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帝祭祀大典图志
(1980～2007)

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疆黄帝祭祀大典图志】l(1980—2007)

《黄帝祭祀大典图志》(1980—2007)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袁纯清 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

主 任： 赵正永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副 主 任：秦正 陕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蒋跃 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委 员： 辛建伟 陕西省旅游文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陈强 陕西省延安市市长

呼世杰 陕西省黄陵县县长

姜文华 黄帝陵管理局局长

宋祖华 黄帝陵基金会办公室主任

《黄帝祭祀大典图志》(1980—2007)编辑部

主 编： 秦正

常务副主编：蒋跃 辛建伟

执行副主编：苏宇

顾 问：董健桥 路毓贤 刘宝才

编 辑：李鹏 刘旗奋

摄 影：(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振兴 王守平 王春梅 王桂生

巨跃先 兰草 石荣海 成社

邰宗武 李振远 李智勇 何炳武

陈溯 杨超英 钱海峰 袁景致

崔晋新 惠怀杰 黑枫



疆黄帝祭祀大典图志】l(1980—2007)

《黄帝祭祀大典图志》(1980—2007)编纂委员会

名誉主任：袁纯清 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

主 任： 赵正永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副 主 任：秦正 陕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

蒋跃 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委 员： 辛建伟 陕西省旅游文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陈强 陕西省延安市市长

呼世杰 陕西省黄陵县县长

姜文华 黄帝陵管理局局长

宋祖华 黄帝陵基金会办公室主任

《黄帝祭祀大典图志》(1980—2007)编辑部

主 编： 秦正

常务副主编：蒋跃 辛建伟

执行副主编：苏宇

顾 问：董健桥 路毓贤 刘宝才

编 辑：李鹏 刘旗奋

摄 影：(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振兴 王守平 王春梅 王桂生

巨跃先 兰草 石荣海 成社

邰宗武 李振远 李智勇 何炳武

陈溯 杨超英 钱海峰 袁景致

崔晋新 惠怀杰 黑枫



序

赵正采
位于陕西省黄陵县桥山之巅的黄帝陵，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

轩辕黄帝的陵寝，号称“天下第一陵”，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尊崇

与敬仰的圣地。每年草木葱茏的清明时节，在这里举行的公祭轩

辕黄帝典礼，是炎黄子孙念祖思亲、追本溯源、弘扬民族精神、

共建精神家园的盛典。典礼上隆重的场面，肃穆的气氛，典雅的

祭文，悠扬的古乐，向世人宣示了由黄帝时期开创的中华民族悠

久的历史文化和当今中华民族团结和谐、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

展示了中华礼仪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华夏雄风和民族正气，昭

示着中华民族的崛起。

轩辕黄帝是中华文化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作为“人文初

祖”，轩辕黄帝时期的华夏先民不仅创造了空前的物质文明和精

神文明，而且形成了一种被后人称之为“黄帝文化”的精神，其

实质和核心，就是开拓创新和团结凝聚精神。在那个浑沌蛮荒的

时代，黄帝带领先民播种百谷，务农采桑，豢养家畜，制造舟

车，改进弓箭，是物质的开创；创立文字，绘制图画，制定历

法，确定算数，协和音律，是文明的开创；区别尊卑，制定礼

乐，设置官制，提倡嫁娶，规定丧葬，是制度的开创。当然，历

史是人民创造的，这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和发展，是处

于文明肇始时期的华夏先民共同奋斗的结果，但同时应该肯定杰

出人物对历史发展的推动作用，轩辕黄帝作为领袖人物的首创之

功，同样光耀千秋。正由于轩辕黄帝时期的这些开拓创新，使华

夏民族大踏步地跨入了文明的门槛，历经五千年悠久岁月，巍然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五千年后的今天，中华民族以一个人口众多的统一的民族，

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成为世界民族史上的奇迹，

这与轩辕黄帝所树立的团结凝聚精神紧密相关。黄帝“抚万民，

度四方”(《史记·五帝本纪》)，各部落之间在冲突中走向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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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黄帝祭祀大典图志II(1980～2007)

形成华夏族这一民族共同体。华夏族的主体夏、商、周都尊黄帝为

共同祖先，黄帝陵寝的多处出现， “四海无思不哀”(清·朱彝

尊： 《日下旧闻考》)，就是这种凝聚精神的表现。凝聚精神就是

坚持团结和睦，反对分裂涣散，将一个民族凝聚为一体的精神。历

史上的民族英雄之所以受到敬重，就是因为他们以自己的行为乃至

生命体现和维护了这种精神。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

代，这种民族的凝聚精神具有更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黄帝所树立的开创精神和凝聚精神，是相辅相成的。历史证

明，只有不断开创，才能形成凝聚的基础；只有凝聚，才能给予

不断开创以不竭的动力。这是轩辕黄帝留给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

的精神财富。

弘扬黄帝文化精神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黄帝祭祀。从黄帝

逝世时起，华夏族就开始了祭祀黄帝活动，并逐渐成为国家制

度。在历代举行的郊祭、庙祭、陵祭等各种祭祀典礼中，对轩辕

黄帝的祭祀，都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据文献记载，战国时期，对

黄帝的祭祀活动就已经相当隆重。汉武帝“北巡朔方，还祭黄帝

冢桥山”(《史记·今上本纪》)，历经隋唐宋元明清以至中华

民国，成为隆重的国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1980年

以来，形成了清明节公祭、重阳节民祭的黄帝祭祀制度。每年清

明举行的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有国家领导人和大陆、港澳台同

胞、海外侨胞数千乃至上万人参加，成为最具有传统文化内涵和

精神感召力的民族盛典。

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已经成为突出民族认同、国家统一、

和谐发展这一主题的大典。在最大范围内昭示着中华民族同根共祖

和国家大一统的理念，成为实现当代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部《黄帝祭祀大典图志》(1980～2007)，以科学发展观为

指导，坚持存真求实的方针，着力用发展的视角，全面记录了自

1980年至2007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的盛况。结构上以“图”

即摄影照片为主，直观反映公祭典礼活动；以“志”即文字为

辅，记述公祭典礼活动的主要内容；公祭祭文则大气磅礴、慎终



追远，既有传统形式，又体现时代精神，是对黄帝开创、凝聚精

神的颂扬和继承，书写公祭文的真草隶篆书法，展示了中华传统

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我认为，这部图文并茂的《黄帝祭祀大典图志》(1980～

2007)，反映了改革开放后，全中国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维护祖

国团结统一和领土完整，期盼祖国强盛，建设一个历史上前所未

有的空前盛世的真诚愿望!

盛世修志。我相信，这部《黄帝祭祀大典图志》(1980～

2007)的出版，必将在弘扬中华文化，继承优良传统，实现祖国

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是为序。

序蛾

(作者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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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图志》的编纂，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科学发展

观，坚持存真求实的方针，着力用发展的视角，真实、全面、系

统、客观地记述自公元1980年以来，在陕西省黄陵县桥山轩辕黄

帝陵举行的公祭轩辕黄帝典礼活动，力求反映中国各族人民继承

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热爱祖国、维护民族团结、期盼祖国统一和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愿望。

二、在黄帝陵进行的黄帝祭祀活动形式多样，本《图志》限

于篇幅，只记述“公祭”活动，未记述“民祭”及其他各类祭祀

活动。

三、本《图志》所述“公祭”，指由陕西省人民政府组织并

在清明节举办的祭祀活动； “民祭”，指由民间人士组织并在重

阳节举办的祭祀活动。

四、历史上在黄帝陵举行的祭祀轩辕黄帝活动代代相继，并

存有大量文字资料。由于历史条件所限，不可能有图像资料留

传。近现代以来，各类祭祀活动连续不断，虽有零星图像资料传

世，但极难寻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63年，陕西省继承

传统，连续举行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后因“左”的思想干扰和

“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而中断。鉴于1963年以前的祭祀活动图像

资料保存甚少，难以成集，有关文字资料已在2005年出版的《陕

西省志·黄帝陵志》中系统收录，本《图志》上限自公元1980年

恢复公祭轩辕黄帝始，下限至公元2007年。

五、本《图志》力求图文并茂。内容以“图”即摄影照片为

主体，用以直观反映公祭典礼活动；文字部分包括《序》、 《引

言》、 《公祭黄帝典礼编年记》、 《公祭文》、 《后记》等，用

以记述公祭典礼活动及相关的内容，并对“图”加以说明。

六、本《图志》采用编年体。除“祭文”照录原文外，使用

中国现代语体文，力求准确、流畅、典雅、简明。文字使用国家



凡例G瓤
法定的规范简体字，标点符号以国家《标点符号用法》

(GB／T15834—1995)为依据。

七、机构、职务、地名等专用名词按不同时期的实际称谓记

述，首次使用时用全称，如有必要则括注简称，其后使用简称。

人物一般冠以职务或身份，不使用“同志”、“先生”等称

谓。

数字、计量单位等，以国家法定表述方式记述。

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采用历史纪年，括注公元纪

年，省略“公元”和“年”字，如“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

公元纪年后括注的汉字，指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如

“1980(庚申)”，即指1980年是农历庚申年。

八、本《图志》所称的“清明节”，指中国传统农历中的节

气“清明”；

“重阳节”，指中国传统农历的九月九日。

“港澳台”，指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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