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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

赤子侨心，山海不远！近年来，在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地的华人华侨
主动发起举办恭拜轩辕黄帝大典，发挥
文化传承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推动中
华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在美国旧金山市府广场，现场彩旗
飘扬、古风盎然，巨幅黄帝帷幕在旧金
山市政府前显得格外庄严伟岸，美国加
州和旧金山湾区政要，华人团体、学生
代表等千余人参加第八届海外中华儿女
拜祖大典。“我们都是龙的传人，祖国永
在心头，赤子心牵长江黄河，爱如潮水
奔流。中华情满山川异域，爱涌四海五
洲，和祖国在一起，纵然相隔千万里，
和世界在一起，阳光总在风雨后……”
活动中，第三届“我是中华儿女”中文
演讲比赛获奖的青少年集体朗诵，拜祖
大典合唱团齐声合唱，现场千余人陶醉
在充满壮志情怀的歌声中，浓郁的家国
情怀升腾在海外华侨华人心间。

在英国伦敦，英国华侨华人恭拜轩

辕黄帝大典在广泛邀请在英侨领、商会
和宗亲组织参与的同时，更加突出青年
群体，面向华裔新生代，让更多华裔青
少年更好地了解黄河文化、黄帝文化，
感受中华文脉的恒久魅力，助力海外华
裔青少年增进对中国的认识了解、对中
华文化的情感认同。以此为契机，唐人
街广场同期举办了河南与英国商贸文化
交流活动，以专题推介、展览展示、项

目洽谈等形式，搭建起沟通对接、信息
共享、合作共赢的平台。

四年来，英国恭拜轩辕黄帝大典从
以家庭为单位到线上举办，再到公众可
参与的开放性拜祖，参与人数逐年递
增，让众多华人华侨在溯源寻根中坚定
文化自信，增强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
已成为当地颇具影响力的中华传统文化
名片。

在澳大利亚悉尼，通过网络直播，
场内场外两万多华侨华人共同参与了第
七届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恭拜轩辕黄帝大
典。大典主拜人、澳洲潮州同乡会会
长、澳洲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李国
兴在致辞中说，恭拜中华民族的人文始
祖轩辕黄帝，已成为海外华人华侨不忘
祖先、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活动，
成为推动澳中文化交流的品牌活动。

“天地玄黄、东方曙光，文明始
祖、中华炎黄，薪火相传、盛世未央，
华夏各族、中原家乡。”今年，泰国首
次举办恭拜轩辕黄帝大典，泰华侨团、
商会首长及各界嘉宾、人士、代表约三
百人聚集一堂，虔诚恭拜中华人文始祖
轩辕黄帝。

中泰两国地缘相近、血缘相亲、人
文相通，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基础
深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华人在泰
国生活，与当地人和睦相处，繁衍生
息。为营造浓厚的拜祖氛围，前期，泰
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合唱团在暹罗
古城皇宫建筑前演唱了《黄帝颂》，合
唱团二十余人身着华服，肃穆庄严，胸

前飘扬着黄丝巾，表达对人文始祖的景
仰。在暹罗古城的环河边，华裔和泰国
青年共同策划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放水灯
活动，中泰青年身着节日盛装，虔诚地
手捧水灯，祈福中华福祉绵长，祈福中
泰友谊长存。

不同的拜祖方式，一样的敬仰之
情。大家表示，恭拜轩辕黄帝已成为凝
聚中华儿女共同情感的精神纽带，无论
身处何地，都能感到心有所依、心有归
处、心有力量。

厚植“根、魂、梦”
共担民族复兴重任

进入新时代，文化在振奋民族精
神、维系国家认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作用充分凸显。
踏上新征程，向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迫
切需要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凝聚起万
众一心的磅礴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
强调：“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
文化更好走向世界。”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着力
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寻根问祖
中增进情感认同，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凝心聚力。

“海外中华儿女拜祖大典已连续成
功举办八届，成为在海外华人之中极具
影响力和标志性的文化名片，同时也是

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发扬光大的一个重
要平台。”中国侨联海外顾问、著名侨
领、海外中华儿女拜祖大典荣誉主席方
李邦琴表示，寻根拜祖、慎终追远，通
过连年举办的拜祖大典，海外华人华侨
找到了精神归属感和民族认同感，身体
力行地传承“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
和谐”理念，将中华传统文化传播到世
界各地，实现美美与共。

“他邦夜夜家国梦，天涯朝朝总相
思。”乡愁是华侨华人刻在骨子里的文
化记忆。“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
始祖，黄帝文化是中华五千年的传统文
化，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纽
带。”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暨各行业
公会执行主任李桂雄说，以庄重简约的
方式纪念轩辕黄帝，有助于传承中华优
秀文化，增强泰国侨胞与祖国的亲情连
接，汇聚全球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
共同为泰中友好合作和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全国政协委员吴志良在参加完澳门
恭拜轩辕黄帝大典后感慨地说：“万水千
山不忘来时路，树高千尺根深在沃土。
黄帝文化是连接亿万华人的精神纽带，
通过拜祖活动我们深刻认识到，无论身
处何处，都是同根同祖的中华儿女，应该
万众一心，奋发图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海外侨胞是中华儿女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大家庭血脉相连的重要成
员。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中华
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

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魂；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
梦。以黄帝文化为纽带，恭拜轩辕黄帝
大典最大限度地把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
团结起来，在广大海外侨胞中厚植

“根、梦、魂”，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
女心往一处想、智往一处谋、劲往一处
使的生动局面。

“希望广大旅英侨胞继续发挥融通
中西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动中英双边友好
交流合作和中英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
更大作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添砖加瓦。”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侨务参赞刘红梅说道。悉尼中国文化中
心主任兼中国驻悉尼旅游办事处主任肖
夏勇表示，澳洲华侨华人代表肃穆、庄
重地礼拜人文始祖黄帝，沿袭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的仪式重演与符号象征，既是
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传统美德，
更是让旅澳侨胞牢记自己的魂和根，为
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海外传
播、为促进中澳友好作出新的贡献。

文脉千秋贯，江河万古流。新时代
新征程，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觉传承好中华文
化的精神基因，积极推动中外文明交流
互鉴，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不断巩固各族人民大团结、海内外中华
儿女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磅礴
力量！

本报记者 靳燕 通讯员 李娜 李杰

河南郑州新郑

发挥黄帝故里向心力 共画中华儿女同心圆（下）

“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不仅是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主题，也是海内
外亿万华人共同的民族情、不变的中国心。

癸卯年泰国华侨华人拜祖大典癸卯年泰国华侨华人拜祖大典

海外炎黄子孙拜祖大典海外炎黄子孙拜祖大典““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仪程仪程

英国华侨华人恭拜轩辕黄帝大典英国华侨华人恭拜轩辕黄帝大典““高唱颂歌高唱颂歌””仪程仪程 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恭拜黄帝大典澳大利亚华侨华人恭拜黄帝大典““恭读拜文恭读拜文””仪程仪程

11月 7日至 8日，由全国政协
港澳台侨委员会、四川省政协、河
南省政协、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主
办的第十七届河洛文化研讨会在古
蜀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天府之
国”的中心——四川成都举办。全
国政协副主席咸辉出席会议并作了
重要讲话，为新时代做好河洛文化
研究和成果转化指明了方向、明确
了任务。

来自海峡两岸、港澳地区的近
200位河洛文化研究者和相关领域
的代表，围绕“河洛文明与客家文
化”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
研讨，就新时代推进河洛文化研
究，增强中华儿女“根在河洛”“心
归华夏”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形
成了很多共识。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
刘赐贵、四川省政协主席田向利、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崔
玉英、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刘炯天、
福建省政协副主席刘献祥、广东省
政协副主席张嘉极、四川省政协副
主席欧阳泽华等出席研讨会。

在研讨会期间举行的中国河洛
文化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二次会
议上，选举产生了新的会长、副会
长和副秘书长，全国政协港澳台侨
委员会主任刘赐贵当选为会长。

■拓展河洛文化新时代文化张力
担负民族精神传播者的使命

本届河洛文化研讨会的举办正
值 全 党 全 国 上 下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之际。文运与国运
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文化兴则
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
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
讲话中指出：“自信才能自强。有文
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
稳、行得远。”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
的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延续至今的河
洛地区文明发展的总和。探寻河洛

文化的渊源，追溯其发展脉络，探求
华夏文明之根，对于砥砺民族精神之
魂，对于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凝聚全球华人的力量，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
深远意义和重要价值。

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自2006年成
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海峡两岸暨
港澳以及海外学者对河洛文化的内
涵、特征、基本理念、时代价值等问
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和学术共识。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的关键节点，如何推动河洛文化在
传承中创新，将其蕴含的具有当代价
值、世界意义的思想观念、人文精
神、道德规范等中华文化精髓提炼出
来、展示出来，推出更多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成
果，是本届研讨会与会代表研讨对话
的焦点。

新任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会长、
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主任刘锡贵
表示，进一步深化河洛文化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认识，需要深
化对河洛文化学的理性问题研究以及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研究，同
时需要秉持开放包容、守正创新的态
度，深入做好河洛文化的对外阐释、
宣传和推广工作。他提出要进一步发
挥研究会的平台聚集与整合作用，进
一步明确新时代河洛文化研究的指导
思想、总体目标，定期对外发布重点
课题选题，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同时
要加大资金资助力度，有目标、有计
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深化河洛文化
研究；此外还要探索交流形式、传播
形式的与时俱进，积极利用微信公众
号、短视频、文学影视作品等新媒
体、新方式，举办各类接地气、聚人
气的特色节庆活动，进一步扩大河洛
文化的影响力、传播力，讲好新时代
的河洛文化故事，为凝聚中国力量、
坚定民族信仰，负责任地担负起河洛
文化能够提供的文化精神和文化滋养。

研讨会主办方之一，四川省政协
主席田向利在致辞中表示，文化关乎
国本，关乎国运，文化张力是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最深层、最持久的竞争
实力。召开本届研讨会，也是学习贯
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行动和务实

举措，有助于帮助广大中华儿女更好
读懂中华文化何以伟大、文化自信何
以坚定、文化根脉何以赓续，同时也
体现了各级政协组织自觉地把习近平
文化思想作为担当履职的根本遵循、
凝心聚力的精神纽带，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协
作为。

西晋时期“衣冠南渡”，中原文化
南迁，在闽粤大地、金马澎台形成了
独特的客家文化。明末以后，客家文
化又自祖国东南地区迁徙入川，为巴
蜀文化增添了独特的魅力。研讨会期
间，与会代表在实地参访的三星堆遗
址、金沙遗址和成都博物馆，也亲身
感受了这一点，同时置身真实生动的
场域中，也触动他们对如何守护好中
华文脉产生新的思考。

■促进两岸河洛文化研究交
流更加热络

自2006年第一届河洛文化研讨会
举办以来，一直受到台湾地区学者和
相关人士的关注和积极参与。2011年
4月，第十届河洛文化学术研讨会曾
在台北成功主办。两岸学界、民间领
域交流持续热络，也成为河洛文化研
究的一个显著特色和亮点。

来自台湾地区的中国河洛文化研
究会理事、台湾六桂宗亲总会副总会
长洪条根今年连续第14年参会。“很
激动，时隔3年，今年能和各位同仁
再次线下相见。台湾文化的主体和主
流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至今许
多台湾人还自称是‘河洛郎’，作为客
家人南迁的重要源头的河洛地区也成
为很多台湾人的乡土记忆，所以我们
也理应成为河洛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
的一分子。”

在他向研讨会递交的一份书面研究
建议中，建议积极利用新媒体传播平
台，搭建便于两岸学者专家和关注河洛
文化的相关人士便捷交流的互动平台，
让两岸河洛文化研究的热度持续下去，
进而带动更多的青年人加入进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 《告台湾同胞
书》 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指出，“两
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中华文
化是两岸同胞心灵的根脉和归属”。河
洛文化与闽台文化和客家文化有着直
接的渊源关系，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文
化记忆，也是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
的文化抓手。如何充分发挥河洛文化
在联结和沟通海峡两岸关系中的特殊
作用，站在坚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
高度，通过请进来、走出去，进一步
完善两岸河洛文化研究的交流机制与
合作平台，吸引更多台湾岛内专家学
者参与河洛文化研究，提高两岸河洛
文化研究契合度，实现优势互补、互
鉴互促，也成为研讨会两岸代表对话
研讨的热点。

“河洛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
代表，对于加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感
和自信心具有积极作用，它让人们更
好地认识和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从
而形成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华侨大
学台湾省籍博士王志豪作为研讨会的
主发言嘉宾分享了如上思考。

“教育的力量不可忽视。河洛文化
的传承需要年轻一代的参与和重视，
建议通过多样化的教育方法和活动，
激发台湾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和热爱。希望河洛文化能在更多台湾
青年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传承，成为

‘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知识力量。”香
港孝道文化联合会会长潘树仁也认
为，河洛文化是联结海外华侨的一座
心灵之桥，具有润物细无声的力量。

“中国人有寻根的传统，一个人找到自
己的根，就会寻找到源源不断的来自
那片土地的滋养力量，这一力量也会
在一代一代人的血脉里延续下去，进
而实现中华优良的文化在我们的血脉
里延续。”他说。

各方共同努力，以河洛文化这一
中华优秀文化增进两岸互信，厚植两
岸融合发展的民意基础，为凝聚促进
祖国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精神力量，会场内外，研讨在延
续，共识在不断形成。

用河洛文化联结两岸 共寻根脉之源
——第十七届中国河洛文化研讨会侧记

本报记者 修菁

■相关链接

▶河洛文化：是以洛阳为
中心的中国古代黄河与洛水交汇
地区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
是黄河文化的核心和主干。2019
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河南视
察时强调，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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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
保护，守护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
贵遗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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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
是 由 全 国 政 协 港 澳 台 侨 委 员
会、河南省政协共同发起，于
2006 年 2 月 24 日 在 北 京 成 立
的，我国唯一一个以地域文化
命名的全国性学术团体。研究
会秘书处设在河南省政协港台
侨和外事委员会。

中国河洛文化研究会的成
立，标志着河洛文化研究工作
由分散研究走向整合研究，由
无规划研究走向有计划有组织
研究，使河洛研究工作迈向了
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研究
会成立以来，先后召开了 16 届
学 术 研 讨 会 （其 中 在 台 湾 2
次），出版了 16 部论文集，完
成了 《河洛文化与民族复兴研
究》《河洛文化与闽台关系研
究》 等 4 项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在两岸学术界和社会上产
生了良好的反响，特别是推动
了海峡两岸文化及人员交流，
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中作
出了积极贡献。

研讨会现场研讨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