，这是好事。
走到哪儿，都不能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作为台湾女企业家协会创会理事长、台湾农渔业
产销联盟发展协会理事长，大典结束之后，马爱珍就要
奔赴洛阳考察一个农业项目。“河南是农业大省，是一
个广阔的市场。我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为家乡的发
展做出贡献。” 本报记者 张乔普

今年大典效果更好
——访省辖市市长级干部、壬辰年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
丁世显

昨日上午，壬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圆满礼成。大典结
束后，我市省辖市市长级干部、壬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组
委会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丁世显接受了海内外媒体的联合
采访。

丁世显表示，今年的拜祖大典非常圆满，非常成功，效果
比以往更好，影响力比以往更大。大典所有环节进行得非常
流畅，现场庄严、肃穆，彰显了“国典”风范；海内外万千华人怀
着共同的心愿前来拜谒始祖，现场有序、和谐。“这些都为进一
步提升大典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丁世显透露说，大典上升为“国典”之后，省委、省政府和
国务院侨办领导对大典的继续举办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
求。我们将按照要求，在今年成功举办的基础上，更加注重
细节的提升，继续提高标准、扩大规模。

丁世显说，黄帝故里是轩辕黄帝——我们人文始祖的祖
根地，是先人们劳动、创业的地方。我相信，立足于中原大地
根深、叶茂的文明，通过我们这些后人的努力，认真总结今年
的成功经验，今后的拜祖大典将会一年比一年办得好，大典
这张靓丽的名片一定能够走向世界各个角落。

本报记者 张乔普 刘伟平

投资新郑机不可失
——访河南省驻深港澳联谊会副会长

李保财

“有句话是‘得中原者得天下’，彰显了中原地区在战略
投资中的重要地位和发展前景。新郑市是中原地区的航空
港口、对外门户，可以说是中原地区可以率先考虑投资的宜
居宜业城市。”河南省驻深港澳联谊会副会长、深圳联创集团
董事长李保财开门见山，并对新郑投资发展充满信心。

李保财说，他和一些朋友都有投资新郑的意向，因为他们在
新郑一方面实地感受到了“实干”的氛围，感受了“真挚”的友情。
另一方面，常有人说，做什么事情，天时地利人和很重要，三者缺
一不可，在他看来，现在的新郑三者都具备，非常适宜干大事情。

其一是“天时”：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建设快马加鞭，
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连续成功举办成就美名，让新郑有了
天然的发展机遇；其二是“地利”：新郑市是中原地区少有的
交通异常便利的地方，非常具有地理优势；其三是“人和”：新
郑人很勤劳实干，搞经济发展实实在在，办拜祖大典一丝不
苟，对外来客、投资商表现出非常高的热情。

李保财说：“今年的拜祖大典，立意新，特色突出，非常大
气，是非常不错的一届拜祖大典，让人十分难忘。”

本报记者 高凯

如有机会还来河南
——访青年歌唱家谭晶

著名青年歌唱家谭晶是壬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黄
帝颂》的领唱。

大典的第六项仪程是高唱颂歌。早在第四项仪程的
时候，谭晶就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祈福树前面等待。
精致的妆容，湖蓝色长纱裙，在金色祈福树的映衬下，谭晶
显得更加优雅、高贵、大气。音乐响起，谭晶投入演唱，悠
扬的歌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位嘉宾。

谭晶从祈福树走往休息室的路上，人群里有人高喊
她的名字，她便回头报以微笑。“虽然来过河南很多次，
但拜祖大典是第一次参加，大典办得非常好，我很喜
欢。以后如果有机会，我还会来。”面对记者的提问，谭
晶微笑答道，没有一点明星的架子。谭晶说，她在上学
的时候在炎黄广场的二帝雕像前照过相，这回是 3 月 23
日晚上到达新郑，河南新郑人民更加热情，到了这里就
像到了家一样。

记者也是谭晶的粉丝，当被问到今年歌唱工作的打
算，她说今年是建军 85周年，所以今年会以到部队演出为
主。采访结束时谭晶表示，之前就经常到河南来，以后来
这里会更加频繁。当被要求为本报写祝语时，谭晶便认真
地在纸上写下“祝愿郑州日报越办越好！”

本报记者 刘伟平

看龙腾故里 祈盛世中原
——访拜祖大典百家姓广场文艺节目编

舞蔡薇蔓

“龙是中华儿女共同的图腾，今年又是龙年，我们的表
演增加了‘九龙阵’，象征盛世中华，同时也祈福炎黄子孙能
继承龙马精神，越来越好。”在拜祖大典典礼开始之前，解放
军某部政治部文工团副团长、拜祖大典乐舞敬拜编导蔡薇
蔓正在忙碌着指导最后的彩排，从 2009年开始担任拜祖大
典编舞的她，今年将一场以“龙”为主题的精彩表演呈献给
世人。

“每年编舞的时候，我们都围绕同根同族同源、和平和
睦和谐的主题，在形式上不断创新，今年的亮点就是‘九龙
阵’。”蔡薇蔓指着正在“飞舞”的九条“巨龙”告诉记者，之所
以选择“九”，意味着九九归一，也意味着永不满足、永远进
取。由于今年是龙年，自然会考虑龙的因素，用腾跃的龙来
显示整个中华民族的蓬勃发展和盛世情况。

除了让“九龙”欢腾迎宾，蔡薇蔓还在“旗阵”表演中增
加了舞蹈的动作，“以前旗阵只有武术动作，为了让表演更
加贴合音乐，更加美观，我们增加了一些舞蹈动作，使整个
表演看起来亦刚亦柔，更加完美。”

本报记者 李娜 张乔普

拜祖很有归属感
——访央视主持人朱迅

2009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央视著名主持人朱迅就曾
来到新郑现场主持。时隔3年之后，朱迅又一次成为壬辰年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主持人。昨天在拜祖大典活动现场，故
地重游的朱迅不但有了新感受，更有了新发现。

“我觉得这次的拜祖大典比以前更加严谨，而且对于拜
祖的历史渊源有了更深刻的诠释。”朱迅对记者说。“河南每
年举办的拜祖大典活动，把全世界华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新
郑，得以让更多的华夏儿女追根寻源，这确实体现出了河南
人的能力和拜祖大典的影响力。”朱迅说。

“主持这次拜祖大典，我专门到黄帝故里对面的百家姓
墙找到了自己姓的来源，我的这个姓源于黄帝孙子的一个分
支。这样说来我的祖先就出生在河南，我也应算是河南人
啦！”朱迅笑着说，“抛开主持人的身份，我个人能亲身参与到
拜祖大典中，在百家姓墙上找到自己姓氏的由来，这本身就
有一种很强烈的归属感。我相信参加拜祖的人们跟我有相
同感受的人一定还有很多。”

最后，“老乡”朱迅还不忘对拜祖大典提出自己的建议，
“希望以后的拜祖活动能更多加入历史渊源方面的元素，让
拜祖大典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让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能在拜祖
中‘回家’。”

本报记者 陈凯高凯

希望家乡越来越好
——访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

副秘书长李广华

清瘦、矍铄，和身边的市民几乎没有太大区别。如果不
是在拜祖大典“祈福中华”仪程中看到他挂了祈福牌，记者
可能真的就会让李广华一路走向停车场了。

李广华的名片上印了十几个社会职务：欧洲华侨华人
社团联合会副秘书长、匈牙利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名誉会
长、匈牙利华人联合总会会长……不过，最让记者感兴趣的
却是“河南省海外联谊会理事”这个职务。

“我老家就是河南的。”李广华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
回河南老家了，不过，却是第一次参加拜祖大典。这次能在
祈福树上写上自己的祝福，李广华觉得“很荣幸”。

作为一名爱国爱乡的华侨，他领导的匈牙利华人联合
总会，不仅积极参与国内经济发展、社会救助等项目，而且
在北京奥运场馆的建设中做出了贡献。

“走到哪里，我们都是中国人。”李广华说，“全世界的华
人，都是炎黄子孙。大典能够凝聚中华儿女的爱国之心，是
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希望大典越办越好，希望家乡越
来越好。”

本报记者 张乔普

新郑黄帝故里，会聚四海宾朋。本报记者 许大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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