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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四面八方。
每年的三月初三，为着同一个心愿，他们

来到世界的东方，来到中原腹地，具茨山下，黄河
古道旁。

面对黄帝塑像，他们深深鞠躬，拜祭始祖、
慎终追远、祈福中华、放飞梦想。

三月三，拜轩辕，始于春秋战国；2006农历丙
戌年开始，“新郑祭祖”升格为“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2008年，国务院确定新郑黄帝拜祖祭典为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至此，
已有十载。

三月，莺飞草长，草木葳蕤。
人们来到这里，拜祭祖先，寻根问祖。黄帝作

为全球华人公认的中华人文始祖，其精神已跨越
历史时空，成为维系民族情感、振奋民族精神的
纽带。

人们来到这里，拜祭祖先，寻根问祖。这不仅
因为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代表，更是因
为黄帝精神演化为一种民族精神，如：敦厚慈仁，
有容善蓄；睿智文明，遵礼守义；多所改作，革故
创新；克勤克俭，不挠不屈；协和辑睦，天人合一；
同源同根，聚心聚力；励精图治，自强不息……

人们来到这里，拜祭祖先，寻根问祖。是“前
事不忘，后事之师”；更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是追寻“从哪里来”，从而明确“到哪里去”；是精神
的回溯，更是方向的笃定……

面对黄帝像，他们深鞠躬——说着不同的方
言，来自不同的地方，可是，在这里，他们有一个
共同的名字“华夏儿女”，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结，
叫故乡。

嘉宾云集

高唱颂歌

虔诚敬拜

舞龙表演

燃香拜祖 手机自拍 合影留念 设在大典现场的郑州报业全媒体新闻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