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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达寰宇 文化品牌

2017年3月30日，已经走过十一年风雨
历程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再续新篇章。

自2006年升格为省级主办以来，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已经走过了十一年。十多年来，
前来黄帝故里新郑参加拜祖大典的炎黄子孙

一年比一年多，代表性也日益广泛。大典在
海内外的影响力、辐射力、凝聚力日益扩大，
已经成为一个日渐响亮的文化品牌，黄帝故
里也已经成为“世界华人拜祖圣地，中华民族
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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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过：“唯有民魂是
值得宝贵的，唯有它发扬起来，中
国才有真进步。”

在实现中国梦的新征途上，我
们离不开凝心聚力的中国精神。
而拜祖大典正是凝聚民族精神的
平台。

2006 年以来，拜祖大典的嘉
宾体现了代表性、广泛性。除了
每年都有国家领导人参与，连战、
吴伯雄、江丙坤、林丰正、蒋孝严、
宋楚瑜、郁慕明等台湾政要也跨越
海峡，回到祖根圣地寻根拜祖。来
自教育、文艺、体育、科技等领域的
社会各界嘉宾，来自澳大利亚、美

国、加拿大、法国、意大利等 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社团组织、姓氏宗
亲会的华侨华人代表，也跋山涉水
回到“心灵家乡”参加盛典。

每年的拜祖大典现场，嘉宾的
面孔不尽相同，语言不尽相同，但
一样的圣洁气氛，一样的景仰心
情，一样的虔诚神态，一样的澎湃
激情，定格成一幅幅撼人心魄的万
流同源文化归宗图景。

曾多次参加拜祖大典的世界
华人企业家联合会荣誉主席李济
华说，在拜祖大典现场，中华儿女

“同根同祖同源”的感觉尤其强
烈。“这是拜祖大典的意义所在，它

把全世界炎黄子孙紧紧团结在一
起了。”

拜祖大典把“中原根深、华夏
叶茂”的理念，根植于每一位参加
和观看大典的华夏子孙心中，进一
步加深了大家的民族认同感和归
属感，也激发了华夏子孙为祖国富
强、民族复兴伟大“中国梦”贡献力
量的豪情壮志。大典也已逐步成
为凝聚民族精神的平台。

多年打造，拜祖大典已经成为
河南、郑州的一个黄金文化品牌。
郑州正在以“世界华人拜祖圣地、
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身份走向海
内外。

期待拜祖大典
升为国家主办

十多年来，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
弘扬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
不可忽视的作用。

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将黄帝文
化与时代发展相结合，让黄帝文化的
传承和弘扬更具亲和力和时代性，成
为大典组织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不断探索不断探索创创新新

为方便全民参与大典，主办方积
极利用新媒体，开通专题网站、微信公
众号和官方微博等多种渠道发布相关
信息；开发礼拜黄帝手机 APP，增强
网上全民参与拜祖互动性、便捷性。

为圆身在异乡炎黄子孙的拜祖
心愿，主办方联合中国香港、澳门、台
湾开启“同拜黄帝活动”，在每年农历
三月三，用同一个主题、同一个黄帝
像，用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主要仪
程，共同礼拜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今
年，澳大利亚悉尼、美国旧金山的华
人华侨也在当地组织了礼拜轩辕黄
帝活动。

为扩大黄帝文化影响，一些新的
艺术形式也在尝试。电影《轩辕大
帝》2016年 4月登陆全国院线，黄帝
的故事开始走上大荧幕；大型原创动
画连续剧《黄帝史诗》2015年 9月在
央视少儿频道首播，2016 年 1 月重
播，使更多的人通过现代文艺形式了
解人文始祖的故事。

如何更接如何更接地气地气

著名策划人、作家朱海认为，拜
祖大典应该继续“固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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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知名作家齐岸青也
建议，河南的姓氏文化作为黄帝文化
的延伸，在今后的拜祖大典中要继续
发扬光大。

怎样扩怎样扩大影响大影响

2015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与
国家文化建设”专家研讨会在北京召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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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李学勤、李伯谦、刘庆柱等国内著名专
家学者建议，站在国家和民族文化建
设高度，把拜祖大典升格为国家主办。

黑格尔曾经在《历史哲学》中
指出，“世界历史自身本质上是民
族精神或国家精神的辩证法”，一
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引领世界历史，
就在于其优秀的国家精神、文化传
统。由此可见，文化因素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可忽视。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形成了底
蕴深厚、影响深远的中华传统文
化。黄帝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源头和核心，在中华民族艰
难而辉煌的发展历程中薪火相传、
历久弥新，始终为国人提供精神支
撑和心灵慰藉。黄帝文化中蕴含

的“统一”“和谐”等社会文化元素
至今仍为人们所传承。

拜祖大典既致力于弘扬黄帝
文化中蕴含的统一、和谐等社会文
化元素，又致力于展示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价值观，宣扬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价值观，传播爱国、
敬业、诚信、友善价值观，实现了继
承与创新的统一。

黄帝故里景区，百家姓广场的
姓氏墙，收藏的是中华民族亘古不
变的文化传承基因；拜祖大典的九
项仪程中，无论是敬献花篮、净手
上香，还是行施拜礼、恭读拜文，无

不闪耀着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的
大典主题本身就体现了对传统文
化的传承和与时俱进的发展。

作为拜祖大典的灵魂工程，已
经连续举办十届的黄帝文化国际
论坛，每年都会结合形势发展确定
一个不同主题，许嘉璐、李学勤、余
秋雨、傅佩荣、曾仕强等专家学者
通过论坛传播以黄帝文化为核心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讨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为民族复兴
凝聚正能量。

郑报融媒记者 武建玲 文 周甬 宋晔 图

优秀文化在这里传承优秀文化在这里传承

民族精神在这里凝聚民族精神在这里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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