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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兴国运兴、
文 化 强 民 族 强 。
习近平总书记在视
察河南时强调，要
推 动 文 化 繁 荣 兴
盛，传承、创新、发
展优秀传统文化。

河南是中华文
明的重要发祥地，
伸手一摸就是春秋
文化，两脚一踩就
是秦砖汉瓦，历史
悠 久 、文 化 灿 烂 。
郑州地处“天地之
中”，历代为中华民
族腹心重地，在中
华文明起源、形成
和发展过程中，占
有 举 足 轻 重 的 地
位，文化遗产资源
十分丰富。

“父亲山，母亲
河 ，始 祖 地 ，国 之
初。读懂中国，从
郑州开始。‘山河祖
国’欢迎您！”这是
央视播出的郑州形
象宣传词。“山河祖
国”短短 4 个字，把
郑州悠久的历史文
化“浓缩打包”，既
真实形象，又简明
扼要地传递给了全
中国、全世界。

“山”，为位于登
封的中华父亲山嵩
山；“河”，是流经 9
省区的中华母亲河
黄河；“祖”，指五千
年前诞生于轩辕之
丘——今新郑的轩
辕黄帝；“国”，即位
于巩义的仰韶文化
中晚期巨型聚落遗
址“河洛古国”。这
片嵩山、黄河孕育的

华夏文明发祥之地，诞生了福泽后世的
人文始祖黄帝，留下了“文明胚胎”的河
洛古国，它们共同演绎的起源历史，定格
了早期中国最为绚烂的文明华章。

今年 3月 29日，河南省委书记楼阳
生到郑州专题调研文旅融合发展工作，
强调“行走河南、读懂中国，郑州是重中
之重”“要以省会郑州为中心，全景式展
示河南文化河南历史”，对郑州的历史文
化保护利用提出了明确要求。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更是
一个城市的灵魂所在。目前，郑州全市
上下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
信、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
央、省委建设文化强国、文化强省的决策
部署，紧紧围绕打造“行走河南、读懂中
国”集中展示地，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全景式展示中华文明主根主脉，
着力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基地和国际
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讲好中国故事，全
面展示中华文明，在进一步回答好中华
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问题上发挥更
大作用，为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竞
争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梳理历
史文化脉络，探寻历史起源，讲好历史故
事，郑州正着力打造“炎黄子孙的寻根之
地、中华文化的朝圣之地、中华文明的体
验之地”三大文化标识。

炎黄子孙的寻根之地——以文化脉
络为主线串联起中华文明发展历程，让
人们在郑州由近及远、由今及古，读懂

“我们来自于哪里、我们怎么来的”，让郑
州成为探寻中华民族、历史思想、国家治
理理念、城市营建理念、建都立国思想、
优秀传统文化等起源的寻根之地。

中华文化的朝圣之地——以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为核心凝聚起中华人文始祖
精神具象，围绕新郑黄帝故里、登封“天
地之中”历史建筑群和伏羲山、嵩山等区
域，踏寻黄帝活动遗迹，讲好黄帝历史故
事，阐释炎黄血脉传承，展示多元文化交
融，让人们能够找到寄托自己精神和灵
魂的家园故乡，增强全世界中华儿女的
民族认同、文化认同、精神认同。

中华文明的体验之地——以历史人
物、历史事件、历史场景为主线，以历史
遗迹和博物馆为依托，创新提供立体式、
全景式、沉浸式的文化场景和文化产品，
让人们能够从黄帝故里、河洛古国等遗
址中感受古国文明，从王城岗遗址、郑州
商代都城遗址、郑韩故城等遗址中感受
王国文明，从荥阳故城、汉霸二王城、大
运河、北宋皇陵等遗址中感受帝国文明，
切实感到中华文明穿越时空的澎湃力
量、绵延不断的伟大传承。

以文化人、以文聚力、以文兴业，郑
州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核
心区域和主根主脉所在，在推进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加强文化建设、强化文化自
信的征程中使命在肩、责任如磐。不忘
来路，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中原儿
女，用璀璨文化之光照亮现代化建设之
路，方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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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曰：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祖勋德，万古流芳。

启迪蒙昧，告别蛮荒。伟烈丰功，恩泽八方。

教民耕牧，莳谷蚕桑。婚丧有礼，历数岐黄。

舟车指南，律吕度量。举贤任能，整纪肃纲。

修德怀远，封土固疆。肇始一统，和合共襄。

大公鼎新，民本为上。黄帝精神，世代景仰。

薪火相传，饱经沧桑。千秋风流，共赋华章。

民族复兴，百年梦想。愈挫愈奋，多难兴邦。

沧海横流，初心不忘。夙夜匪懈，民族脊梁。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建党百年，无上荣光。

脱贫攻坚，全面小康。大国战“疫”，铁壁铜墙。

蛟龙入海，天宫翱翔。北京冬奥，举世无双。

昆仑巍峨，江河浩瀚。先祖垂宪，策勉今贤。

九州之央，大河之南。乃根乃魂，世代承传。

山河祖国，文明之源。牢记嘱托，出彩中原。

城市集群，高质发展。承东启西，重任在肩。

中部崛起，郑州领先。知重负重，砥砺向前。

自强不息，共克时艰。厚德载物，海纳百川。

两岸四地，血脉相连。和衷共济，唇亡齿寒。

反独促统，势所必然。“一国两制”，爱国当先。

人类兴衰，命运攸关。共为一体，文明互鉴。

“一带一路”，至诚至善。合作共赢，和谐发展。

崇尚和平，关爱自然。美美与共，举世同欢。

日月经天，慎终追远。佑我中华，龙脉绵绵。

大河滔滔，嵩岳苍苍。敬告我祖，伏惟尚飨！

拜祖文

维公元二〇二二年四月三日，岁在壬寅，三

月初三。具茨山下，中华始祖轩辕黄帝故都故

里，溱水河畔，炎黄后裔庄严神圣拜祖敬宗。

欣逢盛世，习近平主席带领全国人民实现第

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当此之时，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

主席齐续春，谨以海内外炎黄子孙之名，为中国

和世界人民祈福纳祥，肃拜恭颂赫赫始祖肇造文

明之功德。

“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4月
3日，农历三月初三，河南新郑黄帝故里园区，
万众瞩目。壬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以线上方
式成功举行，通过观看直播、网上拜祖等方式，
海内外中华儿女“云”聚黄帝故里，共拜人文始
祖轩辕黄帝，弘扬中华文化，凝聚奋进力量，祈
福当下、祝愿未来。

拜祖大典延续“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
谐”主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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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郑市人民政府具体执行。

黄 帝 故 里 园 区 全 新
亮相，构建规制严谨的礼
仪空间

守根脉不息，念始祖伟业。寻根门作为整
个拜祖序列的初始，体现的是华夏儿女万宗同
源、心系宗祖的意境。随着书写有“迎天下华
人归故里拜祖”字样的竹简门徐徐开启，八方
来朝的华夏儿女自此门进入，就开启了拜祖寻
根之旅。寻根门对面，100面姓氏旗风中摇曳，
象征着华夏儿女同根同祖、血脉相连。

焕然一新的故里园区按照“一轴双环”格
局，“一轴”就是中轴线，“双环”是指黄帝故里
祠、拜祖广场构成的两个环形。沿着中轴线从
南至北，分布着故里广场、寻根门、同心广场、
轩辕桥、黄帝故里祠、拜祖广场、轩辕殿、轩辕
丘等，这些重要建筑典雅厚重，彰显黄帝文化，
营造庄严、致敬的拜祖氛围，形成规制严谨的
礼仪空间。

沿拜祖通道，步入同心广场，两侧高达6米
的竹简书写着历代古籍中记载的关于黄帝故

里为郑州新郑的史实，“黄帝者，少典之子”“姓
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儿能言”……历
史与现实辉映，肃穆而庄重。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子宁不
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纵我不往，子宁不
来……”同心广场上，寓意天圆地方的系祖坛，
身着传统服饰、手拿竹简的青年学生和少年儿
童正在齐诵《诗经》中的“郑风”篇章，一边吟唱，
一边感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系祖坛为心系始祖、礼天之坛，正中设天心
石，环砌九层石板，取意“九九归一”。系祖坛正
中心，是来自春秋时期郑公大墓的国宝莲鹤方
壶，今年恰是其出土99周年。同时，“春秋蟠龙
纹铜方壶”“杜岭一号方鼎”“妇好鸮尊”等出土
于河南的“国之重器”相对而立，与华夏儿女进
行了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从寻根门到轩辕殿，贯穿整个园区的直线
距离500多米，以“五百多米”寓意“五千多年”，
可谓“百米千年”。徜徉其中，可以深刻感受到
崭新的黄帝故里的中国气派、文明力量和新时
代格局。

典礼开始前，拜祖嘉宾共同为人文始祖轩
辕黄帝塑像落成揭幕。庄严隆重的音乐中，轩
辕殿上黄色帷幕缓缓升起，黄帝像尊容亮相。
全场肃立，嘉宾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向黄帝
像鞠躬致敬。

拜祖典制性仪程依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确定的盛世礼炮、敬献花篮、净手上香、行施拜
礼、恭读拜文、高唱颂歌、乐舞敬拜、祈福中华、天
地人和等九项仪程依次进行。

“大公鼎新，民本为上。黄帝精神，世代景仰。
薪火相传，饱经沧桑。千秋风流，共赋华章……”第
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齐续春担任主拜人，以录
制视频画面的形式，代表亿万炎黄子孙恭读拜祖
文，以庄严神圣之心、追远感恩之情，肃拜恭颂人
文始祖轩辕黄帝肇造文明之功德。

“高唱颂歌”仪程中，和着庄严悦耳的音乐，
《黄帝颂》响彻云霄。拜祖台上，两卷大型隶书竹
简拼接组合、移动变化。雅乐古朴悠扬，舞者玉袖
生风，形成一幅幅庄重优美的乐舞敬拜画面。

“祈福中华”仪程中，五位少年将取自河南的
黄土、云南的红土、青海的白土、黑龙江的黑土、浙
江的青土放入铜鼎中；五位少女将取自河南三门
峡、洛阳、郑州、开封、濮阳的黄河水倒入铜鼎中。
五色土和黄河水象征着大地和黄河母亲，寓意中
华儿女大团结，中华文明，一路走来。拜祖台中
心，是从具茨山上采集的圣火，象征着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薪火相传。国家荣誉获得者、科学家、优
秀党员等9位各界代表点燃火炬，为民族祈福、为
复兴喝彩。

拜祖广场上，悠扬祥和的歌声再度响起，彩旗
猎猎，礼花飞扬。电视画面中，巨大的“中”字与

“和”字一一现出，幻化成彩球飞向蓝天，升腾起中
华民族不辍的理想和美好的期盼。

唱响时代主旋律，华夏
儿女共同拜祖祈福

文化是根，需要在守正创新中赋予时代价
值。每年举办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注重礼仪与时
代相结合，强化大典文化内涵，新意与亮点频
出，与时代主旋律同频共振。

2019年，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拜祖大
典活动设计和大典流程中，突出“爱国”主题
和“国家”意识，策划“我和我的祖国”快闪
活动，饱含着家国天下的深情；2020 年，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拜祖大典以“长江黄河共
战‘疫’，轩辕黄帝佑中华”为主旨，在仪式
中播出共抗疫情的视频画面，突出展现抗击疫
情中的民族精神；2021 年为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拜祖大典在现场布置、氛围营造、
典礼仪程、拜祖文等方面都突出建党百年这一
时代主题。

传中华文明，扬时代精神。今年，拜祖大典
精心制作宣传片《北斗耀黄帝》，深情讲述绵延
不绝、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先祖探寻，我们奔
赴。奔赴的远方，有你肇造的蛟龙；仰望的苍
穹，有你相望的北斗。你播撒的种子从这里开
始，沿着华夏的脉脊顺流直下，勾画出所有河流
和山川的模样……

同时，《黄帝故里园》《这里是黄帝故里》等
短片在大典直播中进行插播，《你好，贵姓？》
《假如黄帝活起来》《客从何处来》等创意短片全
面开花，用光影致敬上下五千年的盛放时光，让
隐藏在时间长河中的历史记忆愈发清晰，进一步
讲好黄河文化、黄帝故事，让黄帝形象、黄帝精
神走进百姓心中。

根脉相系，感情相通。拜祖大典牵动着亿万
中华儿女心系故土、敬仰祖先的情怀，现场庄严
肃穆，“云端”热情高涨。自庚子年始，网上拜
祖祈福平台受到了世界华人的热捧，成为中华儿
女共赴寻根拜祖的心灵之约和精神回归的新平
台。登录网上拜祖祈福平台，点击“AI百变”
一键“穿越”，生成拜祖留念短视频；与拜祖广
场来张“云合影”，分享自己的拜祖海报；在

“黄河岸边”，捞起一只漂流的葫芦，与全球华夏
儿女共同祈福国泰民安……

尊祖敬宗，亘古未断，无论身在何处，心有
归处。壬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举办前夕，不少
海外华侨华人纷纷发来祝贺视频，“云”拜轩辕
黄帝。“中华民族同根同源，这是海外侨胞无法
割舍的情感纽带，身处海外的华人应缅怀先祖的
伟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
和归属感。”澳中工商联合会主席苏鑫峰说道。
尼日利亚中国商会副会长郑晓鹏饱含深情地说：

“又是一年三月三，心手相牵共拜轩辕，轩辕黄
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祈福中华风调雨顺，
祝愿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富强。”赞比亚
中国妇女联合会会长刘桂芬说：“同根连枝，凝
心聚力，祈福中华，祝福世界……”

网上拜祖平台推出三年来，全球全网点击量
均超20亿人次，网上拜祖平台参与人数每年都
创下新高，分别达到1630万、5865万、6369万
人次。拜祖大典传播信息覆盖190多个国家和地
区，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华人，被既有传统韵
味，又有现代气息的网上拜祖形式所吸引。古老
厚重的黄河文化、黄帝文化在大家心中扎根发
芽，激发出共拜始祖、祈福中华、同心同行、携
手圆梦的磅礴力量。

根植中华文化沃土，让
世界更好读懂中国

九曲黄河奔腾蜿蜒，跃动着中华民族永续不
绝的血脉。几千年前，轩辕黄帝在我们脚下的这
片沃土，率领先民创文字、制舟车、养桑蚕、建
医学、定算数、造指南，开启了光辉灿烂的黄帝
文化，孕育了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

千百年来，黄帝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脉文
化，一直是激励炎黄子孙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
力量源泉。慎终追远、敬宗拜祖是中华民族传统
信仰的主脉。近年来，在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影响
下，中国港澳台地区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国家爱国华人每年都会在“三月三”期间举办
“同时同像同主题同拜黄帝”活动，为凝聚全球
华人力量、维护祖国统一，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
鉴、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发挥了巨大的不
可替代的独特作用。

中国侨联海外委员何孔华说：“今年是旧金
山拜祖大典举办的第七个年头了，黄帝文化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文化，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占
有很高的地位。敬宗拜祖是中华民族传统信仰的
主脉，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是世界人民
共同的心愿，借助拜祖大典这个文化盛事，让我
们满怀游子的思乡之情，共祝祖国繁荣昌盛。”

“如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已经成为全世界中华儿
女寻根问祖的盛大节日，已经成为河南联系世界
华人的精神纽带，老家河南正在成为海外中华儿
女向往的精神家园。”加拿大魁北克河南同乡会
会长孙瑞娟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年年有创新，
庄严肃穆、激动人心，为自己身为华夏儿女感到
骄傲自豪。

礼敬祖先、慎终追远。礼拜轩辕黄帝是海内
外中华儿女表达尊祖敬宗的民族情感和追根溯源
的民族认同、血脉认同、文化认同的重要方式，
常年举办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把“中原根深、
华夏叶茂”的理念根植于每一位华夏儿女心中，
加强了世界各地华人对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

感。同时，分散在五湖四海的华人同胞潜移默化
地将黄帝文化传播到全世界，让世界更好读懂中
国，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
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中国力量。当今，面对“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
局”，我们更需政治定力和文化自信，加快构建
中华文化的世界体系，实现文明对话，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正是以实际行动讲好黄帝文化“尚和
合，求大同”“天下一家”故事，激励华夏儿女
自强不息、共克时艰、戮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服务于世界文明互鉴和人类命运共同
体构建。

黄帝精神，世代景仰，薪火相传，永续华
章。亿万中华儿女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
精华，从根与脉、源与流中走向未来，从延续民
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不断汇聚起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文/王有强 靳燕 图/赵卫平 李利强 马健
周甬 徐宗福）

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

弘扬黄河文化黄帝文化 为国家立心为民族铸魂
●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打造全球华人拜祖圣地，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凝聚全球华人力量，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滔滔黄河水，铮铮华夏魂。奔腾不息的黄河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
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他强调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

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伟大事业需要伟大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连年举办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要求，突出弘扬黄河文化、讲好黄河故事、增强文化自信，致
力打造“全球华人拜祖圣地，中华民族精神家园”，让拜祖大典在强化民族记忆、传承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在严格疫情防控的特殊形势下，壬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于4月3日在河南新郑圆满举办，目光聚焦、反响强烈。截止到4月8日 10时，壬
寅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通过报、屏、网、微、端等各种形式展现触及达23.86亿人，全网信息累计发布26.2万多条，网上拜祖平台互动人数累计突
破2098万人，参与互动次数达到6369万余人次，传播信息覆盖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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