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是增强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弘扬中华文明的巨大磁场和

旗帜，这已成为所有中华血脉炎黄子孙的广泛共识。 本文试图探讨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①

祭祀黄帝陵的中华文化情结。
一、轩辕黄帝开创中华文明及悠久之祭黄陵传统

在 5000 年前，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部落，定居于陕西省黄陵县桥山一带。而后，东渡黄河，逐鹿

中原，历经 52 战，败榆罔、诛蚩尤、降炎帝，统一三大部落，成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实现了中华民族

的大融合，奠定了中华民族和 5000 年华夏文明的初基。 黄帝因此成为汉、满、蒙、回、藏、苗、黎等

各族人民的共同祖先。 同时，黄帝又以其聪明才智，率领先民造文字、制衣冠、建舟车、做弓箭、养

桑蚕、定历数、制音律，发明指南车、推算阴阳五行，创造了中华文化，使人类结束蛮荒时代而进入

文明社会。 因此，后世称黄帝为人文始祖、文明之祖。
早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曾记载：“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 生而神灵，弱而能

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黄帝崩，葬桥山。”（《史记·五帝本纪》）桥山即今天的陕西省

黄陵县（原为中部县，1944 年国民政府改为黄陵县），成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如今桥山黄帝陵面

积 333 公顷，周围群山簇拥，山上古柏森森，气势巍然。几千年来，轩辕黄帝一直受到朝野上下、各

族人民及海内外同胞的顶礼膜拜，年复一年，香火不断。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种种原因，这里人烟稀少，杂草荒芜，疏于管理。 1955 年 9 月中旬，归

国侨领陈嘉庚访问西北时，途中顺便拜谒了黄帝陵和轩辕庙，见此情景，遂于10 月 9 日致信毛泽

东：“我此次访问西北，于 9 月中旬再访延安，途经黄陵县时，顺便拜谒黄帝陵和轩辕庙，院中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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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石犹在，千年古柏森森。惟庙宇木料多已腐坏，势将倾塌，庭中草地，多为农民耕种，陵山多处私

坟如鳞。 曾查询县长，据说自解放后至今未派人看管。 保护山陵标语虽有，但徒有其名。 黄帝陵乃

我国民族历史遗迹， 解放后人民政府对历史文物及各处寺庙尚且保护修饰， 而黄帝陵庙竟任荒

废，抑中央主管部门因偏僻未暇顾及”[1]（P431）。 毛泽东收到信后，于 11 月 1 日将陈嘉庚的信批转

周恩来：“此件阅后，请批交有关机关处理。 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1]（P431）。 1955 年底，当

地政府成立黄陵保管所，派专职干部负责整修维护；1959 年陕西省人民政府拨款 15 万元，委托

黄陵县人民政府负责重修，翌年完竣。 1961 年 4 月，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黄陵被列入其中。 新中国建立至改革开放前近 30 年，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外，均有祭黄陵活动，
但一般祭祀规模不大，也没有见到海外华侨华人及港澳台同胞前来祭祀的记载。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中国大陆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

化,追思先祖、纪念故人，节日纪念如春节拜年、十五挂灯、清明扫墓、端午吃粽、中秋赏月等传统

风俗解禁并逐渐流行，祭祀黄帝陵活动随之兴起并日趋盛行，从 80 年代起，当地居民、台湾同胞

及海外华侨华人纷纷到黄帝陵祭祀，规模大小不等。 但因黄帝陵多年失修，有碍观瞻,复因经费困

难， 仅由当地部门进行小规模局部的修葺。 进入 90 年代以来, 开始大规模整修黄帝陵工程,如
1992 年 8 月开始，各方投资 8400 万元，至 1999 年第一期工程完成；同年 4 月 4 日，黄帝陵基金

会在西安举行了为整修黄帝陵捐资仪式，国内有关省区和海外华侨华人共捐款 422.8 万元，历年

累计捐款总共达 5000 多万元；[2]2003 年黄帝陵开始了规模宏大的二期整修工程，总投资 2.5 亿元

人民币，至 2004 年清明节前完工。 最终成为现在气宇轩昂的黄帝陵建筑。
中国历朝历代皇公贵族、近现代各政党派别、社会各界及台港澳同胞、华侨华人祭祀黄陵活

动频繁而历久不断，其中留下文字记载最多者则是祭文，而祭文内容丰富多彩，充满了时代色彩，
也是祭祀者的思想表达。祭祀活动大多集中在清明节、重阳节，其他时间也有祭祀。届时人们汇聚

黄帝陵前，以各种方式祭奠轩辕黄帝，颂扬黄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为华夏

创文明、为民族成一统的丰功伟绩。据记载，春秋战国时期即有祭祀黄陵的文字资料。如《史记·封

禅书》载，秦灵公三年（公元前 22 年）“作吴阳上畴祭黄帝”。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北

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桥山”。三国时期，曹植作诗《黄帝赞》。南北朝时期，因战乱祭祀

时断时续。隋唐时期，仍行效天及祭五帝之礼，唐太宗、代宗都有祭黄帝活动，李白、杜甫等诗人均

有赞颂黄帝的诗词传世。 《宋史》《金史》《元史》也都有祭祀黄帝的记载，并留下范仲淹《祭黄陵》、
张三丰《桥山祈仙台》的传世佳作。 明太祖朱元璋登基后，曾派中书省管勾甘致祭，其祭祀文稿为

后世留下最早的皇帝祭文，太祖后诸帝祭祀香火不断，共有 14 次。清朝建立后，力倡满汉一家，以

各种名义祭祀频繁，共计 29 次，为历朝历代祭祀次数最多者。 [3]

清朝末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建立秘密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 1908 年同盟会暗中举行祭

陵活动，撰写了《祭黄帝陵文》。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于当

年清明节委派由 15 人组成的代表团赴陕祭祀黄帝陵。 代表团临行前夜，孙中山以中华民国临时

大总统名义赶写了一首气壮山河的祭黄陵诗词，交由代表团在黄帝陵前恭读，祭文赞颂道：“中华

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 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 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4]（P1）

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及陕西省政府均有祭黄陵活动。 抗日战争

爆发前夕，中国国民党特派委员张继、顾祝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代表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

如，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特派代表林祖涵（林伯渠），各自携带祭文来到黄帝陵

前，共祭民族始祖，这是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信号，随即掀起全民

族抗战高潮。 此后，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党政部门及当地政府祭陵活动一直未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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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外，每年清明节均有祭黄陵活动，均由陕西省主祭，党和

国家领导人参祭。 1958 年，郭沫若受毛泽东嘱托，题写了“黄帝陵”三个大字，1963 年修复黄帝陵

祭亭时，将郭沫若手迹代替蒋介石题字刻在石碑上，竖立黄陵前的祭亭中央。 “文化大革命”结束

后，1980 年清明节恢复祭祀活动，此后 30 多年每年清明节均有祭陵活动并且愈来愈隆重。 起初

的祭祀均由陕西省及当地政府部门组织，各界代表参加。同时，国家领导人、台港澳同胞及海外华

侨华人踊跃参加祭祀活动。 期间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李岚清、温家宝、姚依林、田纪云、
吴官正、李长春、贾庆林、乔石、刘华清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参加祭祀活动或视察黄陵整

修工程，并多有题词。
据记载， 改革开放后侨界最早参加祭祀黄帝陵的是 1981 年陕西省及黄陵县各界代表 2000

多人举办的祭黄陵活动，始有归国侨胞和台湾同胞参加。 [4]（P29）此后每年祭黄陵均有归侨、侨眷或

侨联组织代表参加。1985 年清明节的祭黄陵活动，始有海外华侨华人代表前来参加。1986 年清明

节 5000 多人的祭黄陵人群中，有来自美国、加拿大、比利时、日本、印尼、新加坡的 30 多名华侨华

人参加。 [4]（P41）1988 年参加祭祀的达万余人，有 40 多名港澳台同胞和华侨华人参加。
进入 90 年代以来，国内外祭祀黄陵的人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如 1991 年参加祭祀的海

内外同胞多达 1.5 万余人，海外华侨华人及港台同胞祭祖团 170 多人参加公祭。 此后历年参加祭

祀的海外华侨华人均在百人以上，1994 年以后则增至 500 人以上。 此间祭祀活动逐渐发展成为

由民间自发到官方引导和参与，仪式庄重规范。 以 1999 年的祭祀活动为例，清明节这天，万木吐

翠，大地变绿，数千名海内外华人同胞和当地群众整齐有序、神情庄重地聚集在黄帝庙前。9 时 50
分，隆重的公祭活动在 34 声礼炮和《黄帝颂》的古乐声中开始，34 声礼炮代表 34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港澳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思卿代表全国政协敬献花篮，国家经贸委副主任陈

邦柱代表国家有关部委敬献花篮，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李建国代表陕西省敬献花篮，香港青年会会

长姜玉堆、澳门濠江中学校长杜岚、台湾《民意周刊》李庭荣、美国西雅图中国美术协会会长白玉

昆、新加坡大通旅游机构董事经理徐炳辉等代表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华人敬献花篮。陕西省省

长程安东恭读祭文。 随后，所有参祭人员向黄帝像三鞠躬，并瞻仰了修葺一新的轩辕庙。
进入新世纪以来，祭祀黄帝陵活动的一个重大变化则是 2004 以后升格为国家祭祀，并首次

由遴选出的民间主祭人与政府部门共同致祭。 如 2007 年清明节前来祭祀者达 1 万多人，海外华

侨华人和台港澳同胞有 2000 多人，参加舞乐告祭的演员达 1000 多人，这是历年来祭祀黄陵较为

特殊的一次———祭祀活动结束后，在轩辕庙古柏大院还举行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 10 周年纪念碑

揭碑仪式。 2008 年清明节的黄帝陵祭祀活动也很隆重。 海内外华人 8000 多人前来拜祭黄陵。 主

持人恭诵祭文后，全体公祭者怀着景仰的心情向黄帝像行三鞠躬大礼。随后人们在雄浑古老的祭

祀乐中，举行了传统的乐舞告祭仪式：“云纪”礼赞轩辕黄帝盛德如祥云化雨，福佑华夏；“夔鼓”礼

赞轩辕黄帝修德振兵，建立远古文明国家；“瑞德”分别用“祈年舞”“蚕桑舞”和“农耕舞”组成了

“华夏农耕文明图卷”礼赞始祖功德。 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及当地党政部门均有人出席了祭祀仪

式。 [5]

总之，古往今来一年一度的黄帝祭祀活动，成为海内外中华同胞的文化祭祖盛典。 从中可以

简要归纳总结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祭祀历史悠久，形成传统，香火不断，代代相传。 二是参加祭

祀的阶层十分广泛，从皇帝、官员到一般平民百姓；从各政党派别、党和国家领导人到社会各界；
从台港澳同胞到海外华侨华人，成为囊括中华民族血统最广泛、最有共识的活动。 三是改革开放

以来祭祀规模越来越大，由民间发起到政府部门主导，祭祀仪式越来越规范。 四是祭祀充满了时

代特色或政治内涵，参加祭祀的每个人、各个阶层、每个党派团体，都有不同的目的、心愿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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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都有一个无形的共同的理念和精神。
二、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华人祭文鉴赏举要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前，海外华侨华人祭祀黄陵的文字资料甚少，这里主要列举改革开放以来

的相关祭文，并兼及有代表性的台湾同胞的祭文，以为鉴赏。根据笔者的梳理归纳，其祭文大致分

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团体祭文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组织或临时组团回国祭陵形成的祭文，视为团体或集体祭文，这是一种较

多并有代表性的祭文。
1991 年 10 月 15 日，欧洲华人团体全欧崇正总会联合会 220 多人来到陕西祭黄陵，祭文说：
先祖黄帝，荫我后裔。 枝繁叶茂，繁衍全球。 龙的传人，秉承祖训。 崇尚教育，团结互助。 刻苦

耐劳，敢作敢为。 艰苦创业，爱国爱乡。 思宗念祖，发扬光大。 祈求我祖，佑我子孙。 万事如意，生

意兴隆。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长期开放，丰衣足食。 和平统一，美好中华。 谨祭尚飨。 [6]（P93）

祭文表示，全球华侨华人都是黄帝后裔，龙的传人，并已形成了艰苦创业、爱国爱乡的光荣传

统；祈求先祖保佑子孙，生意兴旺，事业发达，团结统一。
1996 年 9 月 11 日，旅居泰国的“客家子孙”，“敬仰我轩辕始祖之仙逸，谨以鲜花礼果之仪，

恭祭始祖轩辕黄帝之陵”，文曰：
维我轩辕，人文初祖，拓土开疆，创邦立国，制造万物，泽被瀛寰。 制法度于洪荒，拯群生于涂

炭，功高于抚世建国，德崇于厚生利民；立创制修文之大业，显勘暴定乱之高勋，遗千秋之惠泽，历

万世而永昌。
今我旅外客属儿女，虽飘泊于四海之外，惟元祖之统以为信。秉兹功德，承此伟业，炎黄子孙，

永志不忘。 奋我华夏儿女之志，扬我千古文明之威。 呜呼！ 沮水淙淙，桥山苍苍。 伟哉元祖，德惠

修长。 心中所愿，谨以告慰。 尚飨！ [6]（P108）

祭文先是歌颂了黄帝缔造华夏功勋，随后表达了海外炎黄子孙“秉兹功德，承此伟业”的心声

和意愿。
（二）个人祭文

与华侨华人社团或集体祭文相对应的则是个人祭文———以个人名义或一个家庭的名义祭陵

的祭文，这也是祭文较多的一种类型。
1993 年清明节，美籍华人张良州博士恭祭黄帝陵并遥祭炎帝，祭文曰：

大哉炎黄，千古开荒。 耒耨教耕，地利以张。
遍尝百草，医药有方。 观法天地，历数乃详。
象形创字，书成意彰。 桑蚕取纱，民衣丝裳。
车行指南，舟帆三江。 哲学连山，易理归藏。
传之尧舜，禅让贤良。 迨至大禹，九河通畅。
大也！ 华夏民族，智慧光芒。
望桥山，怀故国，神弛古疆。
美哉炎黄，文采流长。 仁本义行，周续成汤。
儒尊孔孟，道源老庄。 诸子思想，百家文章。
造纸印刷，寰宇同享。 农工技艺，举世无双。
臣谋将勇，社稷承康。 民勤物丰，山河飘香。
绵延丝路，万国通商。 文景贞观，大国泱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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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也！ 炎黄子孙，龙凤轩昂。
登桥山，盼盛世，梦回汉唐。
壮哉炎黄，威德苍苍。 西润欧陆，东化桃郎。
相国青天，直道金钢。 干城武移，正气天祥。
成吉思汗，虎跃龙骧。 旌旗开展，欧亚双飏。
永乐大典，翰海浩荡。 郑和西巡，百舰齐航。
延平驱荷，蓬莱重匡。 康熙定北，威慑沙皇。
壮也！ 中华上邦，何等风光。
上桥山，寻炎黄，气秉高阳。
痛哉炎黄，英灵何乡。 百年中土，畿多灾殃。
烟毒寇患，国破家亡。 割土赔款，民穷地疮。
火德不王，受戮东桑。 土德失瑞，蒙辱西洋。
比干挖心，惟留肚肠。 灵均怀沙，徒奉酒浆。
子孙不孝，怪怨爷娘。 箕豆相煎，祸起萧墙。
痛也！ 炎黄有知，岂安九泉？
哭黄陵，伤国耻，泪洒桥山。
幸哉炎黄，神兮重阳。 今日神州，不再彷徨。
审时度势，燕新图强。 法治民本，则正纪纲。
言路广开，民气畅扬。 国风雅颂，文盛武昌。
厚植青苗，培育栋梁。 选贤与能，富国安邦。
敬业乐群，诚信礼常。 雨仪相成，九州同芳。
盼也！ 苍龙喜水，冲天腾翔。
祭黄陵，祷国运，情行肝膛。 [6]（P96-97）

此祭文虽然较长，但文采飞扬，前三段歌颂了黄帝的伟大创造，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尤其是造

就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华上邦成就古代盛世的辉煌；后两段陈述了近代中国的创痛、奋起和

腾翔。 祭文开头总括黄帝当年的辉煌业绩，接着通过“望桥山”“登桥山”“上桥山”“哭黄陵”4 个动

词，抒发作者的情感，惟妙惟肖，是一首上乘的祭文。
1996 年 9 月 21 日，印尼客家华人郑贵勋拜谒黄帝陵，为祭祀黄帝陵大典所作祭文如下：
缅维我帝，源远流长。 公孙为姓，轩辕诞疆。 在位百年，功绩照章。 斯时也，蚩尤暴虐，残酷猖

狂。 遂致民乏唯类，天日黯淡无光。 我帝环观寰宇，不禁触目心伤。 即志决拯救庶黎于水火，乃与

霸侯鏖战涿鹿之阳。既而蚩尤被诛，我帝声誉远扬。诸侯尊为天子，职代神农之旁。从此全局底定，
民智亦得伸张。初命苍颉为史，始制六书之章。又命隶首定数，律度量衡皆良。再命伶伦制定律吕，
始有五音俱备宝藏。 凡此荦荦大者，皆为我帝旋乾转坤，永垂不朽之大德也。 帝裔等衍四海，散居

万方，类皆择善而从，力图永远盛昌。 伏念黄炎华胄，应思木本水长，兹值风和日丽，同具薄礼酒

浆。 共临谒陵致祭，聊表一片心香。 帝灵有知，本格来尝。 尚飨！ [7]（P133-134）

这篇祭文与前面四字文风格不同，但内容有同工异曲之处，也是颂扬黄帝功德业绩，创造中

华文化的功勋。
（三）特殊祭文

一般来说，华侨华人祭祀黄陵多集中在清明或重阳等节日，但有时举办特殊的重要活动，亦

有祭祀黄陵的项目，下面略举几例，以窥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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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 1986 年 6 月 5 日举办 90 周年校庆及迁校 30 周年纪念，海外回归的校友借校

庆之机举办了一次祭黄陵活动，祭文如下：
滔滔黄河，九曲东流。 时值校庆，恭谒桥陵。 缅怀始祖，开创文明。 立国迄今，五千春冬。 恩及

九洲，光照宇寰。 人文始祖，功若日悬。 今我华夏，再次飞腾；强国富民，众志成城；兴改革之春风，
浩浩荡荡；展四化之宏图，熠熠煌煌；内则活跃经济，国力昭苏，民生日臻康阜；外则实行开放，文

化交流，科技载骎播扬；举贤任能，全面开创新局面；立法备章，建设高度新文明；独立自主，国际

地位日高；自强不息，民族精神发扬。 凡我华裔，黄帝子孙；或居河淮南北，俱是一脉赓续；或处台

港五洲，皆乃同气连根。明月尚有圆时，家国岂可久分？统一大业，人心切盼；振兴中华，游子心愿。
亿兆一心，联袂奋起；同耘同耕，祖国昌盛。 继往开来，光我祖先；泱泱民族，屹立如山！ 大哉轩辕，
人文初祖，万代千秋，永垂不朽！ 尚飨！ [6]（P85）

这则祭文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与其他祭文类似，歌颂了黄帝开创华夏文明之功德；二是以

较大篇幅赞扬改革开放，发扬民族精神，为祖国带来的重大变化；三是表达海外学人思念故乡、期

盼祖国统一的心情。
1993 年 8 月 15 日 （农历六月十三日）， 来自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华人及中央、

省、地、县各界人士共 5000 多人，由国家体委、全国侨联、国家旅游局、公安部、交通部五部门主办

的“炎黄杯”世界华侨华人龙舟系列赛在黄帝陵隆重举行祭祖取火种仪式，仪式颇有寓意。 6 家代

表怀着十分恭敬的心情依次敬献祭品、燃烛、烧香，1 个“原始人”在 4 个“原始女孩”的伴舞中拿

着自制石钉，在千年古柏上钻木取火，引燃 4 男 4 女少年儿童手中的小火炬，这 8 个儿童均为 6
岁属虎。主祭人点燃主火炬交给护炬人———世界乒坛名将邓亚萍，她高举火种跟着 8 个少年及主

祭人、陪祭人一道绕陵一周，登上装有 3 米高的巨大龙头的龙车，点燃火种盒保存。然后由两面大

幅龙旗护着龙舟赛会标引道，象征着 56 个民族的黄色龙旗、960 万平方公里的 96 面彩旗组成仪

仗队、古乐队、民乐队、军乐队、腰鼓队和黄土风情秧歌队共 800 人以及 5000 多名代表依次随行。
华侨华人代表乘坐着我国各厂家生产的 52 辆型号各异的豪华小车组成的龙舟队， 踏上神话征

程，途经 4 省、29 市县，最后到达“炎黄杯”龙舟赛场地———湖南省略阳市，在开幕式上点火。 通过

这种形式弘扬中华文化， 宣传我国改革开放， 展示我国各族人民及世界华侨华人支持北京申办

2000 年奥运会的心愿。 这次华侨华人龙舟赛祭黄帝陵文如下：
皇皇元祖，继武羲农；崛起神州，开创文明。披荆斩棘，自强不息；功高万代，泽被后昆。黄帝子

孙，龙的传人；一脉相承，谁不思根。 统一祖国，四海和衷；振兴中华，屹立亚东。 改革开放，气魄恢

宏；人心所向，共谋大同。今划龙舟，意在飞腾；缅怀昔荣，重振天声。跨巍巍群山，传我中华民族之

始火；过涛涛江河，扬我中华民族之正气。山高水长，东方巨龙翼翼然翱翔九霄；继往开来，炎黄苗

裔欣欣然携手图强。 昭告我祖，慨当以慷；魂兮来降，尚飨尚飨。 [6]（P99）

与其他华侨华人团体和个人祭文相同的是，此祭文前边也歌颂了黄帝的武功文治，不同的是

表达了龙的传人寻根祭祖，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贡献力量的决心。
这些精彩华章，文采飞扬，从中可以看出对中华民族始祖的真挚情感，及其作为炎黄子孙的

自豪感。他们虽然漂泊在世界各地，但身上循环着中华民族的血脉，这是他们不忘始祖、祭祀黄陵

的根本原因。
三、华侨华人祭祀黄陵的中华文化情结

黄陵作为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是我国自古至今各个民族、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尊

崇和向往的圣地，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从物质层面观察，黄陵只是我们民族祖先留下的一

座陵墓；从精神理念层面透视，它是一个无形的、没有极限的精神世界。 从黄帝时代开始，历经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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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的历史变迁，形成了伟大的黄帝精神，这种精神是永远激励我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开拓精

神，是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团结的凝聚精神。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精神，中华文化才能生生不息、一脉

相承地发展到今天，中华民族成为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一支奇葩。 古往今来，中国及移居世界各

地的华侨华人都自称为“炎黄子孙”或“华夏儿女”，而把中国境内包括港澳台同胞的各民族统称

为“中华民族”。 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正是源自于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而深蕴其中、永恒不灭的

灵魂则是中华文化。 称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并不仅仅拘泥于血统是否一脉，更多的是着眼于

民族文化的创造、融合和传承。这正是海外华侨华人及台湾同胞万里迢迢回来祭祀黄帝陵的文化

情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数千年流传下来的包括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

质文化等各种形式、各种形态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整体，它具有中华民族各族儿女和海外

华人认同的内核与本质，产生血浓于水的亲情和亲和力，其精神已经渗透到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心

灵之中，其智慧已经融会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其语言和文字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 因而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基础。 中华文化和血浓

于水的亲情，铭刻于世代国人和华人的心灵及脑海里。
海外华侨华人把虔诚执著地祭祀黄帝陵作为自己的神圣心愿。 如菲律宾华人黄光坦曾几次

准备到中国大陆的黄帝陵祭祖，都因身体欠佳未能如愿，临终前对儿子黄明荣说，叶落归根，莫忘

祖先。 黄明荣带着父亲的嘱托携全家辗转来到黄帝陵， 激动地对自己的孩子说：“我们的根在这

里！”这个根即是血缘文化之根。日籍华人周华女士参观完黄帝陵后，代表尚在襁褓中的女儿在陵

区栽上一棵万年青。 她说：“我之所以用孩子的名义种树，目的是等她长大后让她明白，她永远是

一个中国人。”[8]海外华人真挚的中华情感令人难忘和深思。华侨华人及台湾同胞祭祀黄帝陵的中

华文化情结，可以从上述各种祭文中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通过对这些祭文的理解，其文化情结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歌颂黄帝开天辟地之功及其塑造中华伦理文化之美德

全欧崇正总会联合会的祭文颂扬了黄帝繁衍中华民族以及海外龙的传人， 及其养成的吃苦

耐劳的美德。 1997 清明节台湾地区各界祭祖团的祭文说道：“惟我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辉煌。 惟我

始祖黄帝，领导拓土开疆。 融汇各族共和，世重伦理纲常。 堂堂衣冠文物，光被四表八方。 ”[7]（P137）

着重歌颂了黄帝塑造的中华伦理文化光耀全球。 1981 年的一付祭黄陵的对联赞美道：“轩辕黄帝

开创民族文化丰功伟绩永垂不朽，中华儿女继承祖先事业爱国精神世代相传”。 [7]（P79）在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祭陵活动中，此对联多次出现，可谓名联，成为炎黄子孙的共识。如此颂扬黄帝开创中华

文化业绩的对联还有许多，如：“启华夏宏图盖世功勋百世仰，创文明伟业惠民恩德万民崇”；“功

盖华夏智成五千文明始，德被神州慧就八方江河源。宗德润千秋，祖功泽百世。 ”[7]（P182-183）这些均

是对黄帝创造中华辉煌灿烂文化业绩的颂扬。
（二）表达为黄帝创造悠久灿烂中华文化而自豪的心情

前述美籍华人张良州在祭文中表达了对中华文化辉煌灿烂的自豪感。 新加坡老华人潘受在

祭文中对黄帝开创的中华文化作了精当的概括：“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天下为公’；中华文化

的理想世界，是‘大同’世界……中华文化最精辟，最概括的几句话，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6]（P110）进而自豪地称赞黄帝的创世功绩：“没有始祖您的开

始，今天世界就没有占总人口四分之一的我们大中华民族”；“没有您的开始，世界就没有最古之

一悠久而光辉的大中华文化”。“奋我华夏儿女之志，扬我千古文明之威”，成为海外中华文化顽强

生存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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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古代世界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四大文明古国，其民族文化源流中断或流变其

三，唯有中华文明、中华文化未曾中断而传承五千年，仍然光照世界，这令所有炎黄子孙骄傲而自

豪，其淋漓尽致地反映在上述祭文、对联里。
（三）激励炎黄子孙弘扬光大中华文化

印尼客家人郑贵勋的拜谒黄帝陵祭文，赞颂黄帝“永垂不朽之大德”：“帝裔等衍四海，散居万

方，类皆择善而从，力图永远盛昌”；“五千年历史辉世界”，“始祖精神永在，龙国龙人长兴”。 字里

行间体现了传承延续中华文明、弘扬光大中华文化的雄心壮志。
在祭黄陵的诸多对联中，对此也多有表达。 如 1984 年的祭陵对联写道：“国内海外中华赤子

翘首齐盼祖国成一统，江南塞北人民群众携手并肩团结奔四化。 文明古国励精图治新崛起，东方

巨人雄姿英发创奇迹。 上下五千年华夏河山中兴美景，纵横三万里炎黄苗裔奋发英姿。 ”[7]（P180）再

如 1997 年祭陵对联激励说：“树炎黄浩然正气民族精神炳千秋， 奠华夏宏大基业始祖恩德泽百

世。黄帝英魂壮民魂，中华国脉承龙脉。” [7]（P183）这两付对联表达了所有炎黄子孙弘扬光大中华文

化的心情。
中华文化在古代光彩夺目、辉耀全球，但近代百余年饱受摧残，尔后再现辉煌。 因而上述祭

文、对联均呼吁要大力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四）盼望由中华文化理念大一统到祖国领土主权大统一

应该承认，海外华侨华人居住地域不同，社会环境存在差异，政治信仰不同，但他们的中华文

化精神理念一统、中华民族血统血脉相通，这种广泛共识源于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因此，炎黄

子孙“同胞同根”“同荣中华”“祖国统一”的心愿一致。 体现这种心愿的祭文、对联甚多。 1991 年清

明节西安各界暨海外同胞的祭黄陵文中表示：“海峡两岸，骨肉情长。海外同胞，念祖怀乡。并肩携

手，同祀炎黄。 痛骨肉之分离，期欢聚于一堂。 愿早日实现统一，共谋国家富强。 俾中华之伟业，益

恢宏而发扬。 ”[4]（P99）1996 年台湾台中市界受宫祭祀黄帝陵文曰：“炎黄子孙， 一脉相承。 台湾大

陆，情同手足。 同饮一江水，相望心贴心，同树华夏正气，共振民族雄风。 ”[7]（P135） “心寄神州儿女

情， 诚朝圣地人文祖”；“始祖轩辕开创文明造就万代华夏国， 黄帝子孙葺陵奠基凝结四方赤子

情”。 [7]（P182-183）这些音韵和谐、文字优雅的祭文对联，是所有中华同胞由中华文化大一统到祖国

大统一心愿的写照。

注释：

①据笔者掌握的资料，除大陆同胞外，海外华侨华人与台湾同胞祭祀黄帝陵资料偏多，港澳同胞独自祭祀资料较

少，本文主要介绍海外华侨华人的祭祀活动。 文章的资料多为本人同事高远戎同志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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