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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皇故里”天水，是中华人文始祖

伏羲的诞生地和伏羲文化的发源地，是

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6

月 21 日（夏至日），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

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甘肃省人

民政府主办的 2024（甲辰）年公祭中华人

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天水市举行。天水

伏羲广场将奏响黄钟大吕，海内外中华

儿女的目光将聚焦天水，共同祭祀中华

人文始祖——太昊伏羲。

2023（癸卯）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天水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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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公祭伏羲大典暨第五届华人国学大典甘肃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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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伏羲足迹
联接精神纽带

参天之树，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

其源。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每个民族

都有自己的文化根源与精神家园。盘古

开天、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神农尝草、夸

父追日、精卫填海等我国古代神话，深刻

反映了先民们勇于追求和实现梦想的执

着精神。其中，女娲补天、伏羲画卦的传

说就发生在天水。以伏羲为代表的始祖

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源之一。

伏羲氏，风姓，居三皇之首，是中国史料

记载中最早的王，为中华民族奠基和中华文

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伏羲是中国古代

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时期

的代表性人物，是一位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

卓越贡献的杰出领袖人物，被华夏民族尊崇

为“人文始祖”。天水当地群众更是尊奉他

为“人宗爷”“人祖爷”。据古籍记载，太昊伏

羲有十四大功绩：画八卦以肇启文明，造书

契以代结绳，结网罟以教民畋渔，养牺牲以

改善饮食，造屋庐以改善居室，制嫁娶以制

定人伦，服皮羽以改进衣著，垦土田以繁滋

谷蔬，取火种以冶金成器，制琴瑟以怡情化

育，制九针以祛除疾病，设九部以分部治理，

创占筮以听微决疑，造甲历以授民农时。伏

羲点燃了文明薪火，中华民族从此告别蒙

昧，开启了文明之旅。

据文献记载，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今

甘肃天水），徙治陈仓（今陕西宝鸡），定

都陈宛丘（今河南淮阳），是中华各民族

共同的人文始祖。伏羲氏

族 在 迁 徙 过 程 中 ，足 迹

遍及甘肃、陕西、河南

等地，汉族、苗族、彝

族、白族等 20 多个

民族都有关于伏

羲 的 传 说 。 随

着 东 迁 和 融

合 ，伏 羲 氏

族 以 蛇 图

腾为躯干，

吸收了其他

部 族 鱼 、马 、

牛 、羊 、鹿 、虎 、

鹰等图腾中的元

素 ，形 成 了 带 有 各

部 族 信 息 的 复 合 精

神图腾——龙。从此，

散布于华夏大地上的多

元 文 明 渐 次 归 于 融 合 统

一，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和“多元一

体”格局就此形成。当今世界，有华人的

地方，每逢春节就会有舞龙舞狮，每个华

人都以“龙的传人”为傲。

公祭人文始祖
凝聚民族力量

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和伏羲文化的天水是伏羲的诞生地和伏羲文化的

发祥地，公祭伏羲的习俗由来已久，世代

传承。据史料记载，早在春秋秦文公十

年（公元前 756 年），就在渭水流域用“太

牢”之礼祭祀伏羲。明朝成化年间修建

了天水伏羲庙，并从成化十九年（公元

1483 年）开始每年在此举行祭祀活动，

逐渐成为全国祭祀伏羲的中心。祭拜活

动一直延续至民国时期。1988 年，天水

市 政 府 正 式 举 办 公 祭 伏 羲 大 典 。 自

2005 年起，公祭伏羲大典由甘肃省人民

政府主办。2006 年，“太昊伏羲祭典”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

2013 年开始，公祭伏羲大典由国务院港

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等机构与甘肃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天

水市人民政府承办。

公祭伏羲大典迄今已成功举办 34

届，是甘肃省保留举办的重要节庆活动和

全省“八个一”文化品牌，相继被评为“中

国最具发展潜力十大节庆”“最具国际影

响力”节庆活动，先后获得“中国十大民俗

类节庆·最具文化传承奖”“中国优秀当代

节事”等荣誉，已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

的重要平台。自 2014 年起，在天水公祭

伏羲大典期间，台湾同时举办海峡两岸共

祭伏羲典礼，至今已连续举办 10届，搭建

起了两岸共祭人文始祖、深化文化交流的

重要平台，增进了海峡两岸同胞血浓于

水、同文同种的民族认同感。

近年来，众多境内外主流媒体对公

祭伏羲大典进行报道。2006 年起，通过

国务院新闻办、省政府新闻办发布会平

台，先后召开公祭伏羲大典新闻发布会

13场次；2012年起，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凤凰卫

视等媒体对公祭伏羲

大典进行现场直播

12 次 。 同 时 ，俄

罗 斯 、法 国 、美

国、日本、马来

西亚等 30 多

个 国 家 的

通 讯 社 、

新闻媒体

走进天水，

全 方 位 采 访

报道公祭伏羲

大 典 盛 况 及 天

水 丰 富 的 历 史 文

化 资 源 ，不 断 推 动

文 化 交 流 互 鉴 。 仅

2023年大典期间，全网

发稿就达 6.5 万余篇、阅

读量 5.67 亿次，滚动播放宣传标语 30 余

万次，发送主题短信 16.58 亿条，海外网

络平台浏览量超过 1 亿次。以伏羲为代

表的始祖文化得到广泛认同，伏羲文化

的精神纽带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为增强

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贡献了积极力量。

今年的公祭伏羲大典以“赓续中华文

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宗旨，以“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为主题，更加突出“主题鲜明、仪式庄重、

参祭广泛、交流深入、活动丰富、服务精

细、氛围浓厚”的特色，并将第十一次与台

湾地区同步举行海峡两岸共祭伏羲典礼。

塑造天水形象
坚定文化自信

远古时代，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在天

水的土地上一画开天、道启鸿蒙，为中华

民族奠基和中华文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

贡献。千百年来，伏羲始祖文化已经成

为中华民族精神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哲学思想、人文精神和价值

观念的源头。伏羲文化蕴涵着穷究天地

的探索精神、敢为人先的创造精神、自强

不 息 的 奋 斗 精 神 、开 放 包 容 的 和 合 精

神。起源自天水的伏羲始祖文化，贯穿

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层面和不同领

域，是中华民族普遍认同的精神标识和

情感纽带，是凝聚全球中华儿女的重要

文化基因。

进入新时代，研究伏羲文化，对于探

寻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中华民族的形成、

更加完整准确地讲述中国古代历史、更

好发挥以史育人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与独特的价值；对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和增强民族凝聚力、聚合全球

华人认同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

推动伏羲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对于塑造天水形象、打造天水品牌、激发

产业动能，在天水乃至甘肃培育新的增

长点、增长极、增长带，具有重要的引领

和拉动作用。

1992 年以来，天水市先后举办伏羲

文化论坛 22 届，累计 1640 多人参加会

议，征集论文 780 余篇。先后成立了天

水市伏羲文化研究中心、中华伏羲文化

促进会、伏羲学院、伏羲文化研究院、天

水市伏羲文化促进会等研究组织，出版

《伏羲文化》《人祖伏羲》《伏羲文化研究》

《伏羲古籍录》等著作 38 部，发表《伏羲

画卦与和谐精神》《伏羲神话传说的文化

价值》等论文 480 余篇，刊发《伏羲文化

研究》专题期刊 39 期，获得各级社科立

项项目 33 项（其中国家级 3 项、省级 24

项），为传承弘扬伏羲文化、推进伏羲始

祖文化传承创新区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

论和智力支持。

今年大典期间，将同期举办以“弘扬

伏 羲 文 化 赓 续 中 华 文 脉 ”为 主 题 的

2024 年伏羲文化论坛。论坛由中国人

民大学国学院、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会、甘

肃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天水市人民政

府、甘肃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主办，

将邀请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西北师范

大学、中华孔子学会、中国传统文化促进

会等高校和机构的 100 多位专家学者，

以及台湾文化交流团的多位成员参加。

推动传承创新
建设现代文明

作为伏羲的诞生地和伏羲文化的发

源地，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

祥地，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好伏羲始祖文

化，是历史与时代赋予天水的光荣使命。

2013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批复支

持甘肃以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为平

台整体推进文化大省建设。2013 年，省

委、省政府对推进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

建设作出部署，明确建设以始祖文化为

核心的陇东南文化历史区。2023 年全

国两会上，关于建设伏羲始祖文化传承

创新区成为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提

案。按照中央决策部署与省委、省政府

工作安排，天水市制定了打造“伏羲始祖

文化传承创新区”的发展规划，着力深挖

文化根源，讲好伏羲画卦故事，打造独特

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推动以伏羲文化

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切实增强文化旅游产业的品

牌影响力、核心竞争力。

多年来，天水市围绕华夏文明传承

创新区和伏羲始祖文化传承创新区建

设，不断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伏羲庙

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圪

垯川遗址入选 2021 年“考古中国”重大

项目，“太昊伏羲祭典”被列入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秦安女娲

祭典”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围绕 1 家 5A 级

景区、7 家 4A 级景区、18 家 3A 级景区，

打造羲皇故里寻根祭祖游等 7 条特色线

路满足不同游客需求。围绕伏羲文化题

材，创作开发 800 余种文创产品和旅游

商品，注册 113 个伏羲文化相关商标、16

项相关专利。先后创作推出《天河热土》

《说伏羲》《天水千古秀》《梦回大地湾》

《伏羲颂》《祖脉天水》《伏羲创世》等一大

批优秀作品。全市文艺家共获得国家级

文艺创作奖项 192 个、省级重点文艺创

作奖项 296 个。伏羲文化已成为甘肃省

独具特色的重要文化品牌，为促进文化

和旅游深度融合发挥了重要作用。

迈上新征程，天水市广大干部群众

将坚定不移增强文化自信，进一步打造

伏羲始祖文化品牌，推动以伏羲文化为

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作出新的贡献。

大型室内情境体验剧《天水千古秀》在天水上演。

伏羲庙伏羲庙。。

卦台山卦台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