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海嘉宾寻根黄河之滨
“当你走在新郑，联想到几千年前中国的祖先就

在这片土地上生活，我们生活在历史当中、文化当中，
我们生活在历史传承当中。”1987年便赴美留学的美
国亚利桑那大学西亚斯音乐项目美方院长郎晓明阔
别故土30余年，然而正是这一经历让他感受到了文化
的反差，通过不同文化的对比后，进一步加深了对中
国文化的热爱。第一次来到拜祖大典现场的他曾在
去年作为国家项目领军人物参观郑州，通过对姓氏文
化的了解，收获了强烈的归属感，再次感受到了中国

文化的魅力。“我的孩子们都身在美国，将来有机会我
一定会带他们回来看一看，告诉他们这里就是我们中
国人发源的地方，这里就是我们的根。”

同样为大典现场感到震撼的还有来自广州的郭
紫君一家，“看到这一传统盛典通过现场各种新媒体
手段，以不同形式传播到全国乃至全球，让更多的人
了解中国传统文化，领略到大国风范，作为中国人感
觉特别有面儿。”作为中医文化传承人郭紫君一家致
力于将中国文化、中医文化通过年轻化方式进行再

包装，推向全世界，让更多人接收到。
今年大典期间，我省联合沿黄九省（区）统筹举

办黄河文化月活动，来自沿黄九省的媒体朋友纷纷
来到现场对拜祖大典进行全方位报道。“青海省位于
黄河的源头，相对于中原地区来讲，我们关注更多的
是对黄河的生态保护。与青海相比这里的河湟文化
或者说是黄河文化更加浓郁。”而作为黄河流域沿岸
九省的媒体代表，青海日报社记者何娴珺被天地人
和环节所震撼，“看着红色的气球飘向空中，就好像
是新的希望冉冉升起，深深感受到炎黄子孙的血脉
传承。”

天地人和祈福盛世昌平

少年强则中国强，在今年拜祖大典现场，有一支
服装统一动作特殊的方阵，那就是由新郑大学城的
大学生和新郑市中小学生组成的青春方阵。他们代
表着生机勃勃新一代华夏儿女的崭新面貌。作为方
阵中的一员，新郑中专学生时超莹被现场神圣庄重
的氛围深深打动，“非常激动，觉得拜祖大典是一个

十分神圣庄严的事情。”
仪程最后一项，天地人和。“文明中华，大德无

疆，盛世传德，国运兴昌，同根同祖，源远流长，和平
和睦，和谐万方。”台上，80名青少年共同唱着。台
下，来自新郑市实验中学和苑陵中学的 420名学生，
手拿气球走过青春方阵，与嘉宾并肩。他们代表着

炎黄血脉的延续，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未来希望。他
们手中的气球里塞着锦囊，寄托的是炎黄子孙对盛
世昌平的期盼，对世界和平的希望。

新郑市实验中学副校长冯树伟说，作为新郑人，
从小感受黄帝文化，作为一个老师，时常教导学生们
对人文始祖黄帝多加学习，身在一个在校园内就可
以听到拜祖大典的学校，将不遗余力对黄帝文化向
下一代炎黄子孙传播，让黄帝精神延绵不断。

乐舞敬拜再现古风雅韵

和着韵律悠远的古乐，60名郑州歌舞剧院演员
身着蓝白相间的古代盛装登场，大家庄重地手持竹
简，用翩翩舞姿表达着炎黄子孙敬拜轩辕的共同心
愿。在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上，全新升级的乐
舞敬拜环节再现盛世古风雅韵，给众多观众留下深
刻的印象。

据了解，参加乐舞敬拜环节的 60名舞蹈演员全
部来自郑州歌舞剧院，其中包括女演员32名，男演员

28名。在牛年河南春晚中火爆出圈的“唐宫小姐姐”
们也参加了乐舞敬拜环节舞蹈表演。与往年的金
色、红白色调服装不同，今年演员们所穿服饰以蓝、
白色为主，黄色为内衬，整体视觉效果更加醒目、庄
重。演员手持道具也从以往以翎子为主要元素的道
具升级为写有黄帝颂全文的竹简。演员在起舞前还
增加了向轩辕黄帝敬拜的细节，使整个环节更加具
有仪式感。

郑州歌舞剧院副院长娄冰冰告诉记者，中原地
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
源头和核心组成部分。中原地区在古代不仅是中国
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主流文化和主导文化的发源
地。作为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活动中的一大亮点
活动，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乐舞敬拜环节着力
彰显中华传统文化特色，其舞蹈提炼自汉唐舞蹈艺
术精华，融入了更多诗书礼乐等中华传统文化核心
元素，让观众能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厚重的中原历史
文化。

高唱颂歌共祝国运兴昌

“大风起兮云飞扬，吾土吾心吾欢畅，四海之内
皆和谐，吾思吾梦吾向往……”“高唱颂歌”环节，著
名歌唱家蔡国庆、吕薇和现场青少年合唱团一起高
声吟唱黄帝颂歌。

参与这一环节的郑州宇华实验小学二年级学生
宋佳昊早早地就来到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现场，一

遍遍地哼唱着《黄帝颂》。他告诉记者，自从得知自
己将在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现场和著名歌唱家蔡国
庆、吕薇一同领唱《黄帝颂》时，这首歌的旋律就在
脑海里转个不停，每天都会唱上好多遍，生怕演唱
时忘词。

宋佳昊的爸爸宋新院说，之前也带孩子参加过

拜祖大典，但都是作为观众，而这一次是直接参与拜
祖大典仪程之中，对于孩子而言是一种激励和鼓励，
孩子会拉着大人给他讲述轩辕黄帝的传说故事，还
会主动阅读这方面的书籍。“通过拜祖大典这一平台
让孩子们接触和接受传统文化教育非常好，不仅能
让他们更深层次了解黄帝文化，深知中华民族的来
源去脉，还能引导和教育他们要成为传统文化的传
承者和创新者，将来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礼乐响起敬拜始祖轩辕

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第一项仪程由往年的
“盛世礼炮”改为“盛世礼乐”，以礼乐方阵现场演奏
的方式取代鸣放礼炮。随着曾侯乙编钟、唐宫夜宴
等传统文化为人熟知，国人的民族文化自豪感、认同
感日益增加。舞台西侧，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 20
人、郑州西亚斯学院交响乐团 40人、民乐团 40人共
同演奏礼乐，使得整个大典的开幕愈发庄重典雅。

段梦瑶是郑州西亚斯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今
年是她第一次参加拜祖大典，作为一名小提琴手为
大典奏响自己的一枚音符。“作为炎黄子孙，能够以
自己的专业来恭拜我们的祖先黄帝，感到非常荣
幸。”她说。

在礼乐声中，青年代表作为礼生分别献五谷、瓜
果、丝帛，领导嘉宾、少年儿童及社会各界优秀中华儿

女代表手持鲜花向黄帝像依次献花，表达了对中华
民族文明始祖、人文共祖神圣崇高的敬意和追思。
拜祖嘉宾依次上台净手，向黄帝像敬香为民族祈
福、为复兴喝彩。随后，全体人员面向轩辕黄帝座
像行三鞠躬礼，表达全体炎黄子孙对黄帝的崇高
敬意。

“满满的仪式与庄严，这一刻终于理解古代周武
帝王为何用礼乐教化人心。”首次参加拜祖大典的中
华网记者蔚广玉在朋友圈里写道。

暮春之初，
惠风和畅，黄帝故里，祈福
平安。

又是一年农历三月三，
全球华人拜轩辕。4月14日
上午，辛丑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在新郑举行。历经了不
平凡的庚子年，辛丑年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注定意义非
凡。与去年相比，现场恢复
了九项仪程的典礼，恢复了
礼拜嘉宾，按照疫情防控常
态化工作要求，参加人员范
围主要是河南省内各界代表
人士，现场嘉宾规模控制在
1000人左右。

除了现场拜祖，全新升
级的辛丑年网上拜祖祈福
平台，全球中华儿女可以
通过网络参加拜祖，用点
滴黄河水浇灌姓名树连成
祈福林，还可以“一步千
年”、感悟“百年辉煌”，一
秒钟变身“古代大咖”，穿

越时光在历史当中共同
祝愿华夏儿女幸福

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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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一版）仪典指导顾问——台湾黄帝
大庙春莲教授师带领众多法师、礼生，循
初献礼、亚献礼、三献礼、赐福礼等古礼
隆重敬拜，彰显对黄帝的虔诚敬仰，弘扬
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礼仪文化，展现中
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中国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受邀担任
主拜官，全程参与典礼仪程并恭读拜祖
文，她表示：两岸人民同属炎黄子孙、文
化同源，中华儿女应饮水思源、永远感恩
惜福并尊重中华民族的传统与文化，同
时她也向黄帝祈福，希望黄帝可以保佑
台湾风调雨顺，尤其最近这旱灾，希望能
够抗旱成功，更期盼透过两岸人民的智
慧，心系两岸的民族情，来解决两岸之间
的问题。

本次典礼中的乐舞由庄敬高职表演

艺术科学生演绎，以《三月三祝万寿、喜
洋洋福无疆》的表演作为开幕，表达华夏
儿女感念黄帝功德、祝贺黄帝诞辰时内
心的欢欣与崇敬；以活泼生动朝气蓬勃
的现代舞《士农工商齐欢庆》将典礼活动
推向高潮，诠释炎黄子孙四海一心勤奋
创新的精神，也为传统的典礼仪程增添
时代气息。

除了现场的拜祖仪式外，为防控疫
情、支持抗疫措施，本次典礼取消现场开
放民众参与，特别规划云端拜祖的活动网
页，直播典礼盛况，并提供“线上拜祖”平
台与民众互动，让民众在观看直播遥拜黄
帝的同时，也可以填写心愿卡，为自己和
世界祈福。此举获网友踊跃参与，截至4
月 14日，线上拜祖参与人数已达 8.7 万
人次以上。

台湾同步举办大典
敬拜中华民族文明始祖

（上接一版）
郭庚茂、王全书、孙守刚、甘荣坤、

穆为民、江凌、曲孝丽、赵素萍、徐济超、
戴柏华、何金平、武国定、霍金花、顾雪飞、
刘玉江、周春艳、李英杰、龚立群、张亚忠、
高体健、张震宇、刘炯天、朱焕然等出
席大典。

侯红、张延明、周富强、杨福平、
牛卫国、黄卿、吕挺琳、杜新军等郑州
市领导出席大典。

本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由河南
省人民政府、政协河南省委员会、国
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中华全国归国
华侨联合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

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等单位联合
主办，郑州市人民政府、政协郑州市
委员会承办，新郑市人民政府执行，
突出宣传建党一百周年和开启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港澳台侨同胞代表
和社会各界优秀中华儿女代表，以及
近百家新闻媒体约 1000人在现场参

加了拜祖大典。
在现场拜祖的同时，大典还开通

了网上拜祖祈福平台，实现线上线下
拜祖并重。截至 4月 14日 17:00，辛
丑年拜祖大典全球全网点击量达到
17.13亿人次。网上拜祖平台累积参
与祈福互动 5825万余人次。

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凝聚共谋出彩磅礴力量

辛丑年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隆重举行

歌唱家和青少年合唱团一起高声吟唱黄帝颂歌

净手上香

放飞承载美好祝愿的气球

唐宫小姐姐手持竹简、翩翩起舞……全新升级的乐舞敬拜环节再现盛世古风雅韵

敬献花篮

礼乐声中，青年代表作为礼生献五谷、瓜果、丝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