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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典共有九项仪程：
——盛世礼炮。现场全体人

员肃立，鸣炮21响。
——敬献花篮。马飚、许嘉璐，

郭庚茂、谢伏瞻，龚清概、陈杰、许荣茂，
吴天君、马懿、王广国、刘建武等分
四组先后向黄帝像敬献花篮。

——净手上香。中国国民党
中评委主席团主席徐立德先生、
丁懋时，东盟秘书处特别代表、公共
事务处主任李键雄，中国—东盟文化
经济促进会会长、印度尼西亚客属
总公会主席吴能彬，美国纽约华人
社团联席会执行主席苏殿奎和香港
中华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瑞科教育

集团董事长王中英，澳门世界华商
联合总会会长、澳门华盈环球集团
董事长林健生，啟福置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卢福明、河南九洲天中
投资发展集团董事长段永刚等先后
走到拜祖台前，分三组净手敬香。

——行施拜礼。参加拜祖大
典的全体人员向黄帝像三鞠躬。

——恭读拜文。十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
研究会会长许嘉璐恭读《拜祖文》。

——高唱颂歌。中国三大男
高音戴玉强、莫华伦、魏松与现场
合唱演员、全体参拜人员共唱庄严
肃穆的《黄帝颂》。

——乐舞敬拜。韵律悠远的

古乐声中，舞蹈演员翩翩起舞，表
达世代子孙对人文始祖黄帝的追
思和敬仰之情。

——祈福中华。全国政协常委、
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洁，中国科学院

“百人计划”学者、中国科学院遗传
发育所研究员马润林，全国人大代
表、中央电视台河南籍主持人张泽群，
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建筑第七
工程局一建公司工程师黄久生，“中
国好人榜”上榜好人李春风，茅盾文
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柳建伟，中国
公益事业促进会副会长、“中华慈善
大使”周森，中华两岸华商协会理事
长林晋宇，世界华商联合总会荣誉会
长、香港铜锣湾集团总裁李济华，香

港曾氏投资集团总经理曾德魁，香
港中华邓世蕾爱心协会秘书长邵一
伦，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秘书
长、欧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
张曼新，美中经贸科技促进总会主
席、美国新世界集团董事长杨功德，美
中国际商会科技文化经济委员会会
长、美国永大资本控股集团执行董
事刘相军，美国河南总商会会长
翟金城，世界客家播迁路活动组委会
副主席兼秘书长司马众志，新西兰
河南总商会会长张亚循，黄帝故里
基金会理事长白东升等18位嘉宾，
在祈福树上悬挂由个人签名的祈福
牌，并登上拜祖台，在拜祖文长卷上
用印，表达对祖国民主、富强、文明、

和谐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深深祝福。

——天 地 人 和 。 来 自台湾、
香港、澳门、郑州的黄映慈、董姿妤、
蒙家昊、董治远小朋友，在黄帝像前
放飞和平鸽，放飞中华儿女对盛世
昌平的期盼，对世界和平的希望。

在热烈祥和的气氛中，简朴而
不失隆重的甲午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典礼告成。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
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
视台、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新闻网、
凤凰网、香港大公报、香港文汇报、
台湾东森电视台等境内外100余家
新闻媒体报道了大典盛况。

晴光丽日三月三 念祖思亲拜轩辕

本报讯（记者 高凯 通讯员 刘
象乾）甲午年黄帝故里拜组大典
顺利告成后，新郑市抓住机遇揽
金，记者昨日从该市甲午年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经贸洽谈活动现场
了解到，大典期间，该市共签订投
资项目43个，其中，参加现场签字
仪式项目 13 个，合同总金额达
275.7亿元。

据了解，本次大典新郑共邀
请客商 100余人，较往年相比，今
年参加经贸洽谈活动的客商的规
格高、洽谈项目的含金量高。在

签订的全部 43个项目中，10亿元
以上的项目 18个（房地产项目除
外），其中，涉及商贸物流业项目6
个、食品加工项目 6个、生物医药
项目 5 个、电子信息项目 5 个、装
备制造项目 3 个、农业项目 2 个，
其他项目16个。

同时，新签约项目也呈现出
与往年不同的新特点：一是签约
项目投资规模更大，10 亿元以上
的项目达到 18个，这是往年没有
的。比如选址郭店镇、由华阳能
源发电科技有限公司投资50亿元

的中国新郑华阳硅谷产业园项
目；选址新港产业集聚区、由和润
集团有限公司投资20亿元的粮油
深加工项目等。二是签约项目质
量普遍较好，本次大典签约的项
目呈现科技含量高、税收效益更
好的特点。比如锦联集团投资28
亿元的工业经济产业园项目，建
成后，每年经济产出将达到 60亿
元，预计年税收能够达到 6亿元；
贝尔电子有限公司投资 3亿元的
汽车电子设备和车辆应用服务项
目，建成后，年产值6亿元，利税将

不低于3500万元。三是签约项目
更加符合新郑市产业结构优化的
方向，签约项目中，涉及商贸物流、
生物医药、电子信息、高效农业等
方面的项目增多，投资金额增大，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国药集团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1亿元的国药
集团与天津药业合作的药物制剂
项目、东华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5亿元的智慧城市项目等，这些投
资企业均是本领域的开拓者和领
军者，且项目多是高附加值、低能
耗的“绿色项目”。

大典经贸洽谈活动成果丰硕
新郑市共签订投资项目43个

荣宝斋馆藏书画精品
亮相绿城邀您来观赏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李焱）翰墨丹青歌盛世，豪情书画中

国梦。昨日下午，甲午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中国海内外近
现代书画名家作品展”在河南省美术馆开幕。

本次展览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宣传司、河南省人民政
府外事侨务办公室、河南省文联联合主办，荣宝斋（香港）有
限公司承办，中原侨商投资企业协会协办。主办方介绍，展
品中有167幅作品为荣宝斋馆藏的近现代中国书画大家精
品力作，其中既有已故的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黄宾虹、
李可染、黄胄、关山月、启功等60多位近代大师级艺术家的
作品，也有刘大为、黄永玉、范曾、沈鹏、欧阳中石等十多位
当代书画大家的力作。此外，应邀参展的还有17个国家和
地区的知名书画家及部分省内著名书画家的 80 多幅作
品。参展作品共计250余幅。

据悉，本次展览持续至4月7日结束，免费向社会开放，
有兴趣的朋友届时可到场参观。

让全球华人听到
黄帝故里的声音

郑州人民广播电台举办拜祖大典国际大联播

本报讯（记者 刘伟平）昨日上午，甲午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在新郑黄帝故里隆重举行，为了让全球华人都听到来
自黄帝故里的声音，郑州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中国国际广播
电台、金陵之声、北部湾之声、澳大利亚3CW中文电台等海
内外 50多家中文电台推出拜祖大典国际大联播，并且通过
新浪微电台、蜻蜓 FM手机客户端、优听Radio等进行多元
化、多途径、多方位传播拜祖大典的声音。而“国际大联播”
迄今为止已经持续了8年。

昨日上午 7时始，在长达 6个小时的联播当中，主持人
和嘉宾就中原文化、姓氏文化、大典仪程，向海外听众展示
了河南、郑州近些年的发展巨变。主创人员还特别策划了

“此时此刻此地，全球瞩目”环节，与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泰
国等十多个国家的华语主持人连线，请他们报道当地华人
关注拜祖大典的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昨日，澳大利亚3CW中文电台、澳华之
声、海峡之声、北部湾之声等联播台更是打破原有常规节
目，全程转播国际大联播。大联播结束后，还将制作录音新
闻和专题节目在海内外 50多家中文电台播出，并通过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翻译成46种语言在中文环球海外落地调频面
向全球五大洲播出。

两部外省剧目昨晚献演
传递“正能量”感动观众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李焱）第三届中国豫剧节正在我市
如火如荼地进行，昨晚，由山西省长治市豫剧团表演的新编
历史剧《吴琠晋京》（评委场）、由湖北省豫剧团表演的现代
戏《亲爹亲娘》（观摩场）分别在儿童影剧院、英协剧院上演。

《吴琠晋京》故事背景设定在清朝康熙年间，讲述了左
都御史吴琠如何破获科考作弊大案的故事。据了解，该团
演员和演奏员几乎全部来自郑州、开封、洛阳、新乡、安阳等
地，在唱腔、念白、音乐等方面一直保持着纯正的豫剧风
格。昨晚的演出中，剧中强烈的戏剧冲突、充满正义感的故
事也令不少人大喊过瘾。

湖北省豫剧团成立于1959年，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中形
成了独具特色的南派豫剧风格，《亲爹亲娘》便是这样一部
具有浓郁南派风格的作品，该剧故事发生在一个秀丽的小
山村，主人翁刘老憨倾注半生心血，在一群善良乡亲们的帮
助下，抚养孤女刘春芽，照顾精神失常的女人，并为培养刘
春芽学习成才历尽艰辛……《亲爹亲娘》描写了一位质朴善
良的山村农民刘老憨的爱心善举，剧本曾荣获首届湖北艺
术节楚天文华剧本奖。

昨晚的演出中，许多观众被主人公的善举感动得泪眼
婆娑，“《亲爹亲娘》传递正能量，特别对青少年有很好的
教育意义，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市民王
大妈说。

今日，《亲爹亲娘》（评委场）、由邯郸市东风剧团表演的
《打金枝》（评委场）将分别在英协剧院、铁路文化宫上演。

张良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
会员；河南省青年书法家协会常
务副主席；河南省华侨书画院副
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当代书坛
名家系统工程五百家之一；张良
书法融帖派之秀美与碑派之劲
健于一体，被誉为当代“二王”书

风的代表性书家之一，也是书坛
公认的实力派书法家。

河南省书法家协会顾问赵
世信先生对此次张良受命书拜
祖文给予较高评价：“张良勤勉
聪敏，多年来临池不辍，有较高
的书法建树，在河南书法家中是

不多见的。他的书法根植传统，
形成古厚、博雅、娴静的特点，既
扎根传统，又不背时代。这次能
够脱颖而出，书写拜祖文，是与
他的书法成就分不开的，我十分
看好他。”

书写拜祖文 感觉很神圣
我省青年书法家张良坦言：期待大家点评，更好提高自己

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尚新娇 文 周甬 图

农历三月三，四海拜轩辕，
备受全球华人瞩目的甲午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昨天
在新郑举行。在拜祖大典
的九项仪程中，恭读拜祖文
是拜祖大典仪程中重要的
一环。

继著名书画家范曾撰写
首届拜祖文后，中国书协
主席张海、河南省书协主席
宋华平等著名书法家先后
誊写拜祖文。今年，拜祖大
典拜祖文由我省实力派书
法家张良誊写。

张良誊写的拜祖文，韵
味与力度达到的完美结合，
与甲午年拜祖文内容相得
益彰，给人带来视觉与艺术
上的震撼。

在拜祖大典现场，接受
记者采访时，张良表示：“从
拜祖大典组委会接到通知，
激动得不得了，感觉责任重
大，意义非凡，能够代表全
世界的炎黄子孙书写祭文
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很
期待大家的点评，以利于进
一步提高自己。”

“我是在 3月 22日接到拜祖
大典组委会通知的。接到通知
后，我反反复复研读拜祖文内
容，逐字逐句地理解文意。”张良
说，接到电话翌日是周日，他从
早上 8 点半一直到晚上 8 点半，
一整天都泡在工作室里。

“当时考虑，在这样庄重的
场合，似乎适合用楷书写，但认真
思考后又觉得楷书有其局限性，

拜祖文中那些饱含同胞拜祖激
情的部分难以充分彰显，反复思
量后决定选择行书。”张良说：“还
有细节，比如，纸的选择。这次，
我选择了中国帝王喜用的黄色
仿古宣，加上古朴的行书感觉，从
形式到内容保持高度的统一。”

虽然时间紧了点儿，张良还
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张良谈道：“用
何种形式和书风来定位是其关键。

所幸自己30多年来一直在向上追
古，从甲骨文到砖瓦文，再到汉唐，
自己都用心去临摹、理解和反复实
践过，古拙中追求文字的力度，俊秀
和飘逸兼蓄一直是自己的风格。”

张良表示，这次书写拜祖文
犹如一次大考，在这个过程中，
自己的书艺也会从中得到提高
和升华。期待大家的点评，以利
于进一步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

在众多书家当中，张良之所
以能够众里挑一，受邀登上大
典，与他在书艺方面的长期修炼
是分不开的。

张良习书已有三十余年，一
开始便学习二王，深得二王三

昧，后又临习历代名家的代表作
品，心摹手追，博取熔裁，化为己
用，形成取法高古、气息从容、典
雅俊美的书风。

在长期的书法实践中，张
良对书法对艺术形成了自己独

到的见解。他认为，作品要达
到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的化
境，要做到三个合一，即形意合
一、心手合一、人书合一，这样
笔下才有升华之妙，才能达到
艺术至境。

书写拜祖文 犹如一次大考

博取熔裁 深得二王三昧

扎根传统 又不背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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