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
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第四重

“心意”，是民族精神的时代伟力。
“黄帝文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

成过程中发生的重要文化现象，是在
‘中国之中国’文化区系内，经由众多部
族集体性历史记忆塑造形成的文化认
同观念和信仰世界。”在中国先秦史学
会副会长、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李学
功看来，黄帝信仰所蕴含的精神与价
值，早已跨洋越海，成为华人世界共同

的精神文化财富。
祭祀轩辕黄帝，也为了寻根。这一

泓汇聚民族自尊、自立、自强、自信等力
量的精神源泉，已化为无数同胞寻根问
祖的动力之源。

祭祀大院，再次响起了熟悉的钟
声。鼓击34声，意寓全国34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钟撞 15 下，意
寓15亿海内外中华儿女⋯⋯

大典现场，来自海内外的参祭嘉宾
手捧长香，逐一走到香炉前，虔诚祈

愿。烟尘袅袅，缥缈于空，升腾起对人
文始祖轩辕黄帝的敬仰之情。

不少港澳台同胞表示，祭拜轩辕
黄帝，是一场文化交流之旅，更是一场
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寻根之
旅。

“透过古老的雅乐和庄重的仪程，
我近距离感受到了黄帝文化厚重的底
蕴。”浙江省侨商会会长、澳门苏浙沪同
乡会常务副会长廖春荣表示，在日益紧
密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中，更多澳门 青年透过祭典这扇文化窗口，了解瞭望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更好培
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香港浙江省同乡会联合会会长，
詹氏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詹洪良而
言，这是一次久违的归乡。詹洪良说，
在杭州第 19 届亚运会火炬传递台州
站，自己是传递亚运“薪火”的火炬手；
参加完仙都黄帝祭典后，自己又多了一
个新身份：黄帝文化的传递者。

文化寻根唤起四海同心。依托黄
帝文化，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浙江省国际人文交
流基地、仙都“信仰之问”调研基地等四
大国际性、全国性基地先后在浙江缙云
落子，极大提升了浙江在海峡两岸乃至
全球华人精神世界中的地位。

放眼当下，这场文化寻根之旅还在
持续；抬头仰望，缙云黄帝祠宇巍然矗
立，中华民族追根溯源、慎终追远的精
神生生不息。

第四重“心意”：民族精神的时代伟力

浙江缙云浙江缙云，，鼎湖峰下鼎湖峰下，，黄帝祠宇黄帝祠宇，，癸卯癸卯（（20232023））年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圆满落下帷幕年中国仙都祭祀轩辕黄帝大典圆满落下帷幕。。

今年是仙都黄帝祭典升格为浙江省政府主祭的第三年今年是仙都黄帝祭典升格为浙江省政府主祭的第三年。。三年后的今天三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妨来探寻黄帝祭典背后蕴含的我们不妨来探寻黄帝祭典背后蕴含的

多重多重““心意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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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都黄帝祭典氛围布置

黄帝祭典，承载怎样的“心意”？
每 文 陈 姝 李俊新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色彩不语却
饱含浓情。第一重“心意”，是色彩体
系的创新运用。

很多人都知道，缙云是全国唯一
一个以轩辕黄帝名号命名的县，但缙
云不只是一个地名，还是中国传统的
一种颜色。“缙云”其色如霞映流云，在
自然与人文的演绎下，赤红与橙红交
融碰撞。

《汉书—百官公卿表第七上》记
载：“黄帝云师云名”。黄帝命名春官
为青云，夏官为缙云。“春青夏赤”是正
五色系统的说法，“缙”是重要的基本
传统色。时光更迭，如何在“缙云色”
上做文章，让人眼前一亮？缙云打造
色彩 IP，以全新的视觉冲击，刷新祭典
传统印象。

用“缙云色”点亮现代都市。充分
考虑空间布局和视觉效果，从高铁站、
高速出口到景区沿线的场景、道路，以

“缙云色”为主色的大幅桁架和彩色喷
绘，给人更为立体灵动之感。碧空之

下，道旗猎猎，大片的色彩铺陈和细微
的精致点缀，无不展现着这座城市的
厚重底蕴和浓厚氛围。

将“缙云色”融入祭典演绎。浙江
正在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祭典
演绎突出体现“宋韵文化”，祭典现场
主背景、整体氛围营造等方面均使用

“缙云色”，并为本次祭典专门设计“缙
云色”演出服装，将中华传统美学运用
得淋漓尽致，以视觉的创新提升祭典
质感。水袖翩跹，莲步轻移间，“缙云
色”华服和绿水青山相映成趣。

以“缙云色”张扬青春个性。祭典
现场，身着一袭“缙云色”的44名“小仙
女”政务讲解员齐亮相，她们用专业的
服务、饱满的精神迎接八方来宾，成为
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充满张力的“缙
云色”与黄帝文化相结合，创新制作的
文创衍生产品手提包、筷子等伴手礼，
让人耳目一新。随着“缙云色”系列服
装、伴手礼的刷屏出圈，传统色彩焕发
全新生机，洋溢出青春活力。

第一重“心意”：缙云色的创新运用第一重“心意”：缙云色的创新运用

文化发展的实质，在于文化创新。
一场祭典，连接起古与今的精神脉络，
衔接着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精神谱
系。第三重“心意”，是古老文化的全新
演绎。

在中国先秦史学会的倡议下，浙江
省缙云县、河南省新郑市、河北省涿鹿
县等全国各地 11 家单位结成黄帝文化
联盟，发出掷地有声的承诺：让黄帝文
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文化从来不是一个静止的存在，而
是一种流动的文脉传承。这个刚“诞
生”不久的跨地域、跨学科合作平台，让
祭典跳出本地、跳向更大的圈层，让文
化不囿于一隅，让各方文化力量充分汇
聚涌流。

“研究黄帝文化，对于探寻中华文
明的根与魂，探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演
进过程，塑造中华民族的历史自信和文
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社
会科学院原副秘书长、科研局长晋保平
表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深入挖

掘黄帝文化的内涵，提炼黄帝文化的时
代精神和现实意义，将推动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

中华文明肇始的光芒映照古今，也
照向海外。黄帝文化是中国的，更是世
界的。“我想把黄帝文化、中国乡村振兴
经验带回非洲，让更多的人到中国来走

走看看。”津巴布韦在华留学生、“留下
带路”国际公益服务平台创始人米莱在
参观仙都黄帝祠宇后说道。米莱多次
来到缙云参观调研，积极对外推介黄帝
文化，是缙云黄帝文化宣传大使。鼎湖
峰下，他用一口熟练的中文向由他“带
路”而来的津巴布韦学者吟诵起《咏鼎
湖峰》。

文化向心力，吸引着回归；文化传
播，在交流中有了回响。“黄帝缙云”国
情教育活动、“梦行浙江”——走进黄帝
缙云活动、发展中国家小商品市场建设
研修班活动和“从全球到村庄”——中
津缙云跨文化对话活动等多场中外文
化交流活动，架起了黄帝文化和世界文
化沟通的桥梁，缙云还被授予“国际学
生‘感知浙江’国情教育基地”称号。

当外国友人站在黄帝像前，虽然语
言不通，仍能感受到积淀千年的传统文
化扑面而来的震撼。活动之后，许多国
际友人成了宣传黄帝文化的“自来水”，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分享感受。

第三重“心意”：古老文化的全新演绎

数字技术与传统文化相交融，能催
生出全新的化学反应。第二重“心意”，
是为祭典插上数字羽翼。为黄帝文化披
上“数字”外衣，实现“数智”文化新生态。

数字赋能祭典筹备。举办祭典，
千头万绪。诸如祭典之类的重大文化
活动，如何更好地实现“数智管理”？

“祭典在线”多跨场景应用作了先行探
索。以黄帝文化传承为核、祭典筹办
为切口，该应用重点打造了“黄帝祭
典、文旅产业、文化传播、文化研究”四
个子场景，通过跨系统、跨部门、跨业
务的数据集成与全流程监管智控，在
驾驶舱上实现工作一键派发、预警一
键下达等指挥调度，为祭典的举办和
文化传播提供技术支撑。

数字赋能祭典体验。华夏儿女遍
布全球，如何实现“天涯共此时”？祭
典要从线下走上“云端”，“黄帝元宇
宙”App 或许能够提供参考。通过虚
拟人、虚拟场景等形式，将谢灵运赋
诗、唐玄宗赐名仙都、李阳冰题写黄帝
祠宇、朱熹独峰书院讲学等文化元素

置入，将黄帝祠宇“搬进”数字世界，实
现用户“亲身”参与体验仙都黄帝祭典
全过程，如同亚运数字火炬手突破时
空限制实现全民参与，海内外同胞无
论身在何方，都可以通过“黄帝元宇
宙”App 参与“云上共祭”，踏入数字世
界的黄帝祠宇，就能获得“超时空、深
沉浸、高精度”的黄帝文化奇妙游，在
这里参与一场“赛博”祭典。

数字赋能祭典产业。祭典过后，
游人如织。仙都景区“讲解员”——黄
帝文化首款智能机器人“仙仙”身穿

“缙云色”马面裙，带游客智游仙都，展
开趣味盎然的“人机互动”。“仙仙”是
专门为仙都量身定制的集黄帝文化、
缙云特色和仙都景区知识为一体的仿
人智能机器人，植入丰富而有个性的
人物语料库，搭载智能语音对话和动
作识别系统。机器人的应用，让祭典
旅游生态更灵动。“黄小帝”“嫘小祖”Q
版形象表情包应运而生，于生活的细
枝末节处浸润黄帝文化，指尖轻触间，
文化传播就已完成。

第二重“心意”：为祭典插上数字羽翼

缙云“小仙女”政务讲解员身着一身“缙云色” 共青团缙云县委员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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