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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典之下 弦歌不辍
缙云黄帝文化丰富浙江文化标识新内涵

逍 屿 沈 斌 刘晓玲

寻民族根脉寻民族根脉，，仰始祖丰功仰始祖丰功。。

66月月1616日日，，缙云鼎湖峰下缙云鼎湖峰下，，步虚山旁步虚山旁，，一场让百名浙商心潮澎湃的祭典徐徐展开一场让百名浙商心潮澎湃的祭典徐徐展开。。黄帝祠宇巍然屹立黄帝祠宇巍然屹立，，参加壬寅参加壬寅（（20222022））年百名浙商祭祀轩辕黄帝大典年百名浙商祭祀轩辕黄帝大典

的浙商代表在轩辕殿前祭祀大院庄严列队的浙商代表在轩辕殿前祭祀大院庄严列队。。击鼓撞钟击鼓撞钟、、敬上高香敬上高香、、敬献花篮敬献花篮、、敬献美酒敬献美酒、、行鞠躬礼行鞠躬礼，，一项项仪程典雅大气一项项仪程典雅大气、、庄重热烈庄重热烈，，寄托着在场所有浙商对寄托着在场所有浙商对

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深深敬意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深深敬意。。

这是一次创新的尝试这是一次创新的尝试。。近年来近年来，，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以其特殊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以其特殊的社会意义和时代价值，，越来越受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关注越来越受到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关注，，已然成为宣示已然成为宣示““民族民族

认同认同、、血脉认同血脉认同、、文化认同文化认同””的精神高地的精神高地。。

文化的力量无远弗届文化的力量无远弗届。。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到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到，，要打造新时代文化艺术标识要打造新时代文化艺术标识，，提升阳明文化提升阳明文化、、和合文化和合文化、、黄帝文化黄帝文化、、大禹文化大禹文化、、南孔文化以及浙学等南孔文化以及浙学等

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优秀传统文化影响力。。黄帝文化黄帝文化，，正在历代的传承中大放异彩正在历代的传承中大放异彩，，成为增强文化自信成为增强文化自信、、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载体凝聚民族力量的重要载体。。

如何深入挖掘如何深入挖掘、、弘扬黄帝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弘扬黄帝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切实增强和坚定文化自信切实增强和坚定文化自信，，全力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和浙江历史文化金名片全力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和浙江历史文化金名片？？步入缙云步入缙云，，这座山这座山

水小城正在给出自己的答案水小城正在给出自己的答案。。

时光回转，8个月前，鼎湖峰下迎来
一场前所未有的盛世祭典。在黄帝祠
宇重建 23 年后，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
帝大典的主办单位变更为浙江省人民
政府。

万里寻根，鼎湖峰下迎赤子；千秋
祭祖，缙云堂中拜轩辕。2021 年 10 月
14日，农历九月初九，社会各界人士、台
湾同胞、海外侨胞等齐聚缙云仙都，祭
拜中华民族人文始祖轩辕黄帝，传递全
体中华儿女的感念之情。

辛丑（2021）年中国仙都祭祀轩辕
黄帝大典沿用古代祭礼——“禘”礼，九
项仪程在尊重历史传承的同时，融唐风
宋韵、彰时代气息和浙江特色，在江南烟
雨中呈现了一场底蕴厚重、特色明显的
祭礼。正如河南新郑大典办主任赵锡铭
所说，这次祭典既体现了黄帝文化之厚，
又展示了缙云风光之美，颠覆了对传统
祭典的刻板认识，让人耳目一新。

一场祭典，擦亮了中华文明精神标
识，这是对中华民族文化血脉、精神命

脉的一次重要溯源，也是对文化自信的
一次有力宣言。而细究其背后，离不开
让黄帝文脉代代相传的民族精神。

缙云是全国唯一以轩辕黄帝名号
命名的县，而当地祭祀轩辕黄帝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东晋年间。“永嘉有缙云
堂”“停余周而淹留，搜缙云之遗迹”等

词句，出现在吟咏于山水间的谢灵运笔
下，证实了黄帝文化在南方传播辐射的
印记。

清末，黄帝祠宇毁于战火，但前来
拜祭的百姓仍络绎不绝。1998 年，缙
云重建盛唐风貌的黄帝祠宇，并恢复公
祭轩辕黄帝典礼，24年来从未间断。恢

复祭典以来，每年举办两次，清明为民
祭，重阳为公祭，形成了一定的礼制和
规格。

2011 年，“缙云轩辕祭典”被列入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名录。浙江省历史学会理事项一中表
示，传承千百年来，缙云已成为史学界
公认的“中国南方黄帝祭祀中心”“中国
南方黄帝文化辐射中心”和“中国南方
黄帝文化研究中心”。

黄帝文脉弦歌不辍，“缙云轩辕祭
典”迎来了文化品牌的全面升级，随着
主办单位的变更，浙江缙云与陕西黄
陵、河南新郑形成了三地共祭、层次相
当的全国轩辕黄帝祭祀格局。

2021 年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
典的成功举办，有力阐明了缙云与黄帝
的关系，进一步擦亮了黄帝文化品牌，
使黄帝缙云的地域特点更加鲜明，为这
座烟雨山城埋下崭新课题的同时，也将
为浙江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提供一份
独特的艺术标识。

盛世祭典 黄帝文脉弦歌不辍

仙都经典仙都经典 许小峰许小峰 摄摄

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乐舞告祭仪程

（本版图片由缙云县委宣传部提供）

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来到缙云
仙都，留下 126 处摩崖石刻和题记，在
历史长河上刻留下独属于黄帝文化的
不朽诗篇。

当前，浙江正加快打造新时代文化
高地，构建起以文化力量推动社会全面
进步的新格局，如何系统打造黄帝缙云
成为传承中华文脉的重要场所，努力形
成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
化标识，让黄帝文化浸润千万百姓家？

答卷，已经在山光水色间开始书
写。

2021 年底，缙云黄帝文化成功入
选全省第二批示范级文化和旅游IP，品
牌效应进一步增强。缙云正做好文化
基因解码工程，不断扩大“缙云黄帝文
化”IP的品牌影响力。

“活化”“物化”“深化”“衍化”，缙云
从四篇文章着笔，凝聚各方力量，催生
丰厚成果。踏入缙云，立体式、持久式、
沉浸式黄帝文化宣传态势正在铺开，辨
识度极高的缙云文化符号跃动在大街
小巷，黄帝文化元素触手可及。

润物细无声，结合当地特色婺剧文
化，缙云让黄帝文化在全新的演绎下

“活”起来。组织民间文史爱好者全面挖
掘、整理黄帝民间故事，汇聚文艺人才创
作系列折子戏、什锦戏，不断创新研磨婺

剧《轩辕飞天》等。“《轩辕飞天》这出戏在
艺术上表现精到，思想性也很强，特别能
感受到黄帝的创新开拓精神。”一位曾观
看过演出的戏迷深有感触。

传统文艺赋能的同时，数字技术与
文化产业的深度融合成为创新活力源
泉。利用数字化平台优化再造祭典流
程及各环节的工作，将助力其更精准高
效。而利用三维虚拟场景等科技感十
足的手段，深化观众对黄帝文化的认
知，则是正在谋划的黄帝文化博物馆建
设事宜中的一项。

“物化”的成果，来得更加直观。城
市的重要交通节点、公共空间都将进行
黄帝文化标识的打造，传递高辨识度的
缙云文化符号。“走在路上就能看到有
黄帝文化元素的道旗和遮阳棚，让我们
印象很深刻！”初次来到缙云的游客同
笔者分享道。同时，借助科技手段，融
合雕塑、绘画等艺术形式，缙云将黄帝
文化融入城市基建，扮靓城市妆容。

同时，“深化”黄帝文化内涵，理顺
时代传承的脉络，明晰历史演进的图
景，研讨新时代的传承与弘扬同样重
要。在独峰书院，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共寻黄帝文化根源；踏进仙都，各级媒
体、流量网红明星用笔触和镜头记录好
山好水，助推黄帝文化“出圈”。

通过发展现有的黄帝文化产业，缙
云正“衍化”出传统事物的新风貌。带
仙字 logo 的笔记本、雨伞以及农产品、
工业品仙字包装等，“把仙气带回家”系
列本地文创产品的研发让黄帝文化进
入日常生活，实现更多创意价值。

祭典的溢出效应正在逐步显现，释
放出磅礴的动力。“我们计划让轩辕黄
帝祭祀活动走向大众，让更多人参与祭
典，接受精神洗礼。”缙云县黄帝文化发
展中心主任蔡利伟介绍，最近举办的百
名浙商祭祀轩辕黄帝大典活动效果就
比较明显。

“祭祀轩辕黄帝让我有一种油然而
生的自豪感，深刻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
的魅力。”刚刚参加完百名浙商祭祀轩
辕黄帝大典的浙商代表田宁说道。通
过广泛凝聚各界人士的民族认同感，轩
辕黄帝祭祀活动将充分释放黄帝文化
品牌力量，为缙云建设开放之城、魅力
之城，打造世界文化旅游目的地提供强
大的内生动力。

从祭典出发，“四化”品牌行动正逐
步推进，黄帝文化的触角延伸到城市的
角角落落，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浸润万
家，催生出强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浸润万家“四化”文章擦亮历史文化金名片

缙云烧饼等乡愁富民产业蓬勃发展，
缙云烧饼制作技艺入选“国家非遗”。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

走进初夏的仙都景区，九曲练溪，
十里画廊，山水飘逸。驱散疫情带来的
阴霾后，景区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路边
游客络绎不绝。近年来，随着黄帝文化
品牌的打响，愈来愈多游客、大咖走进
缙云，走进仙都，在鼎湖峰下尽揽秀丽
山水，在黄帝祠宇感受厚重的历史底
蕴。

变化，正在悄然发生。
“惊奇！惊艳！无法复制的风景，

独一无二的体验，就像绝世的美人。”不
久前的五一假期，青年艺术家李玉刚与
仙都缙云一相逢，便被这里的高山溪流
深深吸引。

依托黄帝文化品牌，仙都迎来跨越
式的发展。一座风光旖旎的景区村落
就地建成，涵盖摄影、咖啡、汉服等多种
主题。当前，景区的轩辕文化街已有民
宿农家乐 252 家，床位 6567 个，餐位 1
万余个。“2021 年，仅是我们的核心区
域村鼎湖村的村集体收入就达到 132
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3万元。”
仙都街道党工委委员潜锦江说，2021
年仙都景区接待游客数量 189.15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5038.56万元。

为促进黄帝文化“有形化”，仙都的
文创产品正不断发力聚拢人气。“去年
夏天，丽水首支文创雪糕‘仙境奇冰’引
无数游客打卡，推出仅一个月销售量就
达1.5万余支，实现营收近30万元。”潜
锦江说道，文化的力量正带动仙都全方
位的成长与裂变。

仙都与青壹坊、西泠印社等知名文
创企业合作，深入挖掘黄帝文化等内
涵，以“把仙气带回家”为主题，开发了
60 多种文创产品，并在景区开设第一
家文创直营店，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
益的“双赢”。2021 年 10 月以来，“把
仙气带回家”文创直营店已实现 85 万
元的营收。

随着仙都景区和黄帝文化的影响
力与日俱增，辐射效应正遍及全县乃
至全省。缙云旅游基础设施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文旅事业蒸蒸日上。小
火车开进了笕川花海，蛟龙大峡谷架
起了玻璃栈道，羊上展开了低空飞行
的新翅膀。2021 年，缙云县接待旅游
者 374.7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41.6
亿元。

旅游业见效的同时，依托黄帝文化
IP 强大的影响力和衍生性，缙云烧饼、
轩辕黄茶、缙云爽面等农产品产业飞速
成长。缙云烧饼作为缙云县传统小吃，
又称“黄帝饼”“轩辕饼”，有“炉传三百
世 饼香五千年”之说。小烧饼蕴含大
能量，借助品牌优势，2021 年，缙云烧
饼产值达到27亿元，从业人员达2.3万
人。

城市发展的底气远不止于此，文化
的力量撬动了商业版图的腾飞。越来
越多人看到缙云、走进缙云、扎根缙云，
缙云人能吃苦、敢创新的“梅干菜精神”
感染着每一个来到这座城市的人。在
外部发展环境越来越严峻复杂的大背
景下，在受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动荡愈
演愈烈的特殊时期，缙云逆势破局，化

“危”为“机”，招商引资“不断档”“不断
链”，全年引进项目 39 个，其中亿元以
上项目25个，实际到位内资31.4亿元。

一张用黄帝文化书写的浙江历史
文化金名片，正飞入千万寻常百姓家，
为缙云注入隽永的文化基因，锻造出更
加深厚的文化底气，为迈向共同富裕注
入新动能。

逆势破局 小城蝶变迎发展

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 胡元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