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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祭祀
活动，从祭典里深刻地感受到了两岸同
胞慎终追远的传统美德，两岸血脉同根
同源，追仰人文始祖是中华儿女都应该
做的事。”已经在金华生活了20年的台
胞卢国峰同记者分享道，他十分期待今
年的祭典，还会带上正在念高二的儿子
一起去参加，让下一代也能深刻了解中
华民族的传承。

时至今日，黄帝祭典俨然成为溯源
民族基因、凝聚复兴伟力的有效载体。

“这些年，仙都黄帝祭典吸引了大批港
澳台同胞、海外侨胞组团参祭，其感召
力得到各界认可。”丽水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李一波介绍，缙云仙都先后创成

“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和“海峡
两岸交流基地”。以黄帝文化为纽带，
黄帝祭典将不断增强炎黄子孙的民族
认同、血脉认同、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作为溯源民族基因的有力载体，
仙都黄帝祭典正不断凸显时代价值。
历史的脉络在时光流转中愈加清晰，
黄帝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正翻开全新的
一页。

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先秦
史学会副会长李学功在对浙江黄帝文
化名片与文化形象塑造的意见建议中
提出，文化形象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
面、文化层面三个层次，要充分认识到
黄帝文化的生命力在民间、在群众。

9 月 2 日，缙云县委十五届二次全
体（扩大）会上，审议通过了《中共

缙云县委关于实施“传承和弘扬
黄帝文化八项工程”的决定》，

从县级层面出台了关于传
承和弘扬黄帝文化具体

工程的决定。通过实
施黄帝文化基因解

码工程、精品工
程、浸润工程、

展示工程、

传播工程、转化工程、数智工程和筑基
工程，将充分发挥文化铸魂塑形赋能的
强大力量和功能，全方位提升缙云作为

“四个中心（中国南方黄帝祭祀中心和
中国南方黄帝文化辐射中心、研究中
心、展示中心）”的影响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数字浪潮下，黄
帝文化数智工程加速落地，数字技术与
传统文化相互交融，正产生全新的化学
反应。

除了前文提到的“祭典在线”平台
之外，缙云正加快建设数字博物馆、数
字文化馆、数字非遗馆等“云上场馆”，
推动黄帝文化剪纸、曲艺、民乐等传统
艺术线上发展，鼓励文艺院团、文艺工
作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开展黄
帝文化网络展演。

文化工程陆续落地之时，如何利
用好祭典自身的力量，带动社会各界
参与其中？今年来，缙云先后举办了

“百名浙商”“百名学者”祭祀轩辕黄帝
活动，成为推广黄帝祭祀体验的一个
积极尝试。通过广泛凝聚各界人士的
民族认同感，仙都黄帝祭典将充分释
放黄帝文化的品牌力量，让百折不挠、
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滋养更多中华
儿女。

润物细无声，结合仙都特色，缙云
让黄帝文化在全新的演绎下“活”起
来。曾被废弃的缙云岩宕，化身洞天舞
台，焕发出新的活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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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创新
打磨婺剧《轩辕飞天》等。

对黄帝文化研究的视野也将进一
步拓宽。中国第五届黄帝文化学术研
讨会今年将继续在缙云举办，主题涵盖

“黄帝文化与中华远古文明”“黄帝文化
与中华民族共同体”“黄帝文化数字化”
等多个研究领域，邀请一批相关领域的
重要嘉宾，深入解码黄帝文化中蕴含的
祖根文化、创变精神、开放气魄，以古喻
今，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四海同心，凝聚复兴伟力。当前，
一张用黄帝文化书写的浙江历史文化
金名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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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传承翻开新一页

壬寅壬寅（（20222022））年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即将举行年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即将举行

四海同心四海同心，，凝聚复兴伟力凝聚复兴伟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俞碧寅俞碧寅 通讯员通讯员 刘晓玲刘晓玲

距 离 10 月 4 日 的 壬 寅（2022）年
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仅有短短
几天。走进缙云仙都，乐声悠扬，舞者
风姿绰约。鼎湖峰下，步虚山旁，黄帝
祠宇依山而立，各项祭礼正有序筹备
中。

今年，祭典以“四海同心祭始祖，‘两
个先行’启华章”为主题。

这是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主
办单位变更为浙江省人民政府的第二
年。今年，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明确
提出，“要打造新时代文化艺术标识”“提
升阳明文化、和合文化、黄帝文化、大禹
文化、南孔文化、吴越文化以及浙学等优
秀传统文化影响力”。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仙都黄帝祭典将如何激发文化内生
动力，实现黄帝文化的价值转化？

祭祀大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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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我们谈起轩辕黄帝，多以“人文
始祖”尊称。正如马平安在《黄帝文化与
中华文明》一书中所说：“黄帝文化经过
无数次血与火的考验，经过千锤百炼，已
经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须臾离不开的精
神纽带。”

今年 2 月，缙云仙都金龙洞考古再
次发现宋代文物金龙，实证了“仙都洞
天”道教地位和黄帝祭祀历史。

“从2021年起正式定期举行省级祭
祀黄帝大典，此盛世盛举亦可谓‘势有必
至’，意义重大。”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
彭邦本在解析缙云黄帝祭祀的重要意义
时说，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头号人文初祖，
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统一的
人格化崇高象征，缙云应该通过深入研
究探索，着力将缙云黄帝文化打造成为
中华民族精神力量新高地和浙江历史文
化金名片。

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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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南方黄帝文化研究中心后，缙云推
行“全要素融合、全业态布景”整体发展
模式，将文化元素嵌入式融入全域发展

“一张图”中，成为中国南方黄帝文化展
示中心。

黄帝文脉弦歌不辍，“仙都黄帝祭
典”迎来了文化品牌的全面升级，今年，
祭典将进一步彰显浙江辨识度和时代特
色。祭典仪程为长号鸣天、击鼓撞钟、敬
上高香、敬献花篮、敬献美酒、恭读祭文、
行鞠躬礼、高唱颂歌、乐舞告祭等 9 项，
与去年保持一致，尊重历史沿革。但在
具体的仪程上，我们仍能发现不少独具
创意的“小惊喜”。

去年，81 位儿童的童声版《轩辕颂》
让不少人热血沸腾，而今年则增加了成
人合唱，“今年的颂歌在音律创作上从去
年的三声部增加到了八声部，从童声到
青年再到中年，代表着中华儿女千年香
火连绵不断。”浙江歌舞剧院总导演、壬
寅（2022）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
总导演张雪松说道。

而今年祭典上的数字创新，也让人
眼前一亮。日前，“祭典在线”应用在“浙
里办”服务端和“浙政钉”正式上线，为黄
帝祭典进行数字赋能，对内全方位优化
祭典流程，对外则为文化传播和文旅融
合提供了平台支撑。

“通过搭建‘祭典在线’决策中枢，实
现了黄帝祭典全流程、文化传播指数、文
化研究趋势、文旅游客态势一屏展现，在
驾驶舱上就可以进行工作一键派发、预
警一键下发等指挥调度操作，有效提升
祭典全流程运行效率。”缙云黄帝文化发
展中心主任蔡利伟说。

而对游客来说，进入“祭典在线”则
可以更贴近现场，进行云端祭祀，感受祭
祀黄帝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性和庄严性。

古老祭典
牵手数字化

当前，浙江正站在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奋力推进“两个
先行”的背景下，精神文化的力量正
汇聚成磅礴之力，源源不断地注入这
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中。

金秋时节，走进仙都，九曲练溪，
十里画廊，山水飘逸。近年来，随着
黄帝文化品牌的打响，愈来愈多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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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文化的力量正催
生经济的加速发展。

依托黄帝文化品牌，下洋村、前
湖村等景区村迎来了跨越式的发
展。当前，景区的轩辕文化街已有民
宿及农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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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都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2022 年上半年，仙都景区已接待游
客58.97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215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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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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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将文化成果深度融合到旅游
发展、经济发展上，浙江省文化和旅游
厅副厅长叶菁也给出了答案：“仙都黄
帝祭典是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通过
祭祀颂歌《轩辕颂》、实景演艺《轩辕赞》
以及民俗表演等项目常态化、市场化
开展，丰富景区业态，延伸产业链条，提
升品牌形象。”

随着仙都景区和黄帝文化的影
响力与日俱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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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上村展开了
低空飞行的新翅膀。今年 1 至 6 月，
缙云县接待旅游总人数 129.3 万人
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3.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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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快速成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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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祭典，带动一个地方的发
展。今年，仙都黄帝祭典系列活动安
排，相比去年更多更丰富，包括招商
推介会、乡村旅游季、“庆丰收”系列
活动等。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的形式，缙云将放大黄帝祭典的文化
影响和经济效益。

一场盛事激活一座城一场盛事激活一座城

● 鼎湖峰
鼎湖峰四面凌空，三面临水，状

如春笋，直刺云天。峰顶有湖，相传
是轩辕黄帝在此炼丹时，被鼎压塌
而成，故称鼎湖峰。

鼎湖峰以其雄奇的魅力，吸引
了许多文人墨客。唐朝诗人白居易
曾写下：“黄帝旌旗去不回，片云孤
石独崔嵬。有时风击鼎湖浪，散作
晴天雨点来。”

● 驭龙亭
相传轩辕黄帝架鼎炼丹成功之

时，在驭龙亭驾龙升天。

● 黄帝祠宇
黄帝祠宇历史悠久，它的前身

是缙云堂。黄帝祠宇建筑群主要由
轩辕殿、缙云堂和怀祖堂三个大殿
组成。在这里，你可以怀着对先祖
的敬仰之情，步上象征“九五至尊”
的 59 级台基，走进轩辕殿祭拜轩辕
黄帝。

● 轩辕洞
走进轩辕洞，你仿佛穿越回到

黄帝的时代。轩辕洞黄帝史迹展览
由 9 个板块构成，分别是：有熊家
世、轩辕崛起、一统华夏、黄帝时代、
渡江南巡、缙云炼丹、乘龙飞升、北
陵南祠、不解奇谜，图文并茂地展示
了黄帝文化。轩辕洞内还有梦幻仙
境魔椅、VR 体验区等体验项目，受
到年轻游客欢迎。

黄帝故事
打卡点

链接

黄帝祠宇 拍友 许小锋 摄

缙云黄茶基地缙云黄茶基地 缙云县委宣传部供图缙云县委宣传部供图

仙都景区中的婺剧表演 缙云县委宣传部供图

（紧接第一版）饮浆者举碗痛饮，馋相跃
然纸上；提壶女子和幼童已经买好茶水，
神情自得，彰显着宋代的民间趣味。

本次展览特别展出了放大 2 倍的
《千里江山图》长卷灯光特效图。浙江
大 学 艺 术 与 考 古 学 院 金 晓 明 教 授 介
绍，长卷是中国古代绘画特有的表现
形式，能够在一张画幅上展现多个不
同的时空，综合了单点透视、散点透视
等。这样的长卷无法完全摊开，只能
一段一段地摊看。如今，借助数字技
术，现场观众能够将《千里江山图》一
览到底。

沿着灯箱漫步，画面的细节清晰呈
现：水面荡漾的波纹，摇曳的舟楫，山峦
上宛若宝石的石青色⋯⋯一步一景，堪
称绝妙。青山之下的江干郊野风光里，
精细入微地点缀以一字形、丁字形、工字
形布局的瓦屋茅舍，长短不一的梁式木
桥，横跨溪涧的水闸磨坊，以及远离乡
村、若隐若现的寺观殿阁，成为北宋乡村
生活的珍贵记录。

“这幅放大的《千里江山图》也是‘大
系’追求画作收集最精、印刷质量极高的
典型体现。”金晓明表示，现场观展可以
更好地了解绘画中的精粹，包括构图，乃

至笔墨之间的关系等。
实际上，除了供艺术史研究，“大

系”作为集大成的中国古代图像文献，
为各个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学
术材料，并有望催生新的学术范式。浙
江大学哲学学院何欢欢教授表示，“大
系”第一次全景式地展现了佛教中国化
的脉络，这次展览有近 5000 幅画作与
佛教相关，为该领域打开了崭新的研究
视野。

融合科技 文物新生
突然映入眼帘的，是龙门石窟与云冈

石窟同处一室，杭州飞来峰的布袋弥勒近
在咫尺⋯⋯当观众离开古代绘画的世界，
经过一个拐角来到本次展览的石窟寺龛
像长廊时，都禁不住发出“哇哦”的惊叹。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李志荣教
授说：“近20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采用先
进的技术抢救和保护地面以上文化遗存的

代表性成果，在这条长廊得到集中展现。”
长廊包含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世界八大石窟中的中国五大石窟和
甘肃炳灵寺石窟、四川安岳石窟、杭州灵
隐飞来峰石窟群等代表性龛像的等比例
复制品。浙江大学自主研发的全球领先
的3D高保真数字测量与重建技术，让这
些不可移动的石窟艺术遗产与“大系”收
录的海内外珍稀佛教绘画汇聚一堂，生
动呈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独特魅力。

本次展览的沉浸式体验区，则依托
中国历代绘画作品和当代数字科技，通
过视、听、触、嗅多感官交互装置，引领观

众以一种全新的体验方式“走”入画中，
为中国传统书画艺术元素向虚拟数字化
形态的转化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整个空间内山脉流动、云雾缭绕，众
多中国古代绘画元素“活起来”了。体验
区所取材的40件中国古代绘画精品，悉
数来自海外博物馆，塑造出跨越多个朝
代、融合多幅精品的沉浸式画境空间，吸
引了众多参观者来摄像。

丹青不老，回响千年。“大系”成果展
这场文化盛宴刚刚拉开帷幕，其中蕴含
着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的万千况味，等待
你来领略。

千年风采 一日尽览千年风采 一日尽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