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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先生《黄帝赞》再现黄帝陵背后的故事 
 

 李为民  顾书亮 
 

  在己丑年重阳节全球华人恭祭轩辕黄帝典礼系列活动期间，来自海内外的中华儿女感悟和见

识了位于黄陵轩辕庙正殿前的碑亭里和庙院内的历代帝王将相、墨客亲笔书写的祭黄帝文碑刻。

其中，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祭黄帝陵词碑石也屹立碑林。有谁会想到，这篇被人们称为

《黄帝赞》的祭黄帝陵词碑石，是后人根据中山先生的《黄帝赞》遗墨集字而成的。 
  据史料记述，孙中山于 1912年 1月 1日宣布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3月即派遣代表
团前往黄陵县，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致祭，并亲自撰写了祭文。遗憾的是祭文未能保存下来，

只有这首祭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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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流传，且无手书遗墨。这成为多年来海内外同胞到黄帝陵瞻仰祭拜时的一大遗憾。 
  延安市政协主席樊高林每闻此言深感惭愧。2006年，时刻将此事挂在心头的樊高林萌生了以
集字的方式来展现孙中山《黄帝赞》词文的想法。很快，他的这一想法得到了一些领导同志和知

名人士的大力支持和热情指导，一些人帮助联系部门，甚至亲自帮助收集资料，使得集字工作有

了更大进展。 
  樊高林深知集字展现《黄帝赞》祭词的严肃性和艺术性。由于历史的原因，孙中山传于后世

的墨迹数量很少，且多为题词和手札。这些墨迹又形成于不同年代和不同环境，书写形式和状态

各有不同。基于这一感受，樊高林在选字时，对一些同样的字，尽量以上述特征为准则定取舍，

求其风格的一致性。遗憾的是由于资料所限，个别字无法找到，只好采用拆配的办法重新组合，

如“轩辕”二字。唯有“蚩尤”二字无法完成，他便依照先后的集字行笔态势，采取意临的方式，

几经比对，予以弥补。在章法布局上，根据所见书作多为横幅的情况，以横幅展现。由于所选字

体多为行楷，在布局上则按间距相对匀称予以排列。这首祭词写于民国元年初，落款时间就用了

“民国元年春”。印章选用了一款较多见的阴文篆刻方章。 
  2007 年，适逢国共两党首次共祭轩辕黄帝陵 70 周年，孙中山先生这幅《黄帝赞》祭词集字
作品完成并永驻黄帝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