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也是仰韶文化发现一百周

年，中国的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
论坛上，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会长孙英民以《考古百年：从“仰

韶”到“双槐树”——仰韶时代与黄河文化》为题，深入解说了仰韶
文化发现100年来的重大发现和现实意义。

“今年是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在一百年前的
今年，中国科学史上也有一件盛事，是和我们伟大的党同步在前
进。这就是总书记在去年 9月 28日政治局学习会议上，高度评价
的中国考古学。总书记讲，从 1921年仰韶文化发现到今年即将一
百年。中国考古学的考古学家们青灯黄卷，战斗在祖国的大地上，
他们的实践拉长了我们历史的链条，增强了历史的信度，活化了历
史的场景。”孙英民认为，回顾中国考古百年，要从黄河岸边的仰韶
文化说起。

“1921年，我们发现了仰韶。近几年我们在郑州巩义双槐树发
现了仰韶晚期一个最宏大的城池——双槐树遗址。一百年的周期，
从仰韶到双槐树，对黄河岸边这些伟大的文化，我们把它的脉络梳理
得越来越清。从一个小村庄到一个大城池，这样一个文化面貌的核
心内涵，犹如画卷般一步步被考古学家打开。”孙英民从仰韶文化发
现与研究、仰韶文化特质与意义、仰韶文化与黄帝时代的关系等角度
娓娓道来，让大家在穿越历史时空的诗情画意中领略中华五千年文
明延绵不断，加深了对黄帝文化、黄河文化的了解。

“中华民族历经艰辛万险，至今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们都知
道，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唯一一个几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就是中
华文明。中华文明为什么几千年来生生不息，永远地创新发展，这
是和她的文化基因分不开的。”孙英民感慨地说，黄河是我们的母
亲河，黄河文化正像总书记所讲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千年薪火相传
百年砥砺前行
专家学者纵论建党百年与文化自信

本报记者 赵文静 曹婷 见习记者 刘地

“胸怀千秋伟业，恰是百年风华”。4月12
日下午，第十五届黄帝文化国际论坛在郑州工
业应用技术学院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
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围绕论坛主题“建党百年
与文化自信”纵论古今，带领大家追寻华夏文
明的源头，探索华夏文明的轨迹，从千年的历
史中涵养情怀，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力量。

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张兆本：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前行力量
以《从国际歌讲起——铭记党的历史，不忘初心使命》为题，中

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张兆本从国际歌的由来、鸦片战争、戊戌
维新到共产党宣言的产生等，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缘起。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张兆本表示，今年是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这一百年既是一部不懈奋斗史、思想探
索史、自身建设史，也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筚路蓝缕奠基立业、创
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我今天先讲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能开天辟
地？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从国际歌讲起。”他说，国际歌所散发的
不屈不挠精神，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精神。具体从盘古开天辟
地，有人类文化开始阶段，我们就有这种开创性的——不屈不挠精
神。再到党的成立，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这些开天辟地的大
事，都具有这样的精神。

他认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
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五千
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奠定了非常良好的文化基础，我们的文化充满
自信。要把优秀文化传承、发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今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已经有一百年，我们经历了站起来、
富起来、强起来这三个阶段，实际上是三次飞跃，我们走上了正确
的发展道路，深深感到现在是美好的新时代。”他说，无论走得再
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
什么出发，这就需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他表示，回顾党的历史，就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每一次回顾，都
是一次精神洗礼。放眼未来，我们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前行的力
量，坚定信心，继承先辈们的光荣传统，继续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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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张
思沛）三月三，拜轩辕。辛丑年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将于明天举行。
今年，全球华人网友延续了去年
网上拜祖的方式，辛丑年黄帝故
里网上拜祖祈福平台率先发布，
一时间网上拜祖成为海内外华人
的“心灵故乡”，大家用指尖寄托
拜祖情，掀起了网上拜祖的热
潮。4月 12日，以“辛丑年网上拜
祖”为主题的“轩辕号”公交车 22
路正式亮相郑州街头。

走进车厢内，红色的祥云覆
盖了整个车顶，车窗上张贴了辛
丑年网上拜祖平台中“穿越换
装”模块的历史大咖，Q 版“小黄
帝”、始祖山、祥云……这些象征
黄帝文化的元素充满了整个车
厢。车身上漫画版的轩辕黄帝

“驾龙”而来，中国风的设计风格
和鲜明的颜色在郑州的街巷中
十分抢眼。市民在乘车的同时，
还 可 以 体 验 一 场 别 出 心 裁 的

“云”拜祖之旅。
“轩辕号”22 路主题专车从

省体育中心发车，终点站到达紫
荆山金水路，途经 28个站点。车
长黄菲说：“‘轩辕号’是由我们线
路班组共同张贴完成的，为了营
造拜祖氛围，让郑州市民深入了

解今年拜祖大典的新‘玩’法，我
们把网上拜祖‘搬’进车厢，大家
通过车厢中的二维码进入平台，
即可参与网上拜祖。”

辛丑年黄帝故里网上拜祖祈
福平台全新升级了多个模块，“穿
越换装”“种姓氏树”环节一经问
世便刷屏朋友圈。市民乘坐着

“轩辕号”专列，便可一秒“穿越”。
“我在远处就看到了这辆国

风 漫 画 风 格 的‘ 轩 辕 黄 帝 ’专
列，进入车厢，‘云’拜祖瞬间吸
引了我，当我登录上了‘网上拜
祖祈福平台’，简单几步我就成

了‘唐宫小姐姐’，太有趣了!用

这样的方式拜祖祈福，的确符合

我们年轻人的口味。”乘客金女

士说。

22 路车长黄菲发现乘客们

非常愿意参与网上拜祖，也有不
少乘客在车厢内向同伴展示自己

的换装海报，或跨屏扫码共建祈
福林，大家沉浸在一片浓郁的拜
祖、祈福氛围中。

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已
经进入倒计时阶段，“轩辕号”载
着市民们的美好祝愿驶向郑州的
大街小巷。线上线下同拜祖先，
传承血脉，感悟源远流长的黄河
文化。网上拜祖还在持续进行
中，大家仍可以积极参与穿越换
装、认领姓氏树、线上祈福、线上
敬拜。快来“偶遇”这辆“国潮范”
十足的“轩辕号”专列，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云”拜祖之旅。

参与方式：进入拜祖大典官
网 (http://www.huangdinet.
cn/)或下载正观新闻 APP、关注
郑州发布微信公众号；或访问人

民网、新华网、今日头条、抖音、百

度、微信朋友圈、澎湃国内各大主

流媒体及平台。

青海博物馆“镇馆之宝”舞蹈纹彩陶盆，是世界上发现
的五件马家窑文化时期多人舞蹈纹盆之一，出土于青海省
同德县宗日遗址，是距今 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
化的珍宝，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舞蹈纹彩陶盆为泥制红陶，高 12.5厘米，口径 24.2厘
米，敛口平底，黑彩纹饰。口沿处绘有成组的对顶三角纹
和短斜线纹，外腹部装饰三道弦纹，纹饰简洁而流畅。它
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内壁上描绘的人形舞蹈图案，刻画出
一幅远古先民连臂踏歌的场景。

舞蹈人像分为两组，一组 13人，另一组 11人，共 24
人，是现存同类文物中舞蹈形象人数最多的一件。其中舞
者头戴头饰，身着裙装，正手拉着手跳着欢快的舞蹈，两组
舞蹈人像之间用弧线、斜线和圆点相隔，人像的脚下描绘
有四条平行的弦纹，使整个画面静态中透着灵动，古朴中
蕴涵着洒脱，极富生活气息和艺术感染力。

这些舞蹈内容不仅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先民们群舞的
热烈场面，更形象地传达出他们用舞蹈来庆祝丰收、欢庆
胜利、祈求上苍或祭祀祖先的场景，反映出了五六千年前
人们的智慧和生活情趣。舞蹈纹彩陶盆也因此成为学术
界研究原始社会样貌的重要参考，具有极高的文物价
值。 本报记者 杨丽萍

作为即将在郑州举办的“黄河文化月”的重要活动之
一，“黄河珍宝——沿黄九省文物精品展”将于本月30日
至6月1日在郑州博物馆新馆展出，40余件（套）展现中国
远古文化神韵的珍宝将齐聚天地之中，多方位呈现辉煌璀
璨的黄河文明。

即日起，本报将推出“‘沿黄珍宝’抢先看”栏目，围绕
沿黄九省文物精品特色，从“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九曲第
一湾、黄河远上白云间”等篇章展开介绍，带你抢先一睹各
省“镇馆之宝”的风采。

第一篇章：黄河之水天上来

青海珍宝舞蹈纹彩陶盆：

连臂踏歌的远古回响

五大篇章全面展示黄河文化

巨幅《千里江山图》在背景屏徐徐打
开，伴随着黄河奔流和沿黄各省（区）精品
文物的画面，在“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
花香两岸”的熟悉旋律中，序篇《黄河岸边
是我家》拉开了开幕式的帷幕，精彩的黄
河故事也由此娓娓道来。

陈雷介绍，开幕式站在更高起点解读

阐述黄河文化，紧扣华夏文明、黄河文化、

建党百年三个关键词，分为“河之魂”“艺

之萃”“地之灵”“城之魅”“人之杰”五个篇

章，宣传推介黄河文化月期间举办的主要

活动，并启动黄河之声宣传矩阵，全面展

示辉煌灿烂、绵延不息的黄河文化。

陈雷介绍，“河之魂”篇章中，重点发

布的是“黄河珍宝——大河流域文物精品

展”，展现了黄河孕育的文明成果，带大家

探寻瑰丽宝藏。“我们邀请到国家博物馆

著名讲解员河森堡，对黄河九省（区）中有

代表性的文物进行解读。现场利用全息

影像，采取人与文物对话的形式传达‘我

历经千年，但是在黄河文化月，在这里是

为了与你相约’，吸引大家参与活动，探究

大河文物灵魂。”陈雷说。

“艺之萃”篇章中，动漫“唐宫小姐姐”

将为大家推介黄河流域舞台艺术精品演

出季、黄河文化主题艺术沙龙、中国（郑
州）黄河合唱周、“一起@（爱）黄河”四项
活动。“精品荟萃、美不胜收的精彩瞬间，
相信能瞬间激发大家对于活动的期待，欢
迎大家共赴这场属于黄河全流域的文化

盛宴。”陈雷说，该篇章还加入了说唱节目

《为黄河加油》，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时尚

形式让大家感受多彩的黄河文化。

“地之灵”篇章重点发布“三座城三百

里三千年”系列文化旅游活动。分布于黄

河沿线 300里范围内的郑州、开封、洛阳

三座古都，集中承载和见证着璀璨辉煌的

黄河文化，是黄河天然的“历史博物馆”。

陈雷介绍：“这个篇章我们做了一个大胆
的创新和突破，调皮的动漫‘唐宫小姐姐’

将为大家打开奇妙的线路盲盒，男演员将

跟随盲盒开始跑酷之旅，以全息、裸眼 3D

技术展现出郑汴洛三座城的奇妙景观。”

“城之魅”篇章推介的是中国（郑州）

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坛，用一种更艺术、

更具国际范儿的现代舞《大河来风》来表
现黄河的包容性，寓意着不同河流的文化
即将在郑州展开交流，展露出郑州这座黄
河岸边的古老而现代之城，正以开放包容
的时尚魅力，拥抱着广阔的世界。

“人之杰”篇章中，不仅将邀请著名学
者郦波为大家讲述黄帝文明及黄帝对我
们中华文明的影响和贡献，老、中、少还将
共同唱响《龙的传人》，将整个推介推向高
潮。“大家都是龙的传人，希望这首歌能激
发出大家共同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作出努力和贡献的豪情壮志，共
同为弘扬黄河文化、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
贡献自己的力量。”陈雷说。

此外，开幕式还设置了中国（郑州）黄
河文化月启动、“黄河之声”宣传矩阵启动
等环节。

创意表达呈现异彩芳华

2021最闪亮的文化 IP当然要属河南
春晚《唐宫夜宴》了，“传统文化+现代科技”
的创作手法，碰撞出令人惊艳的艺术火花，
呈现出新奇有趣而时尚多元的艺术效果。
而此次开幕式，陈雷同样用现代技术营造
出了不同凡响、令人惊艳的艺术效果。

色彩明艳的《千里江山图》、蜿蜒奔流
的 黄 河 、调 皮 可 爱 的 虚 拟“ 唐 宫 小 姐
姐”……记者在现场看到，开幕式充分利
用沿黄流域九省（区）文化元素，与高科
技装置相结合，全息 3D 影像、创意机械
运用、AR 虚拟增强、动作捕捉、5G 竖屏
导播转播系统等技术赋能，渲染出澎湃
壮观的黄河景观，写意地勾勒出黄河流
域丰富人文资源，把现场变成一场精彩

纷呈的沉浸式演艺体验。
其中，“河之魂”“地之灵”等多个篇章都

大量运用了科技元素，新颖创意的设计、美
轮美奂的呈现效果，让人耳目一新、大饱眼
福。“河之魂”中的人屏互动节目，演员与“开
口说话”的文物隔空对话；“地之灵”中，演员
跑酷与全息影像、裸眼3D技术相结合，以极
具现代感、空间感的视听效果，呈现出郑汴
洛三座城最具标志性的文化元素……整场
开幕式不啻一场饕餮文化盛宴。

谈到此次开幕式的舞台创意，舞台总
监苏伟介绍：“开幕式的开头和结尾，分别
呈现传统的和崭新的《千里江山图》。在
整个《千里江山图》上，我们会呈现多个城
市坐标、文化元素等。整个舞台设计了很
多让人意想不到的细节，比如用机械臂使
演员在空中漂浮、快速移动等。另外，郑
州大剧院去年刚刚投入使用，拥有移动车
台等先进的舞台装置，我们将节目内容与
剧场进行了深度的融合与包装。相信开
幕式一定会让大家眼前一亮。”

用心用情谱写黄河颂歌

为了呈现出完美的艺术效果，连日来，
参加开幕式的演员们都在郑州大剧院一遍
遍排练，不断完善各个细节，用自己的真
心、真情、真意，唱响新时代的黄河颂歌。

“能参与黄河文化月开幕式表演，我感
到特别开心和自豪。”郑东新区众意路小学
五年级学生罗敬凯参加了《龙的传人》合
唱，他特意向学校请假三天参与排练。郑
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星光合唱团成员孙铭
同样参与了合唱，他特别开心能通过合唱
的形式为宣传黄河文化做出贡献。

而重庆两江艺术团演员周俊佐参与了
“城之魅”篇章的舞蹈表演，“舞蹈主要展现
黄河流域的美丽风情和磅礴气势，绘制出

大河两岸的幸福画卷，希望大家能喜欢”。

据介绍，开幕式于 13 日晚在人民日

报客户端、央视频、新华社现场云；凤凰河

南、澎湃新闻、哔哩哔哩、百度百家号、今

日头条、新浪微博、抖音、快手、YY；大象

新闻客户端、正观新闻客户端、中原网、会

面客户端、看郑州客户端、冬呱视频；触电
新闻、KK直播、搜悦直播、爱看新闻、北京
青年报等多家平台直播。千万不要错过
这场艺术盛宴。

黄河文化月开幕式异彩纷呈
本报记者 秦华 文 郑报全媒体记者 白韬 图

拜祖大典华人名人名家
书画作品邀请展开展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肖雅文）4月 12日，为期三天的辛丑年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全球华人名人名家书画作品邀请展在升达艺术馆开幕。

开幕式上，民建郑州市委向新郑黄帝故里景区管委会捐赠一
幅 40.6 米的《轩辕黄帝》长卷，这也成为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据
介绍，本次邀请展共征集到全球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千幅书
画作品，经过认真筛选，本次线上线下共展出作品 280 幅。在绚
丽多彩的画面和龙蛇飞动的线条中，作者用饱蘸心血的笔墨和赤
诚的热情，挥洒了他们对黄帝文化精神的理解以及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追求。

本次邀请展由市政协、市委宣传部、市文联主办，郑州嵩山书画
院、海外暨港澳台中国书法家协会、郑州市书法家协会、郑州市美术家
协会承办。

4月13日晚，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开幕式将在郑州大剧院举行，
正式拉开为期25天的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的序幕。由今年火爆“出
圈”的河南春晚的总导演陈雷策划操刀的这场开幕式，有哪些亮点？将
带给大家怎样的惊喜？12日下午，记者走进郑州大剧院观看了排练，并
采访了开幕式总导演陈雷、舞台总监苏伟及部分演员。

“轩辕号”公交车亮相郑州街头
市民乘车时还可体验别出心裁的“云”拜祖

国风漫画风格的“轩辕
号”22路主题专车外观

红色的祥云、“穿越换
装”模块、Q版“小黄帝”、始
祖山……这些象征黄帝文化
的元素充满了“轩辕号”22路
公交车车厢

黄河文化月开幕式彩排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