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承中华文明 讲好中国故事
——港澳同胞参观陕西考古博物馆小记

寻根思源 四海同钦

2024.4.7 星期日

责编／刘杰 组版／王静 校对／段影柔专 题0404

社址：西安市雁塔区二环南路东段388号 邮政编码：710061 定价：每份1.30元 年价：268元 广告热线：029-63903671 发行热线：029-63903671 全国各地邮局订阅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法律顾问：北京德恒（西咸新区）律师事务所

□ 新华社记者 王学涛

万物生长，气清景明，又是一年清明时。一大早，山西省介休市民杜国华一家四口

出发去扫墓，他们带着一种形似燕子的白面馍馍。这是清明节前两天蒸制的，除了作祭品、

自家吃，杜国华还用柳条将飞燕馍串起来，挂在门楣上，“这叫‘子推燕’”。

“‘子推燕’是我们过清明最有代表性的食品，柳与‘留’谐音，燕在我们方言中读作

‘念’，用来缅怀春秋时期晋国贤人介子推。”杜国华说，当地常将清明节和前一两天的

寒食节一起过。“介休寒食清明习俗”在 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

项目名录。

相传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十九年，在晋文公继位后不求功名利禄，与母亲归隐

绵山。晋文公烧山逼其出仕，怎奈介子推坚执不出，葬身火海。为悼念介子推，人们在

他的忌日禁火寒食，后相沿成俗，形成“寒食节”。如今，对介子推的怀念之情依然在山西

代代相传。

“介子推的故事流传了两千余年，缅怀他的习俗带有深深的文化韵味和家国情怀，

为寒食节增添了厚重的人文底蕴。”民俗学专家、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组

组长曹保明说。

也有民俗专家认为，寒食节源于古人的改火习俗。古人取火不易，寒食之际将旧火种

熄灭，清明之日再换取新火，寓意万象更新。改火期间，人们只能吃寒食，故得名“寒食节”。

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在时间上与寒食节、上巳节相近。上巳节俗称三月三，有水边

宴饮、郊外游春等习俗。有民俗专家说，清明从寒食节继承了祭扫的内涵，又从上巳节中

接收了游春的内容，才逐渐演变成为今天的清明节。

“寒食花开千树雪，清明日出万家烟”“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清明寒食

不多时。香红渐渐稀”……唐宋时期，诗人、词人常将两者并提。寒食节扫墓的习俗在

唐代得到官方认可，由于寒食与清明在时间上相连，节俗慢慢融合。

随着时间推移，禁火习俗日渐消失，清明节地位逐步上升。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清明节返本追宗、慎终追远的内涵愈加深入人心。

“清明节是自然与人文结合的一个复合型节日，思念是这个节日产生的最重要

原因。”曹保明说，清明时节大自然吐故纳新，人们自然会想到逝去与新生、缅怀与传承，

这是对生命的感悟和感恩。

（新华社太原4月4日电）

清明时节话清明

□ 实习记者 冯倩楠 记者 赵婧

“桥山雾霭龙腾去，八万松柏护陵台”。

清明时节，在陕甘交界地带的子午岭余脉之上，桥山耸立在

峰峦耸翠之间。这里就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陵寝

所在地，拥有着中国面积最大、最古老、保护最完整的古柏群。

从汉代起，人们便大规模在桥山种植护陵柏。每年清明公祭

轩辕黄帝典礼后，参祭的海外侨胞都共同参加植柏活动。

4 月 4 日，甲辰（2024）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省

延安市黄陵县庄严举行。公祭典礼结束后，在场参祭的海外侨胞

代表共同拜谒黄帝陵，并前往“炎黄子孙林·侨胞林”种植柏树，

在青冢前感黄帝遗风，在枝繁叶茂中缅怀先祖。

“顺着石头过去的第三棵树是我去年种下的。”第二次参加

黄帝陵公祭活动，菲律宾陕西总商会会长窦安朋一眼就认出了

去年自己种下的柏树。

看到自己亲手种下的柏树长势喜人，操着一口“老陕”乡音的

窦安朋难掩兴奋之情。他告诉记者，为了参加祭祖活动，自己

连轴转好几天，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

“种树就是种‘根’，人不能忘本，不论走到哪里，心里始终

是有牵挂的，始终记得自己是中华儿女。”窦安朋说，去年自己把

参加黄帝陵祭祖的视频发到菲律宾侨胞群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今年10月前后，他计划带侨商团前来拜谒黄帝陵，并在陕西进行

考察交流，寻求合作商机，推动共赢发展。

挥锹铲土、扶苗填坑、培土浇水……种植现场，首次参加植树

活动的坦桑尼亚陕西商会会长郑朋涛全程不停歇，待种完柏树苗，

头上已挂着细密的汗珠。

接过擦汗的纸巾，郑朋涛说：“以前只从媒体上了解过黄帝陵

公祭活动，亲身体验后，对‘归宿’这个词的体会更深了。种树是

在我们心里种下种子，把‘根’和牵挂‘种’在这里，留在祖国。”

身为海外华人，郑朋涛身体力行为家乡和祖国发展贡献力量。

去年，陕西省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省签署了发展友好省关系

意向书，其中就有郑朋涛为牵线搭桥付出的努力。他说，目前双方纺织、采矿等领域的

企业有合作意向，自己正在积极促成企业深入洽谈，希望能达成合作。

“作为中国人，我们愿意为国家出力，国家越强大，我们在外也越自信。”郑朋涛说，

即便在海外耕耘多年，自己仍选择让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在国内读书。“得让他知道自己

是中国人，为他培养身份认同、建立文化认同，把中华文化的根脉留住。”

踩土定植完，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一带一路”委员会副主席李德华把手机交给

妻子，让她为自己和亲手种下的柏树留个影。

祖籍福建，出生海外，李德华对祭祖活动却并不陌生。“小时候，每逢年过节，我的

爷爷和父亲都会祭祖。”李德华说，家族重视中华文化教育，自己和孩子都是从小就接受

中华文化教育。未来也打算带家人来这里寻根问祖，顺便看望自己种下的小树。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马来西亚和中国的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李德华表示，

将更好地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带领马来西亚企业走进来，助推双方合作共赢。

黄陵祖上松柏老，枝枝蔓蔓皆同胞。植树活动结束后，沿着台阶逐级而下，目之所至，

柏树林盘根错节、苍翠挺拔，“炎黄子孙林”“民族同心林”新老柏树连荫成片、郁郁葱葱。

“看到桥山手植古柏林，我的自豪感油然而生。”福建省海峡两岸经济发展联合会

泉州市张氏源流文化交流中心会长张文亮说，“希望有机会能带领更多两岸同胞来这里

寻根谒祖，为桥山增添新绿，共取轩辕圣土，同栽血脉之根。”

□ 记者 满淑涵

一座长安城，半部中国史。

4月4日下午，参加甲辰（2024）年清明公祭

轩辕黄帝典礼的港澳同胞从黄陵乘车返回

西安，参观位于长安区郭杜街道的陕西考古

博物馆。

停车驻足，远望而去，这座新唐风博物馆

宛若一只蓄势挥翅的灵鸟，与千年古刹香积寺

比邻而立，深灰色的屋顶飘逸舒展，外立面的

简约石材、金属格栅与玻璃幕墙辉映苍翠

秦岭，唐风古韵十足，考古元素充盈。

“陕西考古博物馆是全国首座以考古为

专题的博物馆，打通了从考古发掘到保护、

研究、阐释、展示、传播的学科全链条，展现了

中国源远流长的考古文化……”跟随讲解员的

脚步，大家开启了学习探索之旅。

从金石稽古到科学考古、再到考古教育，

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到“夏商时期”

“先周文化”……博物馆里展示的一座座城址、

一件件器物、一堆堆陶片漆片瓷片，将考古故

事与历史文明娓娓道来。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座博物馆就是

一所大学校，一件文物承载的是一段厚重的

历史，一处文化遗产包含着中华文化传承的

密码。”澳门铭仁科技有限公司总监高燕玲说，

自己和家人都很喜欢去博物馆领略历史文化

精髓，希望有机会带儿女们再来一次沉浸式

体验。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文化

积淀深厚，文物古迹丰富。多年来，陕西发掘

的遗址不胜枚举，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

清晰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中华文明

在陕西这片沃土留下的印记，有展现史前

文明之光的半坡，有“石破天惊”的石峁，有

周秦汉唐的传承……

大湾区青年科创基金创会会长、香港岛

青年联会副主席林知对展馆内一件西周时期

的青铜轮牙马车印象深刻。他说，这次“逛馆”

不仅看文物，而且了解了发掘、研究过程，在考古

成果的创新传播中更加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我们也将继续发挥优势，组织

港澳青年学生到内地研学交流，用青少年喜闻

乐见的方式打开博物馆，触摸历史，感受人文。”

相较于展示出土的文物，陕西考古博物馆

更侧重于通过遗址现场再现，向观众展示栩栩

如生的历史场景。

“大开眼界！”香港影视文化协会执行委员

徐沅澔直呼这趟陕西“来值了”。在仰韶时期

陶鼓复原模型前与家人互动体验，让他对文物

中承载的古人智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由今溯古、由古来今，历史上惊心动魄的

故事、发人深省的探索、源远流长的文明，以及

在文化传承中绵延不竭的精神养分和底气，

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发展责任感，坚定我们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和决心。”徐沅澔说。

漫漫历史长河，积淀着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激荡着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

“作为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中华

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

精神家园。”走出陕西考古博物馆，香港文学

杂志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游江意犹未尽。他说，

近年来各地“文博热”火爆、“文创风”劲吹，群众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文化

自信的根基也进一步夯实。

“作为文化传播工作者，我将在沟通中西、

联络华文文学等工作中积极发挥作用、贡献

力量。”游江表示，希望与文学陕军建立更加

密切的联系，守正创新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在新征程上讲好中华文明故事、当代中国发展

故事。

□ 记者 满淑涵 实习记者 冯倩楠

沮水泱泱，古柏苍苍；高山仰止，祖德流长。

一年春好又清明。4月4日，甲辰（2024）年

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省黄陵县轩辕

广场庄严举行，海内外中华儿女满怀虔诚、

饱含深情，同缅人文初祖，共仰先贤往圣，传承

文化根脉，砥砺奋进初心。

祥风惠畅，万物滋荣。典前序礼上，序礼

执事宣诵祝文。伴随着庄重肃穆的乐声，各方

参祭嘉宾由仪仗队伍引领，一路景行轩辕桥、

龙尾道，缓缓步入轩辕庙山门，在轩辕广场

指定区域列队肃立。

9时50分，公祭典礼正式开始。全场肃立，

击鼓鸣钟。

34 通鼓声象征着全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

以及海内外中华儿女崇敬初祖的共同心声；

9响钟鸣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最高礼数，

表达全体中华儿女对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

无限景仰和无比感恩。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

河浩……”120名身着礼服的男女合唱队员与

120名身着56个民族服装的少年儿童组成合唱

方阵，共同唱响《黄帝颂》，肃穆的旋律和经典

的歌词，传递全球华人同拜始祖、血浓于水、

团结一心的共情力、凝聚力。

在庄重典雅的祭乐声中，参祭人员依次

敬献花篮，慎终追远、感恩先祖、不忘根本。

“清明之际，海内外中华儿女以各种形式

祭奠人文初祖轩辕黄帝，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

文化认同、情感认同、民族认同。”作为港澳

同胞代表敬献花篮，香港影视文化协会会长、

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理事徐小明难掩

激动之情。

2019年9月，徐小明参加在黄帝陵举办的

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活动，倾情演唱《万里长城

永不倒》等经典歌曲，随后又带领30多人组成

的亲友团畅游古都西安，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此次携妻儿再来陕西，徐小明感慨“变化

不少、发展很快”。他说，近年来，内地推出

一系列文艺创作扶持奖励政策，越来越多的

创作者致力于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吸引

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他也将通过影视作品

继续讲好中国故事，呈现中国巨变，引起更多

观众共鸣。

华夏儿女，根脉相连。参加公祭典礼的

嘉宾向轩辕黄帝像行三鞠躬礼。

龙腾盛世、福佑中华。祭台中心，一条56米

长的“中华飞龙”盘旋而起，直上云霄。轩辕广场上，

象征中华民族大团结的56面龙旗迎风猎猎。

“现场参加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让我

对中华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粤港澳

大湾区创新智库主席庄守堃说，尤其是气势

恢宏的乐舞、腾空而起的“金龙”，让人不禁

热泪盈眶。“我感到无比自豪、万分振奋!”
黄帝陵内，“汉武仙台”遗址，青砖黄土，

风貌古朴。史书记载，公元前 110年，汉武帝

刘彻率领十八万大军北巡朔方，凯旋时祭黄帝

于桥山。从此，在黄帝陵祭祀黄帝成为悠久传统。

“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我们在

清明时节公祭轩辕黄帝，对于汇聚民族力量、

振奋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作为公安系统参祭代表，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西安市公安局莲湖分局民警郝世玲说，实现

中国梦，投射到每个人身上，就是努力做好自己的事。

“我将带着这份荣耀返回工作岗位，当好群众

贴心人，守护老百姓平凡日子里的幸福安宁。”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轩辕庙前，历经 5000年沧桑的黄帝手植

柏苍劲挺拔、冠盖蔽空，见证、诉说着中华文明

之脉。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

首次参加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澳门铭仁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杨毅仁内心“激动

又荣幸”。公祭典礼后，他制作了一条短视频

发布在朋友圈，并配文“轩辕祭祀，天下大同！”

“中华儿女同根同祖同源，无论身处何处，

都应当为国家复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杨毅仁深情地说，尤其是驻足轩辕殿前，民族

自豪感油然而生。

近年来，因为工作关系，杨毅仁往返内地

频次增多，对陕西的风土人情、资源禀赋也有了

更深了解。他表示，在深化共建“一带一路”

务实合作的当下，希望为陕澳交流、互利共赢

牵线搭桥。“我们有计划在陕落地项目，目前

已经开展了多轮考察，未来更加值得期待。”

——甲辰（2024）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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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甲辰（2024）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桥山祭祀广场举行。 记者 张璐 摄

4月4日，海外侨胞代表在桥山“炎黄子孙林·侨胞林”石碑前合影留念。

实习记者 冯倩楠 摄

4月4日，港澳同胞在参加甲辰（2024）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后参观陕西考古博物馆。

实习记者 冯倩楠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