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文化凝聚人心，动人、动情
来自美国的邓普西，是郑州大学西亚斯国

际学院的一名外教老师。在新郑生活了七年
的他，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说起2006年第一
次现场参加拜祖大典时，他依旧显得很激动：

“在现场感觉很庄严、神圣，大气的音乐和优美
的舞蹈让我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力量，我觉得
通过拜祖大典是了解新郑和黄帝文化最直接
的方式。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天彩虹出来的那
一刻，简直太Amazing（难以置信）。”

邓普西说，他对中国文化有特殊的感情：
“像中国人这样身体力行的祭拜仪式很有意
思。在美国，我们的庆祝方式并不结合‘身体’
的参与，一般只靠一些物品来装饰或庆祝，比
如圣诞节和复活节。而拜祖大典，这种通过文
化来凝聚人心，是一种非常好的形式，甚至是
一种动心、动情的形式。”

即将到来的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带动
旅游升温，各地的旅行团纷至沓来寻根拜祖。

左图：在黄帝故里景区的百家姓广场，来自
安徽的游客们饶有兴致地观赏姓氏卧碑。

右图：文化底蕴厚重的新郑吸引众多游客
前来参观游览。

本报记者 李伟彬 实习生 贾凡 摄

改变了生活，带来了商机，接受了洗礼
今年 55 岁的王鑫志，是土生土长的新郑人，在黄帝

故里景区周边经营一家饭店，凭借着黄帝故里源源不断
的客流，饭店的生意红红火火。从小就在故里附近长大
的他，目睹着故里一天天的变化，他感慨地说，每年的拜
祖大典都会让故里周边的环境上升一个档次，让他们的
生活环境更加舒适，更给周围商家带来了商机，同时也让
更多普通老百姓接受到黄帝文化的洗礼。他说：“说实
话，以前没有举办大典之前，我真不清楚黄帝文化是咋回
事，现在经过每年拜祖大典的耳濡目染，我才真正发现咱
新郑的文化这么深厚。”

“拜祖大典其实更像一个全球的炎黄子孙回家探亲
的聚会，我们作为家乡人民，就要做好服务，让他们真正
体会到回家的感觉。”王鑫志说。所以他对自己店里工作
人员有着严格的要求，特别是在大典期间，要求每个人做
到微笑服务、礼貌用语，用实际行动向外地游客展示黄帝
故里人民的文化素养。

侯建芳
（河南雏鹰农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回望历史 传承文明
黄帝是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祖根，是华夏

文明生生不息的象征，是海内外华人魂牵梦绕
的精神寄托。

这么多年的拜祖大典对雏鹰的发展影响
深远。雏鹰集团在长期的发展中备受黄帝文
化的鼓励和熏陶。雏鹰汲取黄帝文化中开拓、
和谐的精髓，在企业建设中不断开拓产业链、
发展生态循环经济，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成
为中原经济区的一张绿色名片。每年的拜祖
寻根、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地传承文明；对企
业来讲，回望本身是为了更好地践行企业责
任，为助推中原经济区建设多做贡献。

《论语》有云，修己方能安人。作为本土龙
头企业的“掌舵者”，要想更好地传播黄帝文
化，雏鹰首先要保持企业自身的良好发展，才
能有力量弘扬故里文化；其次，在黄帝文化的
指引和教导下，大力发展企业自身文化建设，
用文化繁荣文化；第三，充分发挥企业自身的
示范带头作用，多向员工、同行及社会推广黄
帝文化；最后，积极响应中原崛起河南振兴的
号召，多投身于黄帝文化建设事业，支持、配合
拜祖大典。

石聚彬
（好想你枣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红黄文化 相得益彰
黄帝文化有着极强的凝聚力，它时刻提醒

着我们是同根、同祖、同源的血脉至亲。我们应
该并且需要通过拜祖的形式来寻找我们的根
脉，寻找我们的血亲，因此我们更应当好好挖掘
黄帝文化、发扬黄帝文化，提高民族凝聚力。

黄帝故里的拜祖大典不仅给新郑带来了
文化荣誉，同时也带来了经济效益。“大典聚人
气，人气生财气”。成功举办拜祖大典，带动了
新郑衣食住行游等各个行业的发展，尤其是旅
游业。旅游业的兴旺又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好
想你”红枣这一本土品牌的知名度，使得我们
的品牌扬名海内外。

在新郑，我们说有两种文化——红黄文
化。红文化就是红枣文化，黄文化就是黄帝文
化，我们公司把这两种文化有机地结合在中华
枣文化博物馆中。我们“好想你”会将黄帝文
化融合在企业文化之中，让全体“好想你”人都

成为黄帝文化的传播者，传播民族凝聚力、传
播社会正能量。

李彦伟
（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新郑卷烟厂厂长）

展示形象 义务担当
黄帝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放眼世界的

任何地方，只要有华人，就有轩辕黄帝的传说，
就有巨龙舞动的身影，就有炎黄子孙共同的文
化传承和身份认证。近几年来的拜祖大典，已
经成为连接所有炎黄子孙的精神纽带，吸引着
普天下的华夏儿女共同谱写中华盛世“中国
梦”的精彩华章。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举办，展示了新郑的
良好形象，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
新郑卷烟厂有义务也有责任在新郑的经济社
会发展和中原经济区建设中展现更大的担当
和责任，以更加优异的成绩报答新郑人民对企
业的深情厚爱。

张建华
（河南桑乐数字化太阳能有限公司总经理）

抓住机遇 不断进取
这几年来，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和黄帝文化

国际论坛成功举办，展示了新郑的良好形象，
提高了新郑的知名度，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了

更多机遇。这是我们公司选择落户新郑市的
一个重要原因。

同时，新郑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和交通优
势，而它也正契合了桑乐集团打造全国“48 小
时物流圈”的发展战略。正是基于新郑独特的
人文和区位条件，促成了桑乐集团落户新郑新
港产业集聚区。

作为中国太阳能行业领军品牌的桑乐太阳
能，更要在黄帝精神的激励下不断进取，始终秉
承“追求完美、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在太阳能
热水器研发、生产以及空气能热水器、光伏发电
等光热、光电领域，充分发挥自身的产业和规
模优势，为用户提供更节能的热水利用方案，
为绿色环保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为未来现代
化低碳城市的构图增添鲜活亮丽的元素。

赵伟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支行行长）

追求卓越 助推发展
轩辕黄帝为中华民族奠定了永久的文化

根基，中国文化能在5000年漫长的历史风雨中
绵延至今，正在于轩辕黄帝所赋予中国文化的
伟大个性和原创精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弘
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缅怀始祖功德，象
征着炎黄子孙血脉相连、薪火相传。

拜祖大典使咱们新郑经济活了，百姓高
兴，带动了新郑的文化旅游事业迅猛发展，推

动了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工作，为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了极大活力。作为企业，我们一直都以

“诚信、绩效、责任、创新、和谐”为核心价值观，
坚持科学发展观，提高市场竞争力，追求卓越，
推动了各项业务又好又快发展。我们将和全
市人民一起，继续围绕新郑经济建设，做好配
套金融服务，为实体经济提供有效资金支持。

马旭红
（河南恒天特种电缆集团行政总监）

唱响文化 发展经济
三月三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日益成为中

原文化一个响亮的品牌，拜祖大典不仅是对祖
宗的缅怀、民族的寻根，更是对民族价值的追
求。它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情感，锻造和发扬着
中华民族的精神。

对于新郑来说，这是很难得的提高关注度
和软实力的机会。黄帝既是中华民族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旗帜，又是中华文明继续
发展的力量源泉，也是中华儿女相互认同的文
化标志，因此新郑黄帝文化品牌的打造，具有
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拜祖大典让华夏儿女在新郑齐聚，不仅提
升了新郑的知名度，也为新郑带来更多的人气、
财气和商机。我们企业扎根新郑这片沃土，依
靠黄帝文化的支撑，凭借企业自身的优势，借大
典东风，积极唱响文化，不断提升自我，为新郑
市文化与经济事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张忠林
（新郑市滨河帝城幼儿园董事长）

先进理念 提升教育
秉承中华文明，传承历史文化，每逢拜祖

大典，社会各界精英人士广泛往来，汇聚新郑
黄帝故里。身为一名新郑教育工作者，我深感
自豪。拜祖大典不但汇聚各行业精英，提升当
地人气，同时将各界先进的发展理念带入，尤
其是先进的教育理念对我们当地教育文化产
生了诸多带动影响。

通过前期举办的参观博物馆与黄帝故里
等各项活动，孩子们领略新郑历代文化的精
髓，感受新郑文化的演变和发展，同时让孩子
们感受到人类文明的不断积累、发展和进步，
体会新郑历史沉淀的浓厚悠远、民俗文化的多
彩魅力，增强幼儿热爱家乡的情感和强烈的民
族自豪感。

黄帝黄帝文文化化古迹古迹
黄帝，作为中国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精神文明的肇造者，使中华民
族进入了文明时代。黄帝，这个万人
敬重的名字，在华夏儿女的心中，呈
现着耀眼的光芒；在中国历史的长河
中，奔涌着缅怀黄帝的浪潮……后人
为了纪念黄帝的种种恩德，建立古
迹，来追思黄帝。

黄帝故里祠

黄帝故里祠位于新郑市区轩辕
丘前，旧名轩辕故里，2002 年扩建时
易名为黄帝故里。这里是中华人文
始祖轩辕黄帝的出生地。汉代建祠，
历代多有毁修，明清修葺。明隆庆四
年（1570 年）于祠前修“轩辕桥”。清
康熙五十四年新郑县令许朝柱于祠
前立“轩辕故里”碑。

1990 年后新郑县人民政府又修
葺。2002年，在原轩辕故里祠基础上
进行扩建，建成黄帝故里景区。2006
年，故里祠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轩辕庙

轩辕庙位于新郑市西南风后岭
之巅。此庙创建年代无考，明代又
修。据 2005 年版，新郑市文物管理
局编《新郑市文物志·古代建筑》记
述：“轩辕庙位于新郑市西南具茨
山风后岭山顶，祀人文始祖轩辕黄
帝……每年农历三月三庙旁有盛大
庙会，新郑、新密、禹州等地数万群
众前来登山集会拜祖。”

轩辕宫三皇殿

轩辕宫三皇殿位于新郑市具茨
山南麓，明崇祯三年（1630年）新郑人
塑三皇伏羲、神农、黄帝，配祀六神风
后、力牧、岐伯、雷公、大隗、大鸿，栩
栩如生。现今存有《重修轩辕宫三皇
殿记》碑。

本报记者 昊涵 高凯 整理

寻根问祖
黄帝故里

本报记者 尹春灵高凯

总有数不清的人们，无论身在何地，在每个月明高悬的
夜晚，忘不了自己的根，始终挂念着自己的人文始祖——轩
辕黄帝。原来，无论何时何地，也改变不了他们对黄帝的那
种浓浓的情怀。黄帝文化滋润着一代代华夏儿女茁壮成长。

距今约 5000 年前，黄帝战胜蚩尤，统一中原各氏族部
落后，开创了中华文明最早的辉煌盛世。

他率领先民创造文字，始制衣冠，建造舟车，养蚕驯兽，
制音律，创医学，发明指南车，推行天干地支纪年法、阴阳五
行等，使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从此结束了蛮荒混沌，
开创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明。我国古时的衣、食、住、
行、农、工、货币、文字、图画等的创造发明，均始于黄帝时
代，故黄帝被尊为中华人文始祖。

他是中国文明的肇启者。他肇造了物质文明，解决了
人们的衣食住行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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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方略和构建大同和谐社会，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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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年的黄帝文化，灿烂辉煌。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
人文始祖，他在中华文明肇始时期所展示的开拓创新、海纳
百川、厚德载物的精神始终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不
断进取，创造出新的一个又一个成就。

而今，又是一个满目青翠的春天，又是一个承载希望的
春天，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将在万众瞩目中隆重举行，
来自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将带着对故乡的思念、对始祖的
敬仰，共拜轩辕，共缅祖德，共享盛典。随着两岸频繁而友
好的交流与交往，一波又一波的寻根浪潮在两岸展开，根文
化成了连接两岸同胞心灵的纽带。不能到现场亲自拜祖，
很多人就选择了在网上祭拜祖先。

同根同祖同源，华夏血脉相连；和平和睦和谐，国人共
同夙愿。拜祖大典已成为中原文化的强势品牌，进而为中
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增光添彩。它将有利于进一步增强华夏
儿女的凝聚力，使海内外华夏儿女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国梦
而共同奋斗。

文化的力量，无远弗届。无论对经济或者华夏团结，共
同实现中国梦，都有着无可取代的作用。而今，在灿烂的阳
光下，看着端庄肃穆的黄帝像，想起先民们创业的艰辛与血
泪，感受中华文明的坎坷与辉煌，心潮不禁为之澎湃，浮想
联翩。

定风波·农历三月三拜轩辕黄帝

紫燕翻飞洧水清，杏花枝上绽娇容。
绿柳舞风灯彩挂，如画，一年一度庆相逢。

广场已然歌舞盛，惊醒，鹊群窗外闹晨星。
华夏有约归故里，黄帝，中原逐鹿创文明。

忆秦娥·轩辕帝

轩辕帝，中华代代铭其志。
铭其志，缝衣造字，立国体制。

相约故城于花季，
千载不变临祠意。
临祠意，岂止祭祀？
子孙情系！

（作者：一片叶）

黄帝故里新郑，这座前进中富有着生机活力的城市，不断进行着文化的传承。现代文明与黄帝文化的完美结合，让这座城市散发着
独特的魅力。

近日，记者在新郑采访了几位普通群众，倾听他们对拜祖大典的感受。他们中有长期在外的新郑人，也有在新郑生活的外地人，还有
土生土长的新郑人。在他们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他们被历届拜祖大典洗礼的痕迹，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化厚重、不断奋进的新郑。

作为新郑人，在外感到自豪
在洛阳师范学院读书的张荣发，带着几名

同学回到家乡游玩。说起每年的拜祖大典，张
荣发自豪地说：“以前在外地说起自己家乡，我
得说我是郑州新郑的。现在我只用说是黄帝故
里，别人就知道是哪儿了，这就是拜祖大典的影
响力。”

张荣发说，在学校同学们说起各自家乡的时
候，他总是最自豪的。为了给同学们讲解黄帝文
化和拜祖大典，他还查了许多资料，也让自己充实
了不少知识。所以这次同学们要求他带大家一起
来黄帝故里看看，在拜祖大典之前感受下气氛。
由于不能在家感受大典气氛，张荣发说：“每年拜
祖大典我们学校的新郑老乡都会聚在一起通过网
络看直播，毕竟是新郑人，虽然在外面，但它一样
牵动着我们的心。听说今年会有不少亮点，这次
就更要看了。”

距癸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还有2天，春日的暖阳下，矗立在新郑市黄帝故里
景区的倒计时牌宛如一张金黄色的热情请帖，再次诚邀全球华人聚首黄帝故里中
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共庆寻根拜祖的盛典。

盛世迎盛典，自丙戌年起，今年，将是第八次全球华人大聚会了。往事并不如
烟，沉淀的精彩瞬间堆积成不可磨灭的记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使全球华人唱
响了“同一首歌”：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

责编 赵娅君 编辑 马艺波 许艳霞 校对 王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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