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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公祭之风在全国多个地方刮起  文化、经济背景复杂 
 

在“寻根祭祖”不断升格的背后 
 

 邓红阳  
 

  “同祖同根，同源同向；血浓于水，四海共襄”。在河南省郑州市的大街上，到处可见宣传

祭祖大典的广告牌。随着戊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日益临近，当地媒体铺天盖地的也都是关于

祭祖的报道。 
  3月 26日，记者在位于新郑市黄帝故里景区的门口看到，汉阙两侧比往年多了两棵国槐树，
在此游玩的一位市民告诉记者：“这是前不久前移来的两棵 600 年树龄的国槐，寓意中华民族同
根同祖同源、枝繁叶茂。” 
  在陕西省黄陵县街头，记者 3 月 19 日看到，以轩辕命名的宾馆、店铺到处可见，到黄帝陵
祭祀的人络绎不绝。 
  在当地开店铺的一个人得意地对记者说：“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陵寝，号

称‘天下第一陵’，是海内外华人尊崇和景仰的地方。” 
  “虽然一张门票 91元的价格并不算低，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依旧络绎不绝。”景区一位工
作人员说，“自从黄帝陵公祭全球首播和宋楚瑜来后，来这里的游人猛增”。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河南和陕西都在对外大肆宣传与“黄帝”的渊源，而且祭祀的规格和

级别越来越高，“拜祖到新郑，祭祖到黄陵”已成为“炎黄现象”的一个缩影。 
  公祭活动向“国家级”迈进 
  位于黄土高原南部的黄帝陵，坐落在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中国文物保护中的“陵墓第

一号”，被誉为“中华第一陵”。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公祭黄帝陵是以官方名义组织的有严格规模、等级和仪式的大型祭祀

活动，起源于春秋时期，自唐代起被列为国家祭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祭活动由陕西省

领导人主持，每年清明节举行。1964年至 1979年间，因多种原因公祭活动中断。1980年恢复公
祭活动，历年都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海内外各界代表参加。 
  2004年的清明公祭活动更是盛况空前，这次公祭活动由省祭升格为国祭。公祭仪式中的鸣钟
奏乐改为击鼓鸣钟，专家挖掘整理的祭祀舞乐第一次作为国家级祭祀礼仪正式演出，更值得关注

的是这次公祭活动首次进行了全球直播。不久之后，陕西省常务副省长赵正永正式宣布，今后每

年的清明公祭黄帝活动都要由陕西卫视进行现场直播。 
  陕西省一位领导同志曾对媒体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陵是中华儿女共同景

仰的圣地。自古以来，凡我中华儿女，黄帝子孙，对位于陕西黄陵县桥山之巅的始祖陵寝无不景

仰万分。” 
  除了黄帝陵本身的不可替代性，黄陵祭祖的巨大影响力和政府与民间的合力推动密不可分。

据介绍，围绕黄陵公祭，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专设了省祭陵办、黄陵县祭陵办、黄帝陵管理

局，由陕西省、市、县三级层层成立的各级祭陵办，成为常设机构。 
  而河南省的新郑市，以黄帝的出生和建都地自居，自 1992 年开始举办炎黄文化旅游节，开
展拜祖活动。从 2006 年起，拜祖活动升格为拜祖大典，主办单位也升格为河南省政协，由郑州
市和新郑市承办，河南将拜祖大典定于每年三月三举办，借此打造“中华第一大典”，吸引众多

的华人华侨前来寻根拜祖、观光旅游。 
  郑州市委一位领导干部说：“拜祖大典已成为河南省向海内外推出的重要旅游节庆活动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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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炎黄子孙的共同节日。” 
  让新郑人乃至河南人引以为豪的是，2007年的拜祖活动除迎来了国家领导人和大批海外贵宾
外，还迎来了一位很重要的客人—————来自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当天上午，连

战夫妇特意向黄帝像敬献花篮，并点火上香。在轩辕黄帝祠前，连战欣然提笔题词：“扫蒙昧，

定中原，世胄文明於焉开。” 
  河南和陕西的“黄帝之争” 
  许多游人发现，和陕西的黄帝陵一样，河南新郑的黄帝也被称为“轩辕黄帝”、“人文始祖”。 
  不少人发出这样的疑问：“黄帝陵不是在陕西黄陵县吗？咋又跑到河南去了？” 
  河南的解释是：“河南新郑是黄帝的出生地，黄帝在这里建都立业⋯⋯”河南学术界的一些

专家表示，在今天的新郑市乃至河南省，不仅可以看到高大的轩辕黄帝塑像，还可以找到许多和

传说中的轩辕黄帝有关的风物。 
  陕西对“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认识，则主要来自司马迁的《史记》。据《史记》记载：“黄

帝崩，葬桥山⋯⋯”黄帝陵上的文字简介为：“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是我国远古时期

的伟大人物。他率先民制衣冠，造舟车，营蚕桑，创文字，建医学，定音律，演算数，平定战乱，

统一华夏，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文明，被尊称为人文初祖。”陕西桥山上的黄帝陵，早已成为

海内外华人每年清明公祭始祖的场所。 
  对于学术界比较热闹的这个争议，有一种比较中立的说法认为，河南省新郑市是黄帝出生、

创业、建都之地，陕西黄陵县是黄帝的陵冢。而根据中国的历史传统，人们更倾向于陵墓祭祀。

陕西省黄陵县常务副县长、黄帝陵管理局局长姜文华就认为：“各方面并不否认黄帝葬在黄陵桥

山这个事实，因此其他地方祭祀黄帝都是以其他名义，但我们认为，中国人的传统是不管出生地

还是工作地，祭祀都是埋葬地。” 
  对于两地黄帝的争议，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湖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何光岳研究员

却另有新看法。他通过 40 年来对大量典籍史料的系统研究考证认为，不少人把中华民族的人文
始祖炎帝、黄帝当作神话传说中虚拟的人物来看待，这是不对的。炎帝、黄帝在中国历史上确有

其人，渭水中游是中华炎黄文化的发祥地。他认为，炎帝、黄帝在全国许多地方留下了遗迹，同

时华夏大地众多民族都尊崇炎黄为祖先，建庙立祠，世代祭祀，这是顺理成章的。目前海外有 7000
多万华侨、华人、华裔，他们寻根问祖，都以自己是炎黄子孙为荣。 
  炙手可热的“祭祀经济” 
  炎黄子孙遍布全球，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故乡热土，寻根谒祖业已成风。全国各地因时而动，

大打寻根祭祖牌，变文化资源优势为现实经济优势，已衍生出了蔚为大观的“祭祀经济”。 
  陕西黄帝陵 1980 年恢复公祭典礼后，规模一年比一年大，祭祖程式一年比一年规范，景区
建设一年比一年好，“祭祀经济”已成为陕西旅游的金字招牌。 
  2006年 3月，河南省政协在新郑举办了“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后，当月接待游客 110万人次，
“五一”黄金周又猛增至 200多万人次，旅游人数、旅游收入和旅游综合效益同比增长 50%。 
  在炙手可热的“祭祀经济”背后，是巨大的投入。 
  陕西省黄陵县黄陵管理局办公室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1992 年黄帝陵一期整修，投资 8000
万元，1997年竣工后，黄陵县的旅游收入较 1992年增加了 5倍。2002年黄帝陵进行二期整修，
投资 2亿元。2007年，黄陵县的旅游景点收入达到 50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达 1.75亿元。 
  河南为把黄帝故里景区打造成全国一流精品景区，郑州市和新郑市计划投入 3.5 亿元，对黄
帝故里景区进行改扩建，其中一期投入 1.1亿元，涉及拆迁、改建、改造等大小工程 15项。如此
力度不可谓不大，因为新郑市 2006年的财政收入也才有 7.3亿元。 
  政府高调投入的背后，显然不只有缅怀先祖这一单纯的动机。 
  “我们要向陕西祭陵、山东祭孔活动取经。”河南省和郑州市的领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毫不

讳言，“比如可设民间主祭人，拿出若干点火上香、敬献花篮的名额面向海内外企业界进行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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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操作。向来宾馈赠的礼品，也可用出售冠名权的方式，由知名品牌公司承担。郑州市、新郑市

还在研究拿出几块地方，设立‘敬仰林’、‘子嗣林’、‘功德碑林’，并规范运作，融公益性与营

利性为一体。” 
  这些运作其实已经部分变成了现实。拜祖大典举办后，郑州市旅游市场增长显著。郑州市旅

游局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该年全市共接待国内游客 2316万人次，同比增长 28.7%；国内旅游
收入 223.5亿元，同比增长 29.2%，是历年中增长最快的。 
  除了直接提升旅游收益，拜祖活动还搭建了一个引资平台。去年的拜祖大典结束后，郑州市

即召开市情说明暨项目推介会。 
  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3月 20日，郑州市在香港和北京分别举行了戊子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新闻发布会，郑州市有关领导就拜祖大典筹备问题做了详细的介绍，热情邀请海内外华人回家拜

祖省亲。据介绍，今年的拜祖大典将由央视新闻频道、国际频道进行现场直播。 
  陕西省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筹备工作委员会近日发出公告，向全球首次征集戊子(2008)年
清明公祭轩辕黄帝祭文，并公开表示，今年的戊子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将于 4月 4日上午 9：
50在黄陵县桥山轩辕殿广场隆重举行。公祭典礼举行当天，轩辕庙前将以彩旗、龙旗装扮，轩辕
桥至轩辕殿通铺地毯。轩辕桥栏将安置 34 个大红灯笼，登陵神道，主要街道，轩辕大道，桥山
广场等地方将用空飘彩球，龙旗，宫灯，花灯等进行装扮烘托，营造隆重气氛。 
  事实上，近年来，由政府主导的公祭之风已在全国多个地方刮起。 
  在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河南，寻根拜祖并不局限在新郑一地。周口市淮阳县的拜祭人文始祖

太昊伏羲大典、焦作市沁阳县的神农文化节暨神农坛拜祖大典、安阳市内黄县的颛顼帝喾陵祭祖

节、南阳市桐柏县的祭祀盘古大典，也都要在农历三月十八日前依次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