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轩辕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
始祖。相传，轩辕黄帝统一天下
后在缙云仙都鼎湖峰炼丹升天。

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有
龙垂胡须，下迎黄帝。黄帝上骑，
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
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
须，龙须拔，坠，坠黄帝之弓。百
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
胡须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
其弓曰乌号。”

缙云流存着轩辕氏的许多传
说和文献记载。早在夏商周时
期，当地百姓就将鼎湖峰作为始
祖轩辕黄帝祭拜。春秋战国时
期，仙都与黄山、庐山并列为轩辕
黄帝的三大行宫——三天子都。

从东晋开始，每年清明举办
民祭活动已颇为盛行。位于仙都
鼎湖峰苍龙峡口的“黄帝祠宇”，
是江南百姓祭祀黄帝的唯一场
所。其前身称为缙云堂，约建于
东晋成帝咸和至咸康年间（公元
326~342 年）的缙云堂，是江南人
民祭祀黄帝的最早建筑物。

地方政府公祭始于盛唐，相
传九九重阳节是轩辕黄帝驭龙升
天的日子，也是江南一带地方政
府公祭黄帝的日子。

唐天宝七年（公元 748 年），
唐玄宗李隆基敕改缙云山为仙都
山、缙云堂为黄帝祠宇，把民间的
联合族祭上升为政府祭祀，祭祀
黄帝“北陵南祠”的格局开始形

成。著名小篆书法家、唐朝缙云
建县时第一任县令、李白的叔叔
李阳冰亲书“黄帝祠宇”石碑，一
直保存至今。

宋真宗、宋仁宗等都曾派大
臣到仙都祭祀黄帝，并投放金龙
玉 简 。 宋 英 宗 治 平 二 年（1065
年）下诏，赐改“黄帝祠宇”为“玉
虚宫”，变为道观，缙云一带的黄
帝文化还通过道教的传播，不断
向周边地区辐射。

北宋末，玉虚宫被方腊起义军
烧毁。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道
士游大成集资重建。至明代，毁于
战火。清初，仅存孤亭一座。

经国家建设部批准，1998 年
缙云县人民政府重建“黄帝祠

宇”，恢复中华民族始祖黄帝“北
陵南祠”格局，使仙都黄帝祠宇重
新成为江南百姓祭祀黄帝的圣
地。

2007 年，《轩辕氏祭典》项目
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入第二批省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 年，浙江省文化厅公布
了缙云县（仙都轩辕氏祭典）为首
批省民族传统节日保护基地之一。

2011 年，缙云轩辕祭典成功
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

目前，缙云仙都黄帝飞升地
与陕西黄陵黄帝墓葬地、河南新
郑黄帝出生地形成“三地”共祭格
局。

缙云黄帝文化之历史篇缙云黄帝文化之历史篇—— 黄帝文化千古传诵黄帝文化千古传诵

“ 位 于 浙 江 中 南 部 山 区
的缙云，因为黄帝祭祀文化
的 兴 盛 ，在 数 千 年 的 时 间
里，成为中国南方黄帝文化
的 传 播 中 心 ⋯⋯”2013 年 8
月，电视纪录片——《缙云黄
帝祠宇探源》在中央电视台
第 十 频 道《探 索 发 现》栏 目
播出。

纪录片通过《明堂》、《祠
宇》、《御观》三集呈现，介绍了
黄帝祠宇的由来、发展历史及
缙云黄帝文化的内涵，再次有
力提升了缙云黄帝文化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近年来，缙云县委、县政
府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挖掘
缙云黄帝文化，积极探索弘扬
黄帝文化与发展旅游事业的
切合点，实施了一系列品牌重
塑工作，缙云黄帝文化由此走
上复兴之路。

从 1998 年 开 始 ，每 年 清
明、重阳节举行祭祀黄帝大
典，并举办一年一度的仙都旅
游文化节，提高缙云黄帝文化
的知名度，丰富仙都旅游的文
化内涵。

从 2000 年开始，缙云县多
次组织召开跨国界的黄帝文
化学术研讨会。我国魏晋南
北朝史学会、先秦史学会、隋
唐史学会、中国社科院等院校

团体，北京、上海、南京、陕西
及本省等相关专家学者，加拿
大、日本、以色列、韩国等著名
专家学者，齐聚仙都，共同探
讨缙云黄帝文化的渊源和内
涵，并从各个角度论证了缙云
作为江南黄帝文化辐射中心
的地位。

缙云县还专门成立黄帝
文化开发办公室、黄帝文化研
究会、仙都文化开发处，就缙
云黄帝文化结合本地旅游开
发及经济发展等具有现实意
义的课题开展深入研究，大力
促进我国港澳台地区及东南
亚华人来缙云仙都寻根祭祖。

据悉，祭祀典礼，每年都
吸引了缙云旅台同乡会一、
二、三代缙籍台胞参加，进一
步增强了海峡两岸同根共源
共识，加强了海峡两岸交流与
合作。

黄 帝 文 化 的 注 入 ，使 本
已 有 名 的 仙 都 旅 游 更 加 兴
旺 。 自 开 办 旅 游 文 化 节 以
来，仙都旅游每年以两位数
的速度增长。同时，通过旅
游搭台、经济唱戏，大力推介
涉及旅游、教育、城建、工业
等各领域的项目，成功引进
县外资金上百亿元，为缙云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
动力。

作为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黄
帝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尊敬和
崇拜，直到今天，仍然是我们重要
的精神纽带。作为中华文化的源
泉，黄帝文化经过不断兼收并蓄和
发扬光大，已成为中华民族自立自
强的内在动力。

黄帝文化，也是中华始祖留给
缙云的财富。缙云黄帝文化由历
史传统的长期积淀和多种因素交
合而形成，既有历史的积淀，也有
历史的记忆，更有了新的时代内
涵，其资源在南方独一无二。作为
江南地区最具特色的黄帝文化，发
展空间无限广大。

当前，缙云县把黄帝文化产业

放在一个延伸到各领域的大角度
来开发，进一步加强对轩辕黄帝祭
典的保护，大力推进黄帝文化物化
和有形化，全面促进黄帝文化与各
个产业的融合发展，规划建设轩辕
文化园、黄帝温泉谷旅游综合体等
重大项目，精心构筑黄帝文化景
观，打造黄帝养生产品，丰富祭祀
活动内容，大力营造浓厚的黄帝文
化氛围。

同时，通过缙云黄帝文化品牌
不断提升，缙云黄帝文化影响力不
断扩大，广泛吸引海内外炎黄子孙
前来寻根问祖，进一步弘扬中华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海内外炎黄
子孙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缙云黄帝文化之展望篇缙云黄帝文化之展望篇——
提升品牌融合发展

“炉传三百世，饼香五千年。”相
传远古轩辕黄帝在缙云仙都的石笋
上用仙鼎炼丹，腹饥时就以山泉和
面，揉成团贴在炼丹炉内壁，烤出的
饼色泽金黄，酥糯可口，香飘四野。
当地百姓闻香而动，有心人仿效轩辕
仙鼎以竹木为外桶，窑土为内壁制成
土鼎，又名烧桶，专用于烤制烧饼之
用。该工艺世代承传，成就了风味独
特的缙云烧饼。

千百年来，缙云村民摆着摊铺
或挑着特制烤桶远赴他乡，以烤饼
为生。无论身在何地，这些烤饼师
傅遵循着缙云烧饼古法加工烤制的
秘诀，又精选当地好水、好面、好肉
为原料，使缙云烧饼的色、香、味得
到保留和发扬。

去年，缙云烧饼迎来了发展机
遇。缙云县委、县政府把缙云烧饼作
为一项富民增收的大产业来谋划发
展。今年2月，缙云县成立“缙云烧饼”
品牌建设领导小组，出台实施意见，安
排专项资金，大力实施品牌战略，加强
经营模式创新，全力提升产业层次。

一年来，缙云县实现了注册商

标、门店标准、制作工艺、原料标准、
经营标准、培训内容“六统一”，《缙
云烧饼制作规程》获得市级地方标
准规范立项。除了技术上的标准
化，缙云烧饼还结合黄帝文化，确定
了象征着轩辕黄帝乘龙飞升的 logo
图案，使黄帝文化出现在每一家烧
饼示范店和食品外包装袋上。

今年 10 月 11 日，中央电视台财
经频道《第一时间》栏目“中国早餐”
播出了外脆内香的缙云烧饼，挑动
了全国观众的视觉和味蕾。10月15
日，首位洋学徒俄罗斯人马克，到缙
云参加烧饼培训班。

截至目前，缙云县培训烧饼师
傅 1900 多人次，并在上海、杭州、宁
波及澳门等地开出示范店 50 多家，
进驻嘉兴高速公路服务区，在仙都
景区打造缙云烧饼总部。

如今，缙云烧饼实现了华丽转
身，携手馄饨、豆腐丸、敲肉羹等 10
多种传统民间小吃，从街头小摊走
进了标准店，跨入了大城市，荣登大
雅之堂。预计今年烧饼行业年营业
收入超过3.5亿元。

黄帝文化与缙云烧饼的不解之缘

祭祀轩辕黄帝大典：11 月 1
日在仙都黄帝祠宇举行。

黄帝文化养生论坛：11 月 1
日在仙都独峰书院举行。

华夏婚俗文化节：11月1日在
仙都月亮湾举行。大型汉式婚礼，
以典雅、尊贵、庄重为气韵，全面再
现华夏经典文化传统的民
族婚礼。

缙 云 烧 饼 节 ：
10 月 30 日至 11 月
8 日在缙云县城、
仙 都 鼎 湖 大 道 举
行。同时亮相烧饼
节的还有菜饭、敲肉羹、
清明馃、南乡馒头、柴灰粽等缙云
特色美食。

网货展销会：10月30日至11
月1日在县城旭山路举行。“家家
店”线上线下体验专区和“缙云商
城”微信馆 APP 手机端，将带大
家现场网上购物，回家坐等货品。

民间婺剧品会场：10月30日
至11月1日在缙云火车站广场举
行，两个戏班同时竞技演出。11

月 2 日至 7 日在仙都鼎湖大道
演出。

乡村主题旅游：11 月 8
日至 30 日缙云有关乡镇将

举办乡村文化创意比赛、乡村
露营节、品养生药膳、登山比

赛、古道登高、果酒诗会等活动。

20142014年年““黄帝缙云黄帝缙云 人间仙都人间仙都””旅游季活动旅游季活动1010月月2929日至日至1111月月3030日在浙江缙云举行日在浙江缙云举行

触摸黄帝文化的千年脉动
缙云仙都，峰岩奇绝水明山秀，人文景观内涵丰富。南宋人王十朋有“皇都归客入仙都，厌看西湖看鼎湖”的诗句，赞

叹仙都风物胜迹。鼎湖处于拔地而起的孤峰之端，相传为轩辕黄帝铸鼎觞神、乘龙飞仙之地。白居易有诗曰：“黄帝旌旗
去不回，片云孤石独崔嵬。有时风激鼎湖浪，散作晴天雨点来。”

黄帝在仙都鼎湖峰升天是一个古老传说，缙云黄帝文化更是源远流长。
缙云的黄帝文化可追溯多久？据《史记》记载，这是 5000 年前黄帝缙云氏族南迁浙江缙云山一带以后逐步形成的一

种古老文化。数千年来，缙云就是我国南方轩辕黄帝祭祀中心和黄帝文化的辐射中心。

链 接

缙云首届旅游季活动

缙云黄帝文化之当代篇缙云黄帝文化之当代篇——
复兴之路薪火传承

黄帝南巡群雕

祭祀大典

玉龙腾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