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2006年起，泰国中国和平
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长、泰国各
姓氏宗亲总会联合会名誉主席
丁文志就开始参加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今年的大典，丁老先生又
一次如约而至。谈及每年参加拜
祖大典的不同感受，丁老颇有感
触地说：“每次来新郑参加拜祖大
典，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变化。城
市在不断发展，大典受关注的程
度也在不断提高。”

他认为，推广传统文化，是每
一个中华儿女的责任。丁老告诉

记者，从第一次参加拜祖大典开
始，他就不是一个人而是带着家
人与朋友一同前来。“我在做关于
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推广，拜
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我
更有责任带着家人和朋友一同
来，从我做起，向他们推广传统文
化，让他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

在丁老的发动下，不仅他的
家人，他的朋友，他家人的朋友，
他朋友的朋友……也都组团前来
参加拜祖大典。随着拜祖队伍的

不断扩大，丁老也愈发感受到推
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他说，黄
帝是我们中华儿女的祖先，每一
个姓氏在黄帝故里都能找到来历
和根源，而我们可以去很好地挖
掘姓氏文化，把他与黄帝文化结
合起来，这样可以让不同姓氏的
人都能在拜祖中找到认同感和归
属感，利于我们去推广传统文
化。“推广传统文化人人有责，只
有我们人人去推广传统文化，才
能让中华民族的这个瑰宝源远流
长，经久不衰。”

“ 我 是 菲 律 宾 第 三 代 华
侨 ，这 次 也 是 第 一 次 参 加 黄
帝 故 里 拜 祖 大 典 ，并 且 受 邀
成 为‘ 祈 福 中 华 ’的 嘉 宾 之
一 ，非 常 感 动 。”上 好 佳（中
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施
学 理 说 ，亲 身 参 与 到 大 典 仪
程 中 ，深 深 感 受 到 了 根 亲 文

化的力量。
“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

根。这次回去后，会很快再回
来，带我两个孩子一起过来，让
他们也认知和了解黄帝文化。”
施学理说。

在祈福牌上，他写下了美好
祝福：“中原大地，炎黄故里，同

根同源，天佑中华。”
谈及经贸合作，施学理说，

上好佳其实和郑州很有缘分，早
在2002年就在郑州建厂，但是目
前规模还比较小，希望此次郑州
之行能够实现合作的共赢，在郑
州选址进一步扩大上好佳的生
产规模。

“神圣，崇敬，自豪！”谈及第
一次参加拜祖大典的感受，2014

“感动中国”人物、陇海大院英模
群体代表樊石头一脸兴奋，他是
首次参加拜祖大典，神圣的氛围
让他深受震撼：“内心有崇敬，因
为炎黄子孙同根同源；有自豪，
因为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源远
流长的文化，至今还如此兴旺。”

“ 陇 海 大 院 是 一 个 群 体 ，

我是代表我们集体，有幸前来
拜祖。”说起陇海大院如今享
誉全国，樊石头说，这是一个
群体的荣誉，是郑州的荣誉河
南的荣誉。他介绍说，高位截
瘫的高新海，连遭家庭变故，
父 母 双 亡 后 孤 苦 伶 仃 。 一 个
自 发 形 成 的 爱 心 群 体 自 觉 承
担起照顾他的义务——洗澡、
理发、上车下床……至今 39 年

从没间断。
“郑州从来就是一个充满

爱心的城市，陇海大院事迹充
满了正能量。”樊石头说，今天
能有幸参加拜祖大典，也是心
灵上的一次洗礼。炎黄文化代
表 了 中 华 民 族 优 秀 的 传 统 文
化，希望能有更多炎黄子孙前
来新郑拜祖寻根，多关注郑州
这座大爱之城。

拜祖是一次心灵洗礼
——访“感动中国”人物、陇海大院英模群体代表樊石头

本报记者 郑 磊

齐岸青是一位连续十年参
加拜祖大典的学者，他说：“很荣
幸作为大典的参与者和亲历
者。”

一方丝巾，连起炎黄子孙中
国心。中国人把炎帝、黄帝作为
自己的远祖，称自己是炎黄子孙，
这不是任何人为的力量所能达到
的，而是薪火相传发自内心的。

而拜祖大典作为黄帝文化
开发的一种有效载体，吸引了全
世界的华夏儿女在这里汇集，加
强了黄帝文化的研究与对外宣

传，使之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从
而为中原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做出了贡献。

齐岸青谈到了他注意到的一
个细节：来黄帝故里拜祖的嘉宾，
不管来自哪里，大多会有一个共
同的动作：在百家姓广场上寻找
自己的姓氏。当找到那个字的时
候，那种兴奋是溢于言表的。

其实他们找到的，不仅仅是
一个汉字，更是找到了家。

盛世大典提升了郑州乃至
河南在世界的知名度影响力，从

而使“寻根之树”枝繁叶茂。
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河南

是全国人民的老家。齐岸青说，
“老家河南”是我们河南的文化
符号，现在在国内已经得到了广
泛的认同：黄河流域是最早有先
民活动的区域之一，百家姓的前
100 个姓氏有 70 多个起源于河
南，历史上很多民族的融合、姓
氏的融合很多也都起源于河
南。他希望河南的姓氏文化能
够作为黄帝文化的延伸，在今后
的拜祖大典中继续发扬光大。

“老家河南”得到广泛认同
——访著名策划人、作家齐岸青

本报记者 张乔普 李 娜

“这是一次与众不同的经历，
第一次参加拜祖大典，也是第一
次演绎‘颂歌体’的歌曲，十分荣
幸和自豪。”在乙未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高唱颂歌”环节前，著名
歌唱家王莹一直在和廖昌永排练
对词，十分重视这次演唱机会。

王莹说，来到河南的演出机

会很多，比如少林武术、客属恳亲
大会等，但是从未参加过拜祖大
典，过去更多演唱的是晚会、庆典
类歌曲，偏艺术，“颂歌体”是第一
次接触，希望完美演绎好这首庄
重的歌曲。

她认为，炎黄文化是中华传
统文化的一部分，通过拜轩辕更

增强了中华儿女对祖先的认知，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这次
参加拜祖大典也让她认真思考了
如何更好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
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传统文
化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根深蒂
固，我认为用音乐来传播，也是一
种很好的形式。”王莹表示。

“高唱颂歌”是我与众不同的经历
——访著名歌唱家王莹

本报记者 孙 娟

全国见义勇为道德模范、鄢
陵县黄庄村村民刘兴元、刘贺龙
父子的英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乙未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邀请
刘兴元参加拜祭。“能参加拜祖大
典，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刘
兴元兴奋地说。

第一次参加拜祖大典，能与
这么多同胞一起寻根拜祖，刘兴
元感受到了暖暖的亲近感。“我们
都是中华儿女，我们有着共同的

祖先，与这些嘉宾还有全球炎黄
子孙一起拜祖，我感觉一下子拉
近了彼此，大家的亲近感增加了
很多。”刘兴元颇有感触地说。

作为全国见义勇为道德模范，
刘兴元身上充满了满满的正能
量。在他看来，寻根拜祖正是一个
传递正能量的好机会。“我们中华
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同样也有着
优秀的传统文化。黄帝是中华儿
女的共同祖先，我们在拜祭的同

时，也能感受传统文化的洗礼。我
们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很多正能量，
正好可以借助寻根拜祖，感受传统
文化，向外传递正能量。”

“强国富民实现中国梦”是刘
兴元写在祈福牌上的一句话。谈
及他写这句话的感受，刘兴元充
满期待地说：“希望我们伟大的祖
国能够不断强盛，我们的人民能
够不断富强，通过所有中国人共
同的努力去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寻根祭祖感受传统文化
——访全国见义勇为道德模范刘兴元

本报记者 陈 凯

对于熟悉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的人来说，著名策划人、作家朱海
的名字一定不陌生：他不仅连续
十年参加拜祖大典，那首在丙戌
年大典上首次演唱、之后年年吟
唱的《黄帝颂》，就是他的作品。

“《黄帝颂》其实是一个‘命题
作文’。”朱海介绍了歌曲的创作
背景，歌曲应该体现中华民族精
神气质，因此采用了“赋”的写法
来体现传统美；希望歌曲能流传

下去，因此歌曲的内容讲述的是
真善美；同时歌曲要利于传唱，因
此请作曲家做了很好的曲子，传
唱起来难度很小。

朱海说，十年大典，“同根同
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的主题深
入人心，黄帝故里已经成为中华民
族的心灵故乡、精神家园和民族圣
地。十年来，收获了跨越海峡两
岸、影响全球华人的政治影响，传
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唱响

了十次《黄帝颂》、留下了十篇与时
俱进的拜祖文，记载着国家的变
化、民族的变化和河南的变化。“可
以说硕果累累，成就斐然。”

黄帝文化博大精深，未来十
年，应该继续“固本”：就是要继续
弘扬黄帝文化；同时要“强基”：就
是要弘扬姓氏文化，在中华姓氏
文化工程上迈出新步伐。“如果说
黄帝文化是祈福树的躯干的话，
姓氏文化就是上面灿烂的枝叶。”

“接到乙未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的演唱邀请只有短短两三个
星期，我初次听到这首《黄帝颂》
就带给我太多的触动。”昨日，在
参加拜祖大典前，今年演唱《黄帝
颂》的著名歌唱家廖昌永接受了
记者采访。

廖昌永说，我们有过民族的
伤痛，起起落落，文化仍然不断
流，每一位炎黄子孙都应当感到

骄傲。今天中华民族的日渐昌
盛，中华儿女能扬眉吐气，要感
恩先祖，提振精神，通过拜祖，
找到自己的精神动力，找到自身
存在的价值，更找到走向未来的
信心。

对于《黄帝颂》，廖昌永赞不
绝口。他说，这首歌带给人安详、
庄重的感觉，像殿堂一样，令人慎
终追远，内心平静，但又带给你精

神动力。“大风起兮云飞扬，吾土
吾心吾欢畅”，把炎黄子孙的精神
体现得淋漓尽致，“四海之内皆和
谐，吾思吾梦吾向往”表现出了中
国人坚持自己的梦想，实现中国
梦的信心。

“只要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了
解中国文化，弘扬和发展中国文
化，我相信我们的中国梦肯定会
实现。”廖昌永说。

《黄帝颂》能给炎黄子孙带来力量
——访著名歌唱家廖昌永

本报记者 孙 娟

作为资深电影人，李文秀格外
引人注目，不仅仅因其独具的文艺
气质，更因其投拍的电影《轩辕大
帝》刚刚首映就好评一片。李文秀
表示，新郑就像自己的家乡一样，
因为投拍电影《轩辕大帝》，李文秀
曾多次来到新郑，而且今年也是她
第三次参加拜祖大典。

谈起《轩辕大帝》，李文秀说，
自己参与过的电影不计其数，然
而《轩辕大帝》却是她最上心、最
感压力的电影。“中华文明五千年
源远流长，拍摄这样一部电影，难
度可想而知。”为这部电影，主创
团队足足筹备了10年，可谓十年
磨一剑。

“历史有痕迹，有证据，容不
得我们有半点想象的空间。我们
走访了数十位黄帝文化研究专
家、查阅了大量历史文献后才正
式宣布筹备。其间，到新郑博物
馆查资料更是不计其数。”李文秀
说，目前这部电影正在制作 3D
版，预计今年夏季观众就能看到。

《轩辕大帝》是我最上心的电影
——访电影《轩辕大帝》制片人李文秀

本报记者 郑 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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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拜祖大典举办得
很成功。”昨日上午，乙未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告成后，市政
协主席、乙未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组委会常务副主任王璋在
大 典 现 场 接 受 了 本 报 记 者 采
访。

王璋认为，今年的拜祖大典
遵循“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
谐”的主题，进一步扩大了影响，
增强了感召力和凝聚力，为中原
更加出彩、为实现中国梦汇聚了
正能量。

王璋说，今年的拜祖大典就
像一棵大树，呈现了向上发展、

枝繁叶茂、扎根基层的特点。一
是提高了大典的举办层次，体现
向上发展。海内外同胞同拜人
文始祖，包括台湾政要、台港澳
知名企业界人士等都参加了大
典，大典正朝着打造“世界华人
拜祖圣地、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的目标进一步迈进。二是扩大
了大典的影响，体现枝繁叶茂。
今年不仅在黄帝故里举办大典，
同时也在台湾举办“同时同像同
主题同拜黄帝”活动。下一步，
还将在世界其他地方，以华人为
主广泛开展拜祖活动，拜祖大典
影响将进一步扩大。三是更加

倾向民本，体现扎根基层。今年
除了继续邀请各界精英参加大
典为民族祈福外，农民代表、市
民代表和退休职工代表也受邀
参加大典，体现了扎根基层、倾
向民本的特点，嘉宾代表性进一
步扩大。

王璋说，今年的大典还充分
利用网络、电视、广播、报纸等多
种新闻媒体进行传播，使全世界
的华人都能及时了解大典盛况。
大典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
不断增强，为中原更加出彩、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
聚了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