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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特约主持人按语：

为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我国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刊结合地域特色推出“中州·中原·中部”重点专栏。河南地处九州之中，故称“中州”；横跨中国中部黄

淮大平原，又称“中原”；在新时代，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中部地区崛起大战略，河南又是其中重要省份。本

栏目首期推出三篇文章：程丽君的《论炎黄祭祀对中华民族凝聚力赓续发展的价值意蕴》一文指出，炎黄祭

祀以共同始祖的认同形成民族文化的认同，铸牢家国一体的伦理根基，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凝聚力赓续发展

的精神血脉；唐晔的《从〈清明上河图〉看中国传统城市经济》一文，通过对《清明上河图》的考察，指出北宋

都城东京是中国传统型城市的典型代表，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城市经济发展的顶峰，同时兼析了东西方城市

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发展方向的不同；崔连标等的《中部六省减污降碳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研

究》一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中部六省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减污降碳动态演进特征和影响因素，为中部六省
因地制宜地制定减污降碳协同政策提供了有效的决策支持。本栏目的创办旨在为读者提供新的看点，为期

刊发展提供新的生长点。热忱希望本栏目能得到学术界专家学者的关注和支持，欢迎您踊跃赐稿。

龙协涛教授（北京大学学报原主编、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原理事长）

论炎黄祭祀对中华民族凝聚力
赓续发展的价值意蕴

程丽君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４

摘要：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炎黄祭祀中的文化构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陕西祭黄帝陵和

河南郑州祭黄帝故里为代表的炎黄祭祀绵亘千年，它以人伦教化为精神底色，遵循着以“人文始

祖”唤醒共同记忆，以“英雄感召”激活共同情感，以“四海一家”铸就思想丰碑的凝聚共识逻辑进

路。人们年年岁岁、周而复始通过对人文始祖的缅怀，不断强化着根祖意识，引发一体之心、感恩之

心。在以共同的始祖认同形成民族文化认同的过程中，炎黄祭祀升华出家国一体的伦理根基、以德

为内核的支撑体系和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凝聚力赓续发展的精神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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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４年农历三月初三，甲辰年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在河南省新郑市黄帝故里隆重举行，延

续了“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主题。

“三月三，拜轩辕”，肇始春秋，绵延至今。新郑

·６２·



程丽君：论炎黄祭祀对中华民族凝聚力赓续发展的价值意蕴

地处中华文明的腹心，先秦以来很多文献记载

其是黄帝的故都，“元年，（黄）帝即位，居有

熊”［１］，皇甫谧解释：“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

是也。”［２］此外，每年清明节有大批海内外同胞

会专程前往陕西黄帝陵共同缅怀中华民族的人

文始祖轩辕黄帝，孙中山、毛泽东先后于１９１２

年、１９３７年分别写了著名的黄帝陵祭文。可

见，无论是祭黄帝故里还是祭黄帝陵寝都有着

悠久历史，早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的文化圣典，寄

托着全球华人报本反始、慎终追远的文化感怀，

凝聚着赓续中华文明根脉的深厚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中华民族大团

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３］自中华文明肇始以来，祭祀历经多个时

期的发展，成为中华民族传承不息的文化现象。

作为独特的精神标识，炎黄祭祀已成为中华民

族传统祭祀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以极其鲜明的特点塑造着民族性格，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以巨大凝聚力开

启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之路。

　　一、炎黄祭祀的精神底色：人伦

教化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４］，中国传统祭祀

文化将祭祀的教化功能视为根本，认为祭祀是

“教之本”“教之至也”，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发挥

着安定社会、敦厚民风等重要作用。黄帝时期，

祭祀典礼已经与国家政权的治理需要结合在一

起。炎黄祭祀不仅承载人们对炎黄二帝的敬仰

之情，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在追思先祖的过程中

不断强化着同一祖先的“根”观念，在贯彻人伦

教化的过程中积聚起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

１．制祭：以报本反始为原则

中国人素有“慎终追远”“法祖敬宗”之传

统，此理念“自生民以来则有之”［５］。历经千

年，人类祭祀经历了从自然崇拜到图腾崇拜再

到神本向人本的转化，转换为对人的创造力的

肯定，将那些作出开创性贡献的人列为对象，并

将之提升为“国之大事”。中国传统祭祀文化

有宗教外衣包裹的色彩，实则内蕴着对建功立

业者的颂扬。诚如王充所言：“凡祭祀之义有

二：一曰报功，二曰修先。报功以勉力，修先以

崇恩。”［６］在人类学中，有一个重要范畴，即

“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ｅｒｏ”，与汉语中的“神话人物”“文化

英雄”等概念相当，是集中体现上古人民智慧

和才能的超人，引领着人类文化进程，代表着人

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因此被万世歌颂和纪念［７］。

作为将“艺五谷”与“垂衣裳”统一起来的文化英

雄，以及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炎黄二帝自然成

为历代祭祀的主要对象。

作为人文始祖，炎黄二帝为中华文明的肇

始立下了丰功伟绩，积淀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

文化基因。“因天之时，分地之利，教民播种五

谷，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锄耨……又尝百草酸咸

之味……日中为市，以聚货帛。”［８］据记载，炎

帝作为部落首领，培植植物、遍尝百草，不仅发

现了粟谷，还发明了医药、纺织、琴瑟等。与此

同时，炎帝在处理族人关系上怀着包容宽厚的

品德，“怀其仁诚之心……养民以公”［９］，以“仁

诚之心”对待族人，推崇和合、尚仁。“黄帝年

十岁，知神农之非而改其政。”［１０］８０同样，作为敢

为人先的实干者，黄帝从小就立下建功立业、让

百姓安居乐业的远大志向。黄帝凭借其实干精

神，感召众人，其发明创造达３０余种，解决了人

们在衣食住行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尚书大

传·略说》载：“黄帝始……礼文法度，兴事创

业。”《白虎通义》载：“黄帝始作制度，得其中

和，万世长存。”黄帝取法天地，创设法度，建立

人伦关系，推行德治，形成了“诸侯咸尊轩辕为

天子”［１０］３０的局面，实现了天下的统一融合。炎

黄二帝开创了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一系列物

·７２·



郑州轻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５年２月　第２６卷第１期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立下了无与伦比的功勋。

这些在开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之先河的过程

中，逐渐沉淀出实干、创新、厚德、民本、和合等

伟大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源头，支撑

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在对炎帝、黄帝的追思、缅怀中，形成了源

远绵长的炎黄祭祀文化。古人制祭以报本反始

为原则，凡具“本”“始”意义之存在者，如天、

地、祖庙等，皆属祭祀之列。《礼记》云：“万物

本乎天，人本乎祖。”“大礼与天地同节……节

故祀天祭地，成万物有功报焉也。”天地生养、

成就万物，祭祀天地就是要回报天地的恩情，进

而培养人知恩报恩、饮水思源的意识。人生之

始可溯至其祖，本源于天。祭祀的意义在于培

养人的伦理道德，“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

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

也已”［１１］１５８０。圣人通过祭祀发挥垂范作用，以

返本复始为教化的重要内容。中华民族自古以

来就是一个特别看重伦理道德的民族，认祖归

宗是中华民族的一大特点。因而，不管是虞夏

商周的华夏族，还是夷蛮戎狄的“四夷”族，都

视黄帝为“高祖”，自称为“黄、炎之后”“炎黄之

后裔”［１２］。炎黄祭祀深层意义上正是对人文初

祖功德的缅怀。通过年年岁岁、周而复始对炎

帝、黄帝的祭祀、缅怀，强化人们的根祖意识，在

潜移默化之中增强了民族文化认同感。“华夏

民族－汉民族－中华民族”在“滚雪球”式的发

展过程中，一直是沿着“文化民族”的道路发展

的［１３］。炎黄文化作为贯穿其中的血脉基因、文

化基因，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２．尽祭：以诚敬无邪为贯彻

祭祀意义的落实需要内求于心。“夫祭

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于心也。”［１１］１５７０

祭祀要求主体保持内与外的统一，以敬贯穿全

程。祭祀之礼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彰显出浓厚的

人文意义，抽象为更重要的精神，即祭祀者在祀

礼中秉持的诚敬无邪。以此为内核，人们在追

思炎帝、黄帝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巩固民族情感、

形成文化纽带。

以诚敬贯彻始终，方能真正发挥炎黄祭祀

化育之效用。在中国古代，祭祀炎黄是国家大

事。近年来，诸多学者呼吁将炎黄祭祀确定为

国家祭祀。炎黄祭祀内蕴对构成中华文明标识

的炎黄文化的传承，对于守好中华文明之魂、强

化民族精神标识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效应，是

增强民族团结、形成巨大合力的重要路径。炎

黄祭祀生动彰显着对中华文明的敬重，有助于

在激发人们敬天敬祖、慎终追远的情感中，唤起

人们对国家制度、民族文化的认同。要真正发

挥炎黄祭祀之效用，需要在落实中将诚敬贯彻

终始，避免形祭大于心祭。在祭祀炎黄的仪式

活动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发自内心的情感，如果

只是注重场面宏大、服装仿古，忽视了对其文化

内涵的考究与体悟，会直接导致祭祀过程流于

形式，无法引起人们的内心共鸣。礼器、礼仪、

祭品都是有形的东西，但最重要的是祭祀者内

心的真实情感。

在炎黄祭祀中通过诚敬之心的贯彻，就是

要引发人们的一体之心，让其感知自己不仅和

祖先、和后世子孙是一体的，而且和其他人、和

自然万物也是一体的，从而培养其一体的仁爱

之心、感恩之心。只有“一体”才能“和”，一体

之仁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化解冲突、促进和平。

“和”的文化理念一以贯之地影响和规范着历

代传统政治实践，使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

治格局不断巩固与拓展。正是以一体之仁作为

内在特质，各民族在交流互鉴中共同发展，“天

下一家”的拳拳家国情感和浩浩民族大义浸润

在中国人的血液中，才能够凝聚成任何势力都

攻不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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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炎黄祭祀：凝聚共识的逻辑进路

　　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与炎黄祭祀中的文

化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炎黄二帝的祭祀

礼仪中蕴含着各族人民共同的文化记忆，正所

谓“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其初者也”。这种

同宗同源的文化渊源在锻造共同记忆的过程

中，形成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与此同时，

在对炎帝、黄帝的缅怀之中传承着超越时空的

民族情感，成为凝聚各民族的重要黏合剂。以

华夷同宗同源的心理基础与思想意识为根基，

人们突破民族狭隘意识，以“四海一家”为共同

追寻，构筑了民族精神丰碑。

１．以“人文始祖”唤醒共同记忆

自古以来，无论是古代文献还是民间传说，

都将炎黄视作共同始祖，这是族群观念融合的

坚实心理根基。甲骨文资料显示，早在商周时

期就已经形成了崇天敬祖、以祖配天的传统，人

们极其注重祭祀祖先和土地、山川神明。炎帝、

黄帝很早就被作为共祖祭祀，这种共同的始祖

认同引发了民族融合的思潮，促进了中华民族

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国语·鲁语》载：“有

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

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喾而祖契，

郊冥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王。”黄帝被尊奉为虞、夏、商、周的共同始祖。

“黄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１４］颛顼、帝

喾、唐尧、虞舜，以及夏朝、商朝、周朝的君主都

是黄帝的子孙。炎黄二帝之间的特殊关系，也

成为他们后来同为中华人文始祖的基础所在。

“炎帝者，黄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

“少典娶有鑝氏女，生黄帝、炎帝。”［１５］顾颉刚曾

对古代民族融合进行了考察，他强调中华民族

是一个统一体，而在这个统一体的形成中，共同

始祖的追认是族群观念融合的重要步骤，为不

同族群提供了心理认同的最大可能。“颛顼、

帝喾之前又推上了许多的王者了。这样一来，

任何异种族异文化的古人都联串到诸夏民族与

中原文化的系统里。”［１６］费孝通也曾指出：“几

千年来，炎黄二帝作为中华民族始兴和统一的

象征，对于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和增强

凝聚力、向心力，发挥了巨大作用。”［１７］

先秦以降，作为人文始祖的炎黄二帝成为

人们祭祀的重要对象。任凭历史如何变迁，炎

黄共祖地位岿然不动。“祖先”一词早已成为

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人文始祖内蕴

着中华民族同根同源、守望相助的文化记忆。

数千年来，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钥之一就是

始终坚持民族祖先崇拜，将民族认同熔铸在中

华儿女的基因之中。在祭祀炎黄的传承中，在

敬仰与缅怀始祖功德的过程中，人们超越时空

的共同记忆被不断唤起，沉淀为更为强大的文

化凝聚力，潜移默化之中将海内外同胞牢牢凝

聚在一起。

２．以“英雄感召”激活共同情感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历经千年风雨锻

造，由５６个民族组成，血缘相亲、生死与共的命

运共同体。五千多年来，中华各民族“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其间虽然有争斗与分裂，但融

合、统一是主流，民族共同体意识正是在历史发

展进程中逐步彰显的，共同的历史文化渊源是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基础性前提。从历

史文化深处培育各民族共同的心理认同感，是

铸就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情感依托、思想前

提和文化依归。

在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过程中，共同的情

感要素发挥着黏合剂的重要效用。炎黄二帝的

祭典仪式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就在于人们在

对炎帝、黄帝的缅怀之中牢固树立了超越时空

的民族情感。在缔造中华文明过程中炎黄二帝

生动诠释了独特的英雄业绩和品质，不仅解决

了人们在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难题，还在精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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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方面立下了开创性功绩。人们将炎黄二帝视

为有功于民的英雄祖先，形成了共同的心理崇

拜。这种以炎帝、黄帝英雄功德为主体的价值

取向，逐渐沉淀为宝贵的炎黄精神，即实干、务

实、创新、进取、和合、献身等伟大精神。这种发

端于上古、绵延数千年的炎黄精神为中华民族

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铸就了根基，在中华民族凝

聚力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今时代，对炎黄二帝的追思、缅怀，内蕴

着对炎黄精神的发扬光大，这种以英雄感召为

底色的祭祀仪式，寄托的是中华儿女共同的民

族感情，表达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寻根溯源的文

化认同。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炎黄

精神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深化，升华为中华

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追求。在祭祀炎黄二帝

的传承中，这种精神内核熔铸于人们的灵魂之

中，散发出持久的感召力和生命力，为中华文明

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是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石。炎黄祭祀作为凝聚中

华儿女民族精神的情感纽带与精神旗帜，为中

华民族在新时代凝聚共识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精

神力量。

３．以“四海一家”铸就思想丰碑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华

夏民族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其开

始即为一个多民族的复合体，在其构成中，炎、

黄、虞、夏、商、周等共同发挥着骨干作用，孕育

着灿烂的华夏文明。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

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早在黄帝时代，华夏民族

就已经融合了东夷、苗蛮两个部族，实现了统

一，创造了和乐安宁的局面，到了炎黄时代后期

已经产生了大一统观念的萌芽。传统中国在大

一统观念的影响下，形成了海纳百川的格局与

气度，铸就了“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的包容情

怀。历代明君提出与贯彻的统一方略正源自其

内心深植的“大一统”理念，这是文化传统作用

于战略选择的必有之义。元朝将缔造“四海一

家”作为实现统一的根本理由：“自古帝王，非

四海一家，不为正统。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

一隅不问，而自弃正统邪？”［１８］清雍正帝曾主

张：“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共出于一原，道

并行而不悖。”［１９］“大一统”文化规范和指导着

历代政治生活，贯穿中华文明史的始终。传统

中国在文化上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形成了对诸

民族文化的强大吸引力与凝聚力。

古代中国从中原地区不断扩展成为领土广

袤的“大一统”国家。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主

要不是依靠武力征服的，是由其自内而外发出

的深层力量所决定的，是在“四海一家”“协和

万邦”的理念下催生出的自然过程。

《礼记·祭统》言：“凡治人之道，莫急于

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纵览整个中国古

代，祭祀礼仪都是国之大事。人们通过慎终追

远，落实社会教化，维护社会稳定。炎黄祭祀作

为中华民族“根文化”的重要象征，在历史上不

断强化着华夷同宗同源的思想意识，为人们突

破民族狭隘意识铸就了思想丰碑。人类历史上

不同族群间的冲突相当一部分源自文化上的冲

突、不宽容。从“华夷之辨”到“四海一家”，中

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的沉淀，融合儒、释、道智慧，

发展形成了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这成为各民

族不断发展的情感纽带与精神支柱。

　　三、炎黄祭祀：中华民族凝聚力赓

续发展的精神血脉

　　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祭祀礼仪在历史传承

中延续下来，成为人们祭祀炎帝、黄帝的精神基

础。相较于有形的礼仪行为活动，祭祀炎帝、黄

帝过程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参与者在该过程

中的深切体悟更为重要，其中凝聚着全体社会

成员共同遵循的价值共识，是中华民族形成深

刻认同的情感基础。文化认同是形成巨大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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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精神支柱，祭祀炎帝、黄帝正是对其中蕴含

的人文精神、民族信仰的深化与弘扬，对中华民

族凝聚力生成与赓续发展有着深刻的现实

意义。

其一，炎黄祭祀中蕴含的家国一体观念，是

中华民族凝聚力赓续发展的伦理根基。在多元

化发展的当今时代，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炎

黄祭祀文化传承着超越时空的民族情感，以孝

文化为根基构筑起家国一体的集体观念，在延

伸出强烈民族同根性的同时，还通过同一根脉

的文化认同将炎黄印记厚植于海内外同胞的内

心，不断强化着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其二，炎黄祭祀中蕴含的以德为内核的中

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力赓续发展的重要支

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涵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炎黄祭祀文化作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祖根文化、源头文化，是中华文

化的基因所在。早在炎帝时期，就讲究修德，形

成了奉献精神。炎帝十分注重为族人服务，为

解决食物短缺和百姓受病痛折磨等问题，他历

经千辛万苦，不仅获取了种植谷物的经验，还舍

身遍尝百草，开启了以中草药治病救人的先河。

黄帝时代，中华文明取得奠基性的伟大成就。

据《史记》载，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

抚万民，度四方”，在肇造文明中彰显出中、和、

容、实等人文特性，他设“九德之臣”，以九行教

养百姓，仁爱百姓，以德化民，达到万邦协和的

境界，成为万世景仰的“厚德”楷模。经由对炎

黄文化的体悟、传承，古圣先贤在体悟“道”的

基础上，将人之德贯穿于立身处世、齐家治国之

中，不仅构建了以仁爱为价值取向的理论体系，

使之成为传统社会生活准则和人际关系准则的

重要依循，还形成了崇德尚和的基本精神，在各

民族间架起了沟通融合的桥梁，中华各民族在

交流发展中紧紧凝聚在一起，成为一个伟大整

体。炎黄文化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成为贯穿整个中华文化的宝贵精神文化遗产。

其三，炎黄文化中蕴含的天人合一的价值

取向，是中华民族凝聚力赓续发展的动力之源。

在炎黄文化的基础上，古人孕育出“大道之行

也，天下为公”［１１］７６９的理想。这种“天人合一”

的境界是得道的圣人所达到的境界。《周易》

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大人、圣人作为

得道之人，深谙“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

一”的真相，秉持“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价值

观，按照“道”即“一体”的宇宙观来行为。孔子

用一个“仁”字来概括得道之人的品德特征。

王阳明也认为得道之人具有“以天地万物为一

体”的“一体之仁”。在这种“一体”观念的影响

下，中国传统社会中父与子、夫与妇、君与臣、兄

与弟，乃至朋友、国家、民族、宗教之间都是和谐

一体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一

体”才能“和”，因而一体之仁的思维方式有助

于化解冲突、促进和平。这种一元和合的思维

方式是理解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关键。圣人作为

“得道之人”，通达“以天地为一体”的道理，并

顺应天地运行的规律，与天地合德，因而能够按

照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来治理天下，自然能够做

到天下为公，行一体之仁，培养起“协和万邦”

的博大眼光和开阔胸襟，形成世界大同、胸怀天

下的文化传统，对内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对外形成了“协和万邦”的天下局面。炎

黄文化中贯穿“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形成了

中华民族包容和合的天下观，在祭祀传承中成为

助推中华文明经久不衰的深厚动力。

　　四、结语

　　历史与神话之间确实存在着“互渗现

象”［２０］。恰如钱穆先生所言，在“人的神话，神

的人话”之间确有共存与转化［２１］。如果用客

观、严谨、审慎的历史眼光对这些神话传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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剖析，就能发现在神秘外衣之下是早已将人格

与神格融合起来的综合体，炎黄二帝重德为民

的高尚品德早已烙印在人们心中，成为中华民

族的精神标识。在对炎帝、黄帝的追思缅怀之

中，形成了源远绵长的炎黄祭祀文化。炎黄祭

祀深层意义上正是对人文初祖功德的缅怀。这

种共同的始祖认同引发了民族融合的思潮，促

进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状态的形成。在敬仰与

缅怀始祖功德的过程中，人们超越时空的共同

记忆被不断唤起，沉淀为更为强大的文化凝聚

力，潜移默化之中将海内外同胞牢牢凝聚在一

起。炎黄文化作为贯穿其中的血脉基因、文化

基因，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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