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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新：全球华人缘何要到黄帝故里寻根拜祖？
——专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李立新

资料图为 2021 年 4 月 14 日，河南新郑辛丑年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活动现场。 中新社记者 李超庆 摄

图为河南新郑黄帝故里的黄帝像。 中新社记者 李超庆 摄

中新社郑州 4 月 21 日
电中新社记者 李贵刚

“ 三 月 三 ，拜 轩 辕 ”。
每年农历三月初三，以“同
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
谐”为主题的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都会吸引来自世
界各地的炎黄子孙齐聚河
南新郑黄帝故里。恭拜中
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此
举已成为华人世界独特文
化现象。河南省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李立新
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
独家专访，解读全球炎黄
子孙为何要到黄帝故里寻
根拜祖？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 新 社 记 者 ：黄 帝 为

何被称为中华人文始祖，
黄帝故里缘何成为寻根拜
祖的圣地之一？

李 立 新 ：庄 子 说 ：“ 世
之所高，莫若黄帝。”黄帝
是中华民族的文明始祖、
人文共祖、血脉之根、精神
之魂。几千年来，黄帝在
不同时代被赋予相应的时
代内涵，并以共同的祖先
信仰凝聚着海内外炎黄子
孙。无论时代怎样变迁，
黄帝像一条根系，将炎黄
子孙的血脉紧紧相连。

《史记》记载：“有土德
之瑞，故号黄帝。”说明黄
帝之名正是源于由黄河从
黄土高原带来的黄土。源
源不断的黄河、绵绵不尽
的黄土、巍巍不动的黄帝、
生生不息的炎黄子孙，成
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

《礼记》云：“万物本乎
天 ，人 本 乎 祖 。”黄 河 、黄
土、黄帝、黄种人所生发的
农耕文明，使中华民族形
成了“敬天法祖”的核心理
念 和 基 本 信 仰 。 自 然 崇
拜、祖先崇拜、黄河崇拜、
黄帝崇拜是中国人最重要
的传统信仰。可以说，黄
帝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薪
火相传、从未断绝的精神
纽带。

从 地 缘 上 看 ，河 南 地

处黄河中下游，郑州居“天
下之中”，是早期人类活动
的重要地区；从文缘上看，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主要
发祥地和黄河文明中心；
从血缘上看，河南新郑是
黄帝出生、创业和建都之
地，全球华人及港澳台同
胞，都将黄帝故里视为寻
根问祖的圣地。

在黄帝重要活动地新
郑、新密境内，留存着众多
与黄帝有关的历史遗迹和
传说，当地有“三月三，拜
轩辕”的风俗，形成了在全
球华人中拥有广泛影响力
的 黄 帝 故 里 拜 祖 大 典 活
动。

综 上 所 述 ，黄 帝 故 里
成为全球炎黄子孙寻根拜
祖圣地，不仅因为这里是
黄帝故里，有黄帝这一中
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标志
性符号，还源于其悠远绵
长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
化积累，加以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持续举办、影响力
持续提升。近年来，郑州
着力建设“华夏历史文明
传承创新基地中的全国重
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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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 学 教 育 的 实 践 之
地”，大力推进黄帝故里的
硬件建设和软件营造，黄
帝故里成为炎黄子孙的精

神家园和心灵故乡的重要
承载地，也成为全球华人
心向往之的拜祖圣地。

中新社记者：多年来，
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
亚等地也举办同拜黄帝活
动，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李 立 新 ：始 于 2006 年
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除
了现场盛大的敬拜仪式，
越来越多海外同胞选择在
住在地遥拜轩辕黄帝，延
续根祖文脉。

多 年 来 ，黄 帝 故 里 拜
祖大典和境外拜祖活动延
续“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
睦 和 谐 ”主 题 ，已 传 遍 世
界、深入人心。今年境外
拜祖大典形式多样，如美
国举办了青少年《我是炎
黄子孙》中文演讲比赛；泰
国 开 展 了“ 唱 响《 黄 帝
颂》”、水 灯 寄 祝 福 活 动
等，越来越多的外国政要、
友好人士参与其中，国际
影响越来越大。

世界多地举办同拜黄
帝活动，说明了黄帝文化
的核心内涵“尚和合，求大
同”蕴含全人类共同价值，
引起世界各地爱好和平人
民的共鸣和推崇。

据 文 献 记 载 ，黄 帝 重
视“ 和 ”，主 张 家 庭 和 美 、
君臣和顺、国家和谐、天下
和 平 ，坚 持“ 协 和 天 下 ”。
为实现“和”的理想，黄帝

“抚万民，度四方”。
《管 子·地 数》记 载 ：

“黄帝问于伯高曰：吾欲陶
天下而以为一家，为之有
道 乎 ？”其 中 ，“ 陶 天 下 为
一家”就是要构建“人类命
运 共 同 体 ”，其“ 天 下 为
公、中和大同”的精髓对改
善国家间关系，促进对话
协 商 、共 建 共 享 、合 作 共
赢、交流互鉴，具有重要启
发意义。

2018 年，郑州市提炼了
以“鼎新、大公、中和”等为
基础内容的黄帝文化精神
标识和精髓。世界多地举
办恭拜黄帝大典，就是在
传承其中的“中和”理念，
也是在向世界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促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中 新 社 记 者 ：黄 帝 故
里寻根拜祖折射出中华文
化哪些突出特质？

李 立 新 ：中 华 文 明 之
所以五千多年连绵不断、
薪火相传，中华民族之所
以数千年不断开枝散叶、
瓜瓞绵绵，根亲文化发挥
着重要作用。特别是，自
2006 年 以 来 ，黄 帝 故 里 拜
祖大典吸引了数十万海内
外 炎 黄 子 孙 前 来 寻 根 拜
祖，掀起一个又一个寻根
热潮，更彰显出黄帝文化、
姓氏根亲文化的魅力。

“ 草 木 祖 根 ，山 祖 昆

仑，江河祖海”为中华民族
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精
神理念；慎终追远、报本反
始、尊祖敬宗成为中华民
族 的 优 良 传 统 、基 本 信
仰。如今，海内外炎黄子
孙 热 衷 于“ 线 上 线 下 ”拜
祖，其目的也就是寻根，寻
找生命的来龙去脉。

根亲文化的核心在于
“根”，既包括中华民族的
血脉之根，也包括其文化
之根。炎黄子孙正是出于
对共同祖先的崇敬，产生
了“根”的文化认同，进而
产生“亲”的情感共鸣。

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
注重乡情祖谊的民族，“越
鸟 南 栖 ”“ 狐 死 首 丘 ”“ 叶
落归根”是全球华人挥之
不去的文化情结。月是故
乡明，情是老家浓，对于海
外华人，无论他们走多远，
取得多大的成功，他们内
心深处魂牵梦绕的还是故
国家邦。

据 研 究 发 现 ，炎 黄 子
孙的“根”在中原地区。文
献记载中的伏羲、女娲、燧
人 、炎 帝 、黄 帝 、祝 融 、共
工、少昊、颛顼、帝喾、尧、
舜，大都出自河南或主要
活动于河南。在依人口多
少而排序的 300 个中华大
姓 中 ，有 171 个 起 源 于 河
南或部分源头在河南；前
100 个大姓中有 78 个姓氏

直接起源于河南，有 98 个
姓氏的郡望地在河南。“客
家人”就是由中原人多次
南迁形成的，他们家谱里
都记载着祖根在河南的河
洛 一 带 。 他 们 操 中 原 古
音 ，习 中 原 古 俗 ，不 忘 根
本 ，以“ 根 在 河 洛 ”为 荣 。
这说明了根亲文化已经深
深刻在炎黄子孙的心中。

中新社记者：新时代，
如何进一步挖掘黄帝文化？

李 立 新 ：在 中 华 文 明
传承过程中，黄帝文化发
挥 了 极 其 重 要 的 凝 聚 作
用，正是基于对黄帝的共
同认同，实现了文化认同，
进而达到民族认同和国家
认同，全球华人都自认为
是炎黄子孙，其文化基因
溯源便可上溯于黄帝，黄
帝是全球华人凝聚力、向
心力的纽带。

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
先生曾言：“数千年来，中
华 民 族 虽 曾 经 过 某 些 变
化，而始终能够维护着民
族 大 团 结 ，国 家 大 统 一 。
这种巨大的凝聚力，正是
来源于同宗同祖，同文同
根。这个历史潮流是谁也
阻挡不了的。”

在中华文明现代化进
程中，黄帝文化中的和谐
大 同 、以 人 为 本 、道 法 自
然、重视实践等理念，仍值
得我们遵循和借鉴。

正是基于黄帝文化基
因的凝聚力、向心力，人们
才不远万里赴黄帝故里拜
祖。近年来，“网拜”模式
受到热捧，也说明黄帝文
化基因在新时代很容易被
唤醒。

要让黄帝文化吸引更
多新生代，就要求我们不仅
要继承好、传承好黄帝文化
基因，还要不断挖掘出更多
黄帝文化的新内涵，创新出
更多黄帝文化传播路径，更
加注重体验感、趣味性、参
与性，契合年轻人的口味和
风格，增强影响力、感召力
和带动力。

黄花岗72烈士31人为华侨
专家谈侨与“三·二九”起义

中新社北京 4 月 27 日
电（记 者 徐 文 欣）27 日
是“ 三·二 九 ”起 义 112 周
年 。 1911 年 4 月 27 日（农
历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三·
二 九 ”起 义 在 广 州 爆 发 ，
一 批“ 为 天 下 人 勇 于 赴
死 ”的 青 年 才 俊 前 赴 后
继，在敌众我寡的情形下
血 战 到 底 ，英 勇 牺 牲 ，后
被称为“黄花岗七十二烈
士 ”。 在 这 72 人 中 ，31 人
为华侨。

华 侨 是“ 三·二 九 ”起
义的重要酝酿者、决定者
和参与者。暨南大学华侨
华人研究院教授张应龙日
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1910 年 秋 ，孙 中 山 在 马 来
西 亚 槟 榔 屿 召 开 秘 密 会

议，华侨成为起义的主要
支柱、宣传的主力军以及
革命经费的主要来源。

槟 榔 屿 会 议 后 ，华 侨
在 香 港 设 立 统 筹 部 作 为
起义指挥机构、从海外购
运 起 义 所 用 的 枪 支 弹 药
并踊跃参加“选锋”（敢死
队）。中国华侨历史学会
常务理事任贵祥在《华侨
与黄花岗起义述论》一文
中指出，“据统计，回到中
国 香 港 集 中 准 备 参 加 起
义 的 南 洋 华 侨 至 少 有 500

人。他们争先返国效力，
甚至因人数过多，由抽签
以决定回国参加者。”

经过几个月的筹划，4
月 27 日，黄兴率起义者冲
向 两 广 总 督 署 。 但 由 于
筹备失当、指挥不畅等原
因，众多风华正茂的爱国
青年失去生命。其中，最
小的 18 岁，最大的 52 岁，
其 余 多 为 二 三 十 岁 的 青
年 。 革 命 人 潘 达 微 冒 死
出头奔走，收殓烈士遗骸
72 具，葬于广州城东红花

岗，之后爱国人士和华侨
捐款兴建陵园，红花岗改
名黄花岗。

献身的华侨烈士个个
英勇壮烈，宁死不屈。任
贵祥在《华侨与黄花岗起
义 述 论》中 写 道 ，郭 继 牧
和余东雄跟随黄兴英勇进
攻，双双战死 。郭继牧生
在 南 洋 ，稍 长 回 国 ，父 亲
欲 为 他 订 婚 ，郭 继 牧 说 ，
男 儿 志 行 未 遂 ，何 以 家
为？但父亲一再坚持，勉
强成婚，婚后不久他前往

广州参加革命，他对妻子
说 ，这 一 去 成 败 不 一 定 ，
假如不幸失败，切不可过
于挂念我，还要请你替我
孝养老父！另一华侨烈士
余 东 雄 15 岁 即 加 入 同 盟
会，牺牲时年仅 18 岁。当
初因他年龄小，同盟会未
准他回国参加起义，他再
三恳求，才被批准。

在 华 侨 诸 烈 士 中 ，年
龄 最 大 的 罗 联 曾 在 牺 牲
前 高 呼 ：“ 中 国 非 革 命 无
以救亡，望后起者努力前

进，勿中馁云。”印刷工人
李 文 楷 曾 在 临 行 前 对 朋
友 说 ：“ 必 须 为 国 家 作 一
番惊天动地事业，以救国
家危亡。此次回国，乃抱
着此一愿望，与诸君为最
后一次聚首！”可以说，起
义 中 视 死 如 归 的 华 侨 比
比皆是。

“为纪念革命先驱，弘
扬革命精神，马来西亚槟
榔 屿 会 议 旧 址 改 建 为 孙
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爱
国 人 士 和 华 侨 捐 款 兴 建
黄 花 岗 七 十 二 烈 士 陵
园 。”张 应 龙 说 ，“ 三·二
九”起义是华侨爱国精神
的 缩 影 。 他 们 的 义 举 有
口皆碑，他们的贡献将被
铭记。

学者谈侨乡文旅发展：
活用“侨”元素创意表达侨乡新面貌

中新社北京 4 月 27 日
电（记 者 金 旭）“ 五 一 ”
假期将至，中国文化和旅
游市场呈现持续回暖的态
势。各地侨乡也依托自身
优势，积极打响具有侨乡
风情的文旅品牌。如何提
升侨乡旅游吸引力？学者
受访时强调，要以侨乡历
史底蕴为切入点讲好侨乡
故事，用侨胞创业热情激
发文旅融合新模式。

温 州 是 全 国 著 名 侨
乡。改革开放以来，一大
批敢闯敢拼的温商走出家
门 ，书 写 闯 荡 世 界 的 传
奇。温州大学华侨学院教

授方明称，温州三面环山、
一面向海，早在宋元时期，
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要节点。海贸繁荣让更多
温州人敢于开拓进取，抓
住机遇。

温 商 遍 布 世 界 各 地 ，
侨 乡 也 变 得“ 国 际 范 ”十
足。法国红酒、意大利咖
啡、西班牙火腿等来自世
界各地的商品早已融入当
地百姓的日常。“侨胞有喝
咖啡的习惯，温州瓯海区
丽岙街道咖啡馆林立，是
归国华侨和侨眷消遣的好
去处，一杯浓缩咖啡加上
一 碟 瓜 子 也 成 了 侨 乡 特

色。”方明说。
为 延 续“ 侨 ”味 ，温 州

市近年来大力推广“侨家
乐”，将侨特色与各地实际
发展有机融合。方明举例
称，文成玉壶镇因“国际慢
城”的金字招牌吸引华侨
华人返乡投资，侨韵十足
的休闲经济成为当地盘活
文旅资源的新型载体。“很
多 华 侨 带 着 创 意 回 乡 创
业，依托慢城小镇惬意舒
适的生态环境，打造满足
游 客 个 性 化 体 验 需 求 的

‘侨家乐’民宿，助力侨乡
擦亮文化名片。”

“ 侨 胞 回 乡 谋 发 展 能

为侨乡带来惊喜。”方明表
示，侨乡要积极整合资源，
不断完善引智引资政策，
打造与侨胞投资需求契合
的项目，扫清回乡创业障
碍，让他们真正“想回来、
留下来”。

“ 和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不
同，云南的侨乡文化是靠

‘ 走 出 来 ’的 。”云 南 师 范
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副所
长夏玉清说，唐宋以来，西
南茶叶贸易兴盛，一队队
马帮翻山越岭，走出了一
条流传千年的茶马古道。

“ 云 南 陆 疆 侨 乡 的 发
展和马帮文化密切相关。”

夏玉清称，“喜洲商帮”足
迹遍布东南亚各国，腾冲
和顺人“走夷方”闯荡，迤
萨 马 帮“ 下 坝 子 ”“ 走 烟
帮”寻找致富路。他们衣
锦还乡后建房置田，留下
一批中西合璧、风格独特
的宅院，为云南侨乡旅游
资源写下多元文化交汇交
融的注脚。

“在喜洲，每家每户都
有侨情；在宾川华侨农场，
柑橘、葡萄果香四溢，吸引
游客，还有归侨带来的越
南小卷粉等特色美食。”夏
玉清介绍，多元文化和少
数民族色彩是云南侨乡的

特色，发挥侨乡文化资源
优势，既能促进旅游业发
展，又能赋能乡村振兴。

夏 玉 清 表 示 ，想 要 突
出“侨”元素，展示云南侨
乡文化的关键在于摸清少
数民族侨情，在深入挖掘
和充分利用侨文化资源的
基 础 上 ，讲 好 名 人 故 事 。

“云南毗邻缅甸、越南、老
挝，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连
接南亚、东南亚国家的重
要通道。对云南侨乡记忆
的保护和还原能强化海外
侨胞的乡情纽带，吸引更
多‘侨’力量参与家乡文旅
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