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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终追远，敬宗拜祖。3 月 26 日上
午，在河南郑州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如期举行的同时，数千里之外的宝岛台
湾也同时举办恭拜轩辕黄帝大典，借由
敬拜仪式，表达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远
祖之崇敬，传递“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
睦和谐”之精神。

伴随着台湾庄敬高职学生欢欣虔诚
的“乐舞进献”，庚子年台湾恭拜轩辕黄帝
大典庄严拉开序幕。大典仪程遵循古礼，
并邀请中国国民党前副主席林政则担任
主拜官，各界贤达人士参与盛会，仪式庄
严而隆重。

恭拜黄帝祈福康安

相传，农历三月初三是人文始祖轩辕
黄帝的诞辰，“三月三，拜轩辕”作为中华民
族的文化传统，肇始春秋，绵延至今。今年
三月三期间，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纷纷
举办与河南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遥相呼
应的恭拜黄帝大典。

秉持慎终追远的历史传统，台湾轩辕
黄帝拜祖大典筹委会于 3月 26日在台湾
桃园黄帝雷藏寺黄帝大庙举办“庚子年恭
拜轩辕黄帝大典”。

林政则已是第二度担任典礼主拜官。
他表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五千年的历
史进程中，黄帝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倡导

“尚和合、求大同”“公平公允”“不偏不倚”
“和而不同”“天下一家”，海峡两岸同为炎
黄子孙，有共同的根脉、血缘和文化基因。
作为中华儿女，自然应该互相交流、促进情
谊、携手发展。他还希望，借由诚挚的恭拜
轩辕黄帝典礼，庇佑台湾风调雨顺，两岸和
平发展，全球疫情尽快结束！

“拜祖本来就是一种怀念祖先、纪念祖
宗信仰的仪式习俗。身为中华儿女的我们
有着相同的血脉，因此恭拜轩辕黄帝大典
的举办非常有意义，追远同心、华夏同根，
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祖先。”林政则表示，
由于今年疫情的缘故，台湾恭拜黄帝活动
中加入了对全球疫情的祈福，“希望在黄帝
的保佑下，全球疫情早日消除，这也是这次
大典最重要的心意。”

在钟鸣鼓声和古乐伴奏中，百名学子
手执百家姓旗威仪有序进场，代表百家姓

民众对黄帝致敬。典礼现场邀请到庄敬高职学生担任百家姓旗手
及活动演出团体，以大厨上菜齐欢庆的热闹表演作为开幕，并以虔
诚恭敬、乐舞飞扬的谢神舞蹈，为庄严隆重的典礼注入一股年轻活
力的气息，除带给与会贵宾耳目一新的感受外，也期盼借由青年学
子的参与，让年轻一代深入了解中华文化，更加尊崇祖先，传承和
弘扬中华民族慎终追远、饮水思源的传统美德。

8万余台湾同胞“线上拜祖”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台湾轩辕黄帝拜祖大典筹委会严格配
合台湾地区防疫政策，除于黄帝大庙开放空间搭建拜坛外，还在活
动现场入口处实行量额温、喷洒酒精、设置临时医护站等防疫措
施，并严格控管参与人数，避免人员聚集。

本次典礼除了现场的拜祖仪式外，还特别增加“线上拜祖”环
节，同步直播现场典礼盛况，让未能到场的台湾民众通过观看网络
直播，遥拜黄帝，共同在中华民族特别的日子为全世界人民祈福健
康，祈愿疫情早日消弭、世界永续和谐发展。

“线上拜祖”仪式获得了台湾地区网友热烈响应，截至 3月 26
日 13时，“线上拜祖”参与人数已达82000余人。

黄帝文化凝聚共识深入人心

台湾恭拜轩辕黄帝大典活动迈入第七届，历届典礼仪式
都融合道家、佛法、古礼的精髓，在钟鼓齐鸣下，依序进行进
馔、行上香礼、三献礼、恭读拜文、献帛、献爵到完成望燎等仪
节，庄严隆重地恭拜轩辕黄帝，体现了对中华传统宗族礼仪及
文化的传承。

在典礼中担任引导师的春莲教授对传统文化习俗的继承
和传播不遗余力。她表示，黄帝是炎黄子孙共同敬仰的人文
始祖，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强调礼乐教化，
所以拜祖大典应遵循古礼，以表达对黄帝的崇高敬意。每年
她都严格训练礼生，以虔诚之心、优雅仪态让庄严的大典仪式
更显隆重。

自台湾恭拜轩辕黄帝大典举办以来，每年都准时到场观
礼、7 年来不曾缺席的工商界代表杨先生说：“很高兴见证庄严
隆重的恭拜轩辕黄帝典礼，此刻内心充满欢欣与崇敬，也祈求
黄帝庇佑民众都能平安健康！” 本报记者 左丽慧

黄河文化黄帝精神相辅相成

铸文明基石聚磅礴伟力
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玉东 董艳竹 肖雅文 文 李焱 图

为中华民族祈福
为中华复兴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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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亲中国”微电影网络大赛获奖作品揭晓
本报讯（记者 苏瑜）一年一度的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承载着全世界华人的
悠悠情丝，作为拜祖大典重要的系列活
动，“影聚天下客 根连四海亲”2020 庚
子年第六届“根亲中国”微电影网络大
赛与全球影人“云端”相约，用镜头诠释

“根亲中国”的深刻含义，3 月 25 日晚，
组委会以网络颁奖的形式，正式揭晓了
各奖项。

《歧路父子》获“最佳微电影”奖，《小
贤》获“最佳微纪录”奖，《她的手》获“最佳
微动画”奖，《老李的家事》获“最佳网络电
影”，《姐姐》获“最佳音乐 MV”，“最佳微
剧本”奖项空缺。《民警老魏》《高山牧人》
《姓氏中国》等获十佳作品，大赛还颁出 9
部“战‘疫’情特别奉献作品”及优秀作品。

据了解，本届大赛组委会共收到来自
全国 30 多个省、市、自治区的参赛作品

1326部，有效作品 1108部。作品主题涵
盖了“黄河文化”“黄帝文化”“根亲文化”

“亲情文化”“人间大爱”，以及聚焦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的相关作品。

经过大赛评委会慎重评选，一批思想
精深、制作精良，讲述华夏儿女血脉亲情
故事、反映社会变迁中人文思考的佳作脱
颖而出。

影聚天下客，根连四海亲。“根亲中

国”微电影大赛的温暖守候，已经成为
一根长长的线，一头连着故乡的月光，
一头连着炎黄子孙的脉动。在这个特
殊时期，获奖代表不能相约黄帝故里，
但我们相信在“根亲中国”的舞台
上，透过他们的镜头，可以站在中
原看中国，看到一个美丽的中国、
一个温暖的中国、一个充满
力量的中国。

庚子年黄帝故里拜祖
网络诗歌朗诵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 成燕 通讯员 王丹妮）三月三，拜轩辕，这是中

华民族绵延不息的传统。昨日是农历三月初三，庚子年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在新郑隆重举行。在世界华人网络平台拜祖的热
潮中，昨晚，以“祈福中华”为主题的庚子年黄帝故里拜祖网络
诗歌朗诵会举行。省、市多位诗歌朗诵艺术家及诗歌爱好者
们，以饱含深情的诗歌艺术，敬拜祖先、抒发中华儿女勠力同
心、自强不息的“根”文化内涵。

本次活动由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郑州文化馆承办。主
办方精心选择了一批拜祖主题的诗歌，如《三月三拜轩辕》《拜祖
文》《黄帝故里拜祖》《拜祖大典主题诗》《轩辕颂歌》《黄帝故里唤游
子》等，这些诗歌将炎黄子孙的血脉亲情和昂扬自信在字里行间浸
润、凝聚并深情赞颂。

此次朗诵会由郑州文化志愿者贾蕊担任主持人，国家一级演
员、河南省演讲与口才学会会长于同云，省直文联朗诵艺术协会副
主席冯勇等著名朗诵艺术家携作品纷纷现身网络诗歌朗诵会，在

万众一心全力抗疫的关键时刻，共同发声支持海内外中华儿
女以“长江黄河共战‘疫’轩辕黄帝佑中华”为拜祖主旨，为夺
取抗击疫情的胜利奉献自己的力量。线上近500名参与者通

过该平台表达了对人文始祖黄帝的敬拜，共同祈福祖
国繁荣昌盛，祝愿世界和平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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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是中华文明创肇者，
也是中医学的鼻祖

“我们说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创肇者，

其实他也是中医学的鼻祖。”“全国中医

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国医大师唐祖宣

介绍到。

《黄帝内经》是中国医学史上现存最

古老也是最宏伟的典籍，这本经典著作

的编写是以黄帝和岐伯对话的方式记载

的，故有“教民岐黄”之说，“岐黄”也在后
世成为中医学的代名词。

中医药在抗疫主战场上
积极作为

中医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
发挥了重大作用。唐祖宣说，疫情发
生以来，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传承精
华，守正创新”的指示，中医第一时间
介入治疗，中医药在抗疫主战场上的
积极作为，再次见证了中西医联手的

力量。

遵照内经“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
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论方法，在西医
没有防治新冠肺炎特效药和疫苗的时
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运用中医药治疗
了 1214例，有效率占 96%。我省新冠肺
炎治疗过程中，中药参与率超过 98%。
唐祖宣介绍到。

黄河文化与黄帝精神
相辅相成，是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的力量源泉

知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博士生导师郦波说：“我们认识黄帝是

通过前人的文字记载和一段段流传至今

的传说，包括像今天这样的礼拜的传
统。 而在我的心目中，黄帝就像一条大

河的源头，他是一座文化的高峰，而中华

文明五千年的文化就如滔滔江水，从黄

帝起，延绵至今、奔腾不绝。”

百 年 来 ，奔 腾 不 息 的 黄 河 同 长

江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

华 文 明 。 早 在 上 古 时 期 ，炎 黄 二 帝

的 传 说 就 产 生 于 此 。 郦 波 讲 到 ，在

我 国 五 千 多 年 文 明 史 上 ，黄 河 流 域

有三千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

中 心 ，诞 生 了《诗 经》《老 子》《史 记》

等经典著作。

黄帝是举世公认的中华民族人文始

祖，黄帝时代奠定了五千多年从未间断

的中华文明之基石。以“鼎新”“大公”

“中和”为精髓的黄帝文化，是优秀传统

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

“黄河文化与黄帝精神相辅相成，

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郦

波说。

黄河文化，中华民族之根；滚滚黄河奔腾不息，孕育了灿若明珠的黄河文化，更孕育了炎黄子孙奋发图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黄帝精神，中华文明之源，是中华民族世世代代繁衍发展的基础，是维系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祖国繁荣富强的重要精神支柱，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磅礴伟力。
此次拜祖大典现场邀请到了“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国医大师唐祖宣，知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郦波，通

过他们的讲解，让我们对中医和黄帝、黄河文化与黄帝精神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望更多小朋友来参加拜祖大典”
——访新郑市实验小学学生张怡博

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今年，我们将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2020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
胜之年，我们将走向复兴，走向更美好的第二个一百年。

在祈福中华环节，河南省脱贫致富带头人代表李连成，抗击
疫情医护代表赵清霞，少年儿童代表张怡博分别点燃手中的火

炬，与全球华人一起共同祈福中华民族国泰民安、共同祝愿
祖国繁荣富强。他们手持火炬象征着民族精神薪火相
传，高举火炬为中华民族祈福、为中华复兴喝彩。

传承黄帝文化精神
继往开来努力奋斗
——访全国人大代表、濮阳县西辛庄村

党支部书记李连成

医务工作者的忘我精神是对黄帝大公精神的诠释
——访河南省传染病医院感染科主任赵清霞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医务工作者放弃休假、离别家
人，不顾个人安危直面病毒，用
热血和生命与疫魔较量，为人
民群众筑起一道守护生命健康
的防线。

抗击疫情医护代表、河南
省传染病医院感染科主任赵清
霞说，作为一名炎黄子孙、华夏
儿女，第一次来到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现场，心情非常的激动
和骄傲。

赵 清 霞 是 一 位 曾 参 加 过

抗击非典、有着 30 多年党龄
的老党员，在疫情来临时，主
动请缨，再次穿上防护服，走
近抗击疫情的最前线——隔
离病区。

“让我感动的是，面对疫
情，我们的团队没有一个人退
却。”赵清霞说，今年，面对突
然发生的疫情，我们医务工作
者不惧风险、逆向前行，这种
不怕牺牲、大公无私的忘我精
神，正是对黄帝大公精神的一
种很好的诠释。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是
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少年
儿童是今日的被服务者和被引
导者，也是明日的服务社会者和
引领社会者。

作为少年儿童代表，新郑
市实验小学五年级六班的张怡
博点燃火炬，为中华民族祈福、
为中华复兴喝彩。“这是我第一
次参加拜祖大典，很激动、很兴
奋，同时也很紧张，因为拜祖是
一件特别神圣、庄严的事情，是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张怡博说。

新郑是黄帝故里，是黄帝的
出生、成长的地方，黄帝在这里
肇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中
华灿烂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构
成了中华儿女精神之“魂”，举办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不仅有广泛
的群众基础，更能引起中华民族
的共鸣，形成民族昌盛前进的精
神内核。

作为新郑人，张怡博也向全
国乃至全世界的中华儿女发出
邀请：“希望更多的小朋友能来
到我的家乡新郑，参加拜祖大
典，了解黄帝文化。”

作为河南省
脱贫致富代表，
全国人大代表、
濮阳县西辛庄村
党支部书记李连
成来到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现场，
并点燃火炬，为
中华民族祈福。

“我是第一次来
到黄帝故里参加
拜祖大典，很激
动，轩辕黄帝是
中华文明的奠基
人和开拓者，也
是中华文化和中

华民族精神的肇造者，黄帝文化与黄河文化一脉相承，千
百年来形成了‘鼎新、大公、中和’的黄帝文化精神，我们
要传承好黄帝文化精神，继承祖先遗志，继往开来，努力
奋斗。”李连成表示。

曾经的西辛庄以贫穷出名。改革开放以来，李连成带
领全村群众大力发展集体经济，通过搞大棚蔬菜种植、招
商引资兴办股份制企业、建设食品加工产业园区等，使西
辛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日子也逐渐富裕起来。

作为一名村支书，李连成三句话离不开“三农”工
作。首次来到黄帝故里的他，趁机到新郑市的农村转了
转。李连成说：“黄帝故里新郑，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
这里的村庄干净整洁，非常漂亮，村民精神面貌很好。我
认为，我们农民要想过更好的幸福生活，也要有创新意识
和创新精神。”

说到祈福语，李连成告诉记者：“我虔诚地为中华民
族祈福，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郦波 唐祖宣

庚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庚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同根同祖同源同根同祖同源 和平和睦和谐和平和睦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