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3
2025年4月1日 星期二

责编 朱文 校对 尹占清

一年一度阳春至，三月初三拜轩辕。
2025 年 3 月 31 日，农历三月初三，乙

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郑州新郑黄帝
故里隆重举行。敬拜祖先、慎终追远，来
自全球各地的华夏儿女欢聚一堂，线上线
下一同恭拜始祖轩辕黄帝，共同祈愿和平
和睦和谐，祈福中华民族繁荣昌盛。

赫赫始祖，轩辕黄帝，中华之魂，民
族之根。

五千年前，轩辕黄帝在有熊国（今新
郑市）轩辕丘出生、成长、创业，统一天下、
奠定中华、肇造文明，被尊为中华始祖。
春秋战国时期已有“三月三，拜轩辕”的活
动，这种仪式和活动从唐朝以后逐渐形成
较为严谨的规制，一直绵延至今、从未中

断，如今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习
俗、文化盛典。仪程式的礼拜，将
抽象的历史记忆转化为具象的情
感共鸣，既是对黄帝丰功伟业的敬

仰，也是对中华优秀传
统 文 化
的传承，
是 中 华
文 明 薪

火相传、生生不息的重要载体。在全球化
与多元文化交融的今天，拜祖大典的意义
已超越仪式本身，成为连接历史与未来、
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纽带。

乙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现场，六大
拜祖队伍如群星列阵，大气庄严肃穆的
拜祖氛围，让海内外来宾充分感受到黄
帝精神的千年文明传承和黄帝故里的热
情欢迎、周到接待。九项拜祖仪程结构
紧凑、一气呵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
到极具感染力的表达，展现出独特的文
化魅力和时代风采。同时，今年大典首
次深度融合 AI 技术，科技元素为这一重
量级文化盛典注入全新活力。这场“古
今对话”不仅引发全网热议，更折射出
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创新路径。黄
帝文化的DNA在各种技术叠加赋能下播
向广袤远方，让海内外中华儿女通过屏幕
和指尖，也能感受到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完
备的礼仪规制、庄严的恭拜氛围和厚重的
文化内涵。

郑州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
史悠久灿烂、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郑
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省
委文旅文创融合发展战略，紧紧围绕建设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
地”，加快打造“中华儿女的寻根之地、中
华文明的朝圣之地、中华文化的体验之
地、国学教育的实践之地、现代文明的创
新创业创造之地”，着力塑造“天地之中、
华夏之源、功夫郑州”城市文化品牌。

如今，随着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连年
成功举办，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以完备的礼
仪规制、庄重的恭拜氛围、厚重的文化
内涵、周密的组织安排、同频的全球“同
拜”、广泛的传播影响，成为全球华人世
界极具影响力和标志性的重要文化名
片，大典的文化大魅力、活动影响力、建
设推动力、民族凝聚力、拜祖吸引力逐
年彰显。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已经成为
海内外公认的华人世界圣典，成为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成为全
球炎黄子孙表达民族感情的重要载体、
当代中国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符
号，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强有力

的文化支撑。
“文贸衔接、政经协同，以文促经、互

动双赢”。如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已不
仅仅是海内外华人的文化盛典，也是加
强合作交流、促进发展共赢的平台。一
系列活动的成功举办，为传承弘扬黄帝
文化开辟了新空间，提供了新途径，持续
丰富和拓展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辐射
力、带动力，持续夯实和增强了中华民族
认同基础、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文化向
心力，必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郑州实
践坚定必胜信心、汇聚奋进力量。

民族薪火传伟业，泱泱中华启新程。
赓续先祖遗风，激扬文化自信，亿万

儿女共赴复兴征程；以黄帝根脉为魂，以
黄河文明为韵，中原厚土正汇聚四海赤子
深情；郑州——这方浸润古韵的沃土，而
今正焕发出青春气象，在中心城市建设的
壮阔图景中，以昂然之姿阔步前行！

乙巳年台湾恭拜轩辕
黄帝大典圆满举办
本报讯（记者 赵文静）3月 31日上午，乙巳年台湾

恭拜轩辕黄帝大典在桃园黄帝雷藏寺隆重举行。台湾
各界人士共同参加典礼，遵循 26道传统古礼仪程，表
达对人文始祖黄帝的追思和敬仰之情，祈愿和平和睦
和谐。

9 时 50 分 ，大 典 在 浑 厚 庄 重 的 鼓 声 中 揭 开
序 幕 。

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孙文学校总校长张亚
中担任主拜人并致辞。现场嘉宾依序进行迎神礼、初
献礼、亚献礼、终献礼、恭读祝文及行上香礼等各项仪
程，庄严肃穆，虔敬典雅，彰显炎黄子孙慎终追远的赤
诚之心。

张亚中表示，作为中华民族一分子，参与恭拜
轩辕黄帝大典倍感荣幸，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历
史文明值得我们骄傲。两岸同文同种同源，历史
需要传承、文化需要接棒、血缘需要延续，两岸应
铭记共同祖先，携手推动民族未来。轩辕黄帝拜
祖大典不仅深具民族文化传承意义，也是民族团结
和谐的延续。

现场嘉宾表示，第一次参与黄帝拜祖大典，非常激
动，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精髓要义。黄帝是我们共同
敬仰的人文始祖，希望先祖庇佑炎黄子孙安和乐利、社
会更加和平和谐。

为纪念黄帝的赫赫功业，青年舞者及鼓手献上精
彩表演，以震撼鼓乐融合武术和现代舞蹈，用新生代
的创意与活力，演绎黄帝平定战乱、开创文明的丰功
伟绩。

台湾知名小提琴家麦韵篁携手儿童舞团共同呈现
《黄帝颂》弦乐合舞，悠扬琴韵与优雅舞姿，传达对人文
始祖黄帝的崇敬追念。

大典同时在线上平台发起“和平祈愿”活动，以漫
画形式呈现黄帝促进民族融合、改善民生的历史，加深
人们对人文始祖黄帝功业的了解，推动黄帝文化传承
与发展。

从 2014年至今，台湾恭拜轩辕黄帝大典已迈入
第十二个年头，让台湾同胞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华
民族的根源与脉络，强化了两岸同根同源
的认同感。大典的持续举办，传递
着对黄帝的崇敬之情，体现中华民族
博大精深的礼仪文化，也让两岸
一家亲的情感纽带更加牢固。

500米，铺展开文明长卷
风从具茨山吹来，五千多年那厚重的文

明长卷徐徐展开。
黄帝宝鼎前，六大拜祖队伍组成的方阵

如群星列阵，静候入场，每个方阵 90 人，
540位同胞象征着华夏儿女来自五湖四海。

五千多年前，人文初祖黄帝在此点燃文
明火种，一个时代帷幕开启，从钻木取火到
礼乐教化，黄帝点亮的文明火种，历经五千
多年风雨依然长燃。

寻根门上，乳钉纹、云雷纹交织在一起，
仿佛穿越时空，回应着远古的叩问，诉说着
中华民族千秋不移的守望与传承。这扇门，
不仅是通往拜祖广场的通道，更是连接过去
与未来的桥梁。

自寻根门至拜祖广场黄帝像前，距离
五百多步，每一步都是对五千多年时光的
丈量。

“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
“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
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
材物”……像道两侧，十二方轩辕碑巍然矗
立，碑上镌刻着篆书的《黄帝本纪》，字里行
间透露出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
化。这些碑文，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
华民族精神的象征，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在这庄严的氛围中，12位素衣琴师以
古筝奏响《黄帝颂》，弦音顿挫，那是仓颉造
字的铿锵；气韵悠长，那是嫘祖缫丝的浪漫，
宫商角徵羽间流淌的，那是中华文明从未中
断的密码。

一棵树，舒展成文明的时空
从古到今，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

一棵参天古树，它见证了离乡背井的无奈，
承载着落叶归根的企盼。系祖坛正中，就有
一棵这样的“树”。

“浩浩穹苍，巍巍嵩岳。同祖者，血脉之
源也。同根者，文明之始也……”系祖坛旁，
十数名青衿手执《同根赋》齐声高诵，中央矗
立着一株巍然屹立的“同根树”，它的根系深
扎向始祖的原点；它的树冠，舒展成文明的
时空。

五千年破土生发，十四亿枝叶同根。“同
根树”与坛上诵读的、专门为拜祖大典创作
的《同根赋》相呼应，呼应了大典‘同根同祖
同源’主题。深棕色的枝桠上遍垂红色祈福
丝带，承载着中华儿女对根的祝福与祈愿。

“我从寻根门走过来，便与这棵‘同根

树’遥遥相望，那一瞬间参天大树这四个字
就从我脑海中跑了出来，古话说树高千尺，
终有根本，站在这里，我不禁肃然起敬。”参
加拜祖大典的董女士仰望着“同根树”，久久
不愿离去。

一座祠，铭刻着朝圣的虔诚足迹
一路向前，竹简林立道旁，简上银钩铁

画，镌刻下天人和合的《黄帝内经》。轩辕桥
上，六十四名佾生阵列如星，承袭周礼八佾
之制，舞起，进退间肃穆威仪，尽显华夏礼乐
气度。

“又一次来新郑拜祖，河南变化很大，这
次打算多住几天，逛逛河南老家。”来自福建
的廖先生一边拍照一边说。

轩辕桥下，明代遗址犹存，铭刻着先民朝
圣的虔诚足迹，黄帝故里祠，朱檐青瓦承载着
千年香火，见证着世代子孙的敬祖深情。

故里祠为传统四合院建筑，院内正殿供
奉黄帝像，墙壁上精美壁画，描绘了黄帝的
丰功伟绩。大殿内陈列着指南车和大鼓，这
些都是黄帝时期的发明创造。院子东西两
座配殿分别供奉嫘祖与嫫母，是黄帝两位妻
子，分别为养蚕制丝技艺和原始织布工具的
创始者。

早上8时刚过，院子里的香炉前已经站
满了排队敬香的人群。大典开始前，来自海
内外的华人纷纷敬香施拜，向华夏民族共同
的始祖献上最深的敬意。

一曲舞，是先民对苍穹的向往
乐舞敬拜环节，“羽人通天”舞蹈惊艳亮

相——佾生成列，谦谦君子，以其诚于内、形

于外的礼仪，立于天地之间，为天地献上最
崇高、最诚心的敬意……

羽人不仅是一个神话形象，更寄托着先
民对苍穹的敬畏和对星空的向往。

64名来自塔沟武校，平均年龄十六七
岁的少年舞者，身穿明黄色的传统服装，化
身“羽人”，伴着庄严的鼓乐声缓缓入场，队
列整齐划一，举手投足尽显君子之风，彰显
国之礼仪。

“这次已经是我们学校第十八年参加
拜祖大典了。八佾舞是中国古代规格最
高的祭祀舞蹈，‘羽化通天’这个节目又借
古礼达今意，因此，我们提前半个月就开
始排练，与平日里的演出不同，八佾舞需
要我们的演员从武术的圈里边跳出来，然
后去跨界展示舞蹈的部分。对于我们来
讲，也是一种挑战，可以让我们对人文始
祖轩辕黄帝的文化历史有更深的理解。”
负责此次表演的塔沟武校教练王慎在采访
时说道。

一颗火种，让文明接续传承
大典开场的短片中，火种从黄帝故里最

高点具茨山巅传递而来，点燃了轩辕殿前的
圣火台，嘉宾们借此点燃手中的火炬，喻义
火种接续、文明传承。

当歌声响起，来自香港地区的莫华伦、
澳门地区的龙紫岚和台湾地区的颜人中以
及海外华人代表王蓓蓓，和内地的学生们齐
唱《黄帝颂》，同心证同根。

莫华伦说：“其实我们莫家也是几百年
前从中原河南去的广东。中华民族的根
就在这里。我希望全世界的华人、华侨都

有机会来河南、来郑州、来新郑寻根问
祖。我觉得参加拜祖大典这个活动非常
有意义。”

嘹亮的歌声不仅响彻故里现场，更与来
自河南五地的合唱遥相呼应，它们都是黄帝
文化的遗迹遗址地。分别是新郑具茨山
——黄帝曾在此迎日推策、新密黄帝宫则为
黄帝练兵讲武之地、灵宝荆山黄帝铸鼎原
——黄帝铸鼎之处、济源黄帝祭天坛——黄
帝祈天之所、西平嫘祖庙（嫘祖是黄帝妻子，
对她的祭典久盛不衰）。

这五地儿女还将依次敬献拜祖仪品，
分别为新郑具茨山黄土、新密岐黄中医药
材、济源黄帝祭天坛炭火、灵宝荆山黄帝
铸鼎原金石、西平嫘祖庙缫丝蚕茧，共同
点亮中原大地黄帝文化的时空坐标，祈愿
家乡风调雨顺，祖国繁荣昌盛，世界和平
和睦。

“祈福中华”环节，拜祖台上，一幅波涛
壮阔的黄河画卷徐徐展开。来自海内外优
秀炎黄子孙代表，面向人文始祖深深鞠躬，
手持祝福印章，在画卷上盖印。随后，灵蛇
昂首、篆体遒劲的乙巳纪年印为壮美山河铭
记此刻盛景，以黄河为证，华夏儿女共同祝
福国泰民安。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在盖印时格
外郑重，“从黄帝‘抚万民，度四方’到今天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的文明就像这
永不回头的黄河水，永远向着更开阔的未来
奔涌。”

本报记者 王战龙 杨丽萍袁帅 张立
董艳竹 杨宜锦陈凯 李宇航
赵冬 陶然刘盼盼 杨柳

赫赫始祖，轩辕黄帝，文明启祥，万古流芳。
制器兴农，莳谷树桑，缫丝制衣，葛麻为裳。
筑室定都，论医岐黄，礼乐教化，德泽绵长。
仓颉造字，依声类象，仰观俯察，历法初张。
胙土赐姓，尊亲有常，设官司职，有纪有纲。
黄炎同心，华夏肇基，德洽六合，仁覆八荒。
舟车指南，制量通商，抚近怀远，物阜民康。
百官廉俭，民风敦祥，天下归心，和合共襄。
弦歌不辍，负薪构堂，根脉泱泱，龙脉盛旺。
夏风修远，商周祚长，巍巍华夏，钟吕浩荡。
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世代赓续，砥砺未央。

开天辟地，定国安邦。改革开放，潮涌东方。
强国复兴，伟略领航。不忘初心，明理德广。
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乡村振兴，富裕共享。
绿水青山，生态优良。正风反腐，法治纪纲。
牢记使命，人民至上。团结奋斗，意气昂扬。

瞻彼中原，步履铿锵，牢记嘱托，笃行路上。
大河之南，奋勇争先，务实重干，共筑梦想。
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开放。
融入新格局，服务大市场，发展新理念，再谱新篇章！

此刻挚诚，我们共同启颂：
望大河之滔滔兮，颂吾祖之荣光。
喜雨露之润润兮，思恩泽之汤汤。
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兮，复兴大业昌。
赞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兮，协和万邦。
吾辈奋楫兮，永续华章。
敬祈华夏兮，康富祯祥！
伏惟尚飨！！

乙巳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拜 祖 文
“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拜轩辕”。
维岁在乙巳，三月初三，公元二零二五年

三月三十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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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敬遣代表刘宁以致诚之礼
仪，并谨以中华海内外炎黄儿女之名，肃拜恭
祀我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敬曰：

赓续根脉聚同心 砥砺奋进启新程
郑旗

具茨山下 共溯华夏文明之源
黄河岸边 共祝和平和睦和谐

3月31日，农历三月初三，乙巳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郑州新郑黄帝
故里隆重举行，万千海内外炎黄子孙
汇聚黄帝故里，在巍巍具茨山下，共溯
华夏文明之源头，追思先祖丰功伟业；
在滔滔黄河岸边，同启民族精神之薪
火，感悟中华民族血脉传承。

舞蹈演员身着古装舞蹈演员身着古装，，翩跹起舞翩跹起舞，，敬拜先祖敬拜先祖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秀清王秀清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