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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文化与历史记忆】

“根在中原”的结构过程∗

尹 全 海

摘　 要：全球华人根在中原，是中原历史文化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果。 在历史

人类学背景下，“根在中原”诸结构要素，如中华姓氏根在中原、黄帝故里故都在新郑、全球客家始迁地在河洛、闽台

同胞祖根地在固始，以及中原根亲文化概念之生成，系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认识中原历史文化当代价值的出发

点。 具体考察和关注的是人们如何通过人造物像、群体仪式和学术研究等有目的的活动传递历史记忆；随着“根在

中原”诸结构要素的再现、传播、认同与强化，最终形成全球华人集体记忆中的排他性表达及中原地区对外开放的

优势资源。 “根在中原”的结构过程及其对中原地区开放进程产生的影响，或可概括为内陆地区以时间换空间的对

外开放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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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改革开放史，已成为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历

史单元。 当我们满怀喜悦地总结改革开放成就与经

验时，总是把注意力投放到改革开放前沿、沿海地

区，这固然不错，但不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全部。
比如，改革开放之初，先是沿海大开放，然后是西部

大开发、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振兴；中原地区在一度面

临被边缘化的压力下，依然能够把全球华人“根在

中原”作为对外开放的优势资源，深度挖掘中原历

史文化蕴含的当代价值，积极探索内陆地区对外开

放战略及其取得的成就，就很值得总结与研究。 本

文运用历史人类学研究方法，把“根在中原”诸结构

要素①，如中华姓氏根在中原、黄帝故里故都在新

郑、全球客家始迁地在河洛、闽台同胞祖根地在固始

的结构过程②以及中原根亲文化概念之生成作为研

究对象，通过文献梳理及实地调查社会各界对中原

历史文化当代价值的发现、诠释与建构等文化再造

活动，再现中原地区以时间换空间的对外开放战略。

一、中华姓氏之根

中华姓氏根在中原，在“根在中原”诸结构性要

素中居于核心地位，也是黄帝故里故都在新郑、全球

客家始迁于河洛和闽台同胞祖根地在固始三个结构

要素的结构动力。 而中华姓氏根在中原，又由万姓

同根、根在淮阳，姓氏始祖黄帝后裔遍中原两个次级

结构性要素构成。
“三皇之首”太昊伏羲氏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

县），开创中华姓氏之功，作为历史见证被人们赋予

当代意义始于 ２０ 世纪末。 如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淮阳太

昊陵被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③相

传淮阳民间自春秋时期便于每年农历二月二至三月

三，举行祭拜人祖爷伏羲的太昊陵庙会。 其中，于农

历二月十五为“人祖爷生日”而举行的太昊伏羲祭

典，２００４ 年 ５ 月被文化部、财政部列为“中国民族民

间文化保护工程”第二批试点名单。④ 以此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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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与中华姓氏文化研讨会”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 日

在周口召开，“中华一脉，源自伏羲，万姓同根，根在

淮阳”成为本次研讨会的共识。 新华社以“专家揭

开千年谜底：中华姓氏源于淮阳”为题，向国内外发

通稿报道会议成果。⑤周口市人民政府于 １０ 月 １７
日举办以“万姓同根”为主题的首届“中华姓氏文化

节”。 来自世界 １４ 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界人士，在为

期 ３ 天的文化节期间，先后举行全球华人公祭太昊

伏羲大典、中华姓氏文化论坛、中华姓氏族谱展等系

列活动。 ２００６ 年，淮阳太昊伏羲祭典列入第一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⑥意味着太昊陵庙会从

传统民间庙会上升到国家祭典。 同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第二届“中华姓氏文化节”开幕，全球华人公祭太昊

伏羲大典、世界陈氏恳亲联谊会等活动异彩纷呈。
至此，“一年一祭，两年一节”在淮阳成为定制。 其

中“中华姓氏文化节”，与固始“中原根亲文化节”、
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成为中原地区最具影响

力的根亲文化品牌和最有代表性的群体仪式活动。
针对海外华人中原寻根及姓氏研究中存在的姓

氏祖地之争⑦，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河南省姓氏祖地与名

人里籍研究认定中心在淮阳召开“河南淮阳为中华

姓氏起源地研讨论证会”，专家一致认为，淮阳是太

昊伏羲氏建都地；伏羲在这里正姓氏，制嫁娶，开创

中华姓氏；⑧伏羲风姓，为中华第一个姓，也是中华

姓氏的源头，因此，河南省淮阳县应是中华姓氏起源

地。⑨２０１２ 年，淮阳在首届“全球根亲（客家）文化盛

世颁奖大典”上荣获全球华人最向往的十大根亲文

化圣地；⑩淮阳太昊陵被河南省重点打造为“中原根

亲文化品牌”和“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建设工程”
之“人文始祖拜谒地”，等等。 “万姓同根，根在淮

阳”由是得到广泛传播与强化。
“五帝之首”黄帝轩辕氏“受国有熊，居轩辕之

丘”；“五帝”之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

唐氏、帝舜有虞氏皆黄帝后裔，或出生于河南，或主

要活动于河南，或归葬于河南境内，子孙后裔遍中

原。据《世本八种·秦嘉谟辑补本》记载资料统

计，黄帝 ２５ 子，１２ 姓，发展为 １０１ 个地方属国，衍生

出 ５１０ 个氏，其祖根地大都在今日河南境内。

当代中原学人对黄帝族属姓氏起源地的整体性

研究，始于谢钧祥的《源于河南的千家姓》。 该书详

细考证了 １０６ 个源于河南的常用姓氏源流，其中起

源于今日河南而又属当今中国大姓者 ７３ 姓；多源姓

氏有一源出自今日河南者 ８ 姓；虽不源于河南，但在

河南形成望族且为当今中国一百大姓者 ７ 姓。谢

钧祥根据《中华姓氏大辞典》所列有明确姓氏来源

的 ４８２０ 个姓氏，按人口多少排列的前 １２０ 大姓，进
行追根溯源后发现：在血缘关系上，它们分别属于黄

帝族、炎帝族、东夷族三个族系，黄帝、炎帝、太昊与

少昊四个祖先。 其中，属于黄帝族者 ８６ 姓，属于炎

帝族者 ６ 姓，属于东夷族者 ８ 姓，另有兼属黄帝族与

炎帝族者 １１ 姓，兼属黄帝族与东夷族者 ９ 姓。 初步

确认伏羲风姓、炎帝姜姓和黄帝姬姓为中华姓氏起

源的三大系统，而且黄帝族系在其中占主体地位。
在地缘关系上，几乎全部源自河南的姓氏有 ５２ 个，
部分源头在河南的姓氏有 ４５ 个，两项合计，起源于

河南的姓氏共 ９７ 个，占 １２０ 姓氏的 ８０％以上。值

得关注的是，谢钧祥从血缘、地缘两个方向追溯中华

姓氏源流，既符合司马迁《史记·列传》以“姓”和

“郡望”为主线进行人物描述的叙事模式，也与罗泌

《路史》概括的“司马迁作《史记》首于黄帝，以为后

世氏姓无不出于黄帝者”的结论相一致。

至 ２００９ 年，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组织全省学者共

同完成的《中华姓氏河南寻根》进一步确认，当今依

人口数量多少排列的 ３００ 大姓中，有 １７１ 个姓氏的

源头或部分源头在河南，有 ９８ 个姓氏的郡望地在河

南。 排名前 １００ 的大姓中，有 ７８ 个姓氏的源头或部

分源头在河南，另有 ２０ 个姓氏与河南有密切关

系。“河南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重要发祥地，是
中国姓氏祖根地”之说即源于此。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９
日，在新郑举行的“黄帝与中华姓氏”学术研讨会

上，姓氏学者对黄帝与中华姓氏起源、黄帝在中华姓

氏谱上的崇高地位等进行总结与确认，从根本上回

答了全球华人何以皆称炎黄子孙、中华姓氏何以根

在中原。

二、黄帝故里故都

河南新郑，自古就有“三月三，拜轩辕”传统民

俗，而新郑作为黄帝故里，始见于西晋皇甫谧《帝王

世纪》：“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南朝刘

宋裴骃作《史记集解》时，始引用皇甫谧之说，并于

北宋进入《史记》文本。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炎黄

热再度兴起时， “皇甫谧之说” 陡然升温。 比如，
１９９０ 年新郑市文物工作者乔志敏依据意外发现的

清乾隆二十年刻《重修祖师庙碑》所记：“古传，郑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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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轩辕氏旧墟，行在北有轩辕丘遗址，乃当年故

址。”综合历代文献记载，整理出版《黄帝故里》，认
为古今文献所记“轩辕之丘”、黄帝的诞生地，就是

今河南新郑。１９９１ 年 ９ 月 １６ 日，“轩辕故里文化

研讨会”在新郑举行。 会议期间，学者们实地考察

了新郑及其周边黄帝活动遗址，如“黄帝饮马泉”
“黄帝故里祠” “南崖轩辕宫” “嫘祖洞”等，结合当

地民间传说，确定新郑系黄帝族的活动范围。 与会

学者还认真研究了“黄帝出生、建都有熊的历史人

文契机”，并初步达成共识。依据“轩辕故里文化

研讨会” 达成的“学术共识”，新郑市政府决定于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 １２ 日至 ４ 月 １５ 日举办“首届中国新郑

炎黄文化旅游节”。 期间，４ 月 ５ 日（农历三月三）在
具茨山举行拜祖活动。 自此，新郑每年农历三月三

在具茨山举行拜祖活动，重拾“三月三，拜轩辕”传

统民俗，实现了传统习俗在当代的接续。 一方面，以
群体仪式活动复活炎黄子孙对黄帝故里的历史记

忆，更重要的是具茨山拜祖活动，成功地把传统民俗

与当下经济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
１９９２ 年 １０ 月 ６ 日，“炎黄文化与中原文明”学

术讨论会再次在新郑举行。 其中“关于轩辕黄帝故

里的认同”问题，与会学者从新郑地区考古发现的

黄帝时代文物遗存、流传至今的黄帝神话等，印证

“黄帝生于轩辕之丘，都有熊，其地望在新郑县的记

载是可信的”。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周谷城会长

还向大会发来贺信，称“在新郑召开以‘炎黄文化与

中原文明’为题的学术讨论会，题目出得好，会址选

得好”，“炎黄文化与中原文明”学术讨论会的成

功举办，使新郑从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清刻《重
修祖师庙碑》等文献中的“轩辕黄帝故里”，确认为

现实中的黄帝故里。 因此，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中
国古都学会第十五届年会暨新郑古都与中原文明”
学术研讨会在新郑召开时，中国古都学会会长史念

海与 １２０ 多位专家学者，专程到新郑“轩辕故里”拜
祭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并题词 “中华第一古

都”。 许顺湛从历史文献记载、黄帝活动遗迹、民间

传说故事及历代碑刻诗文等方面，论证了以新郑为

中心的中原地区应是黄帝族的“起源地、发迹地、建
都地”。 刘文学认为，既然中华五千年文明是从黄

帝开始的，轩辕黄帝在新郑所建之都“应该是中国

最古老的都城、中华第一古都”。加上河南民间文

学集成《轩辕故里的传说》此时已出版发行，关于黄

帝出生、在风后岭集贤访能、在具茨山屯兵演战的传

说，大大强化了新郑作为黄帝的出生地（故里）、建
都地（故都）的社会认同度，形成“黄帝出生、发迹、
建都新郑”的完整叙述。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９ 年农历三月三在具茨山举行登

山拜祖活动，一直是“中国新郑炎黄文化旅游节”的
重要议程。 至 ２０００ 年第七届“中国新郑炎黄文化旅

游节”期间，首次在具茨山轩辕庙前举行“拜祖大

典”，并以此取代具茨山登山拜祖，成为“中国新郑

炎黄文化旅游节”的固定议程。 ２００５ 年“中国新郑

炎黄文化旅游节”升格为郑州市政府主办后，“黄帝

故里学术研讨会”和“拜祖大典”同时举行，突出寻

根拜祖之主题，吸引一批又一批炎黄子孙到黄帝故

里寻根拜祖。受此启发，河南省委省政府决定将始

于 １９９２ 年举办的“炎黄文化与中原文明（古都）”学
术研讨会成果，与始于 ２０００ 年举办“中国新郑炎黄

文化旅游节”期间举行的“拜祖大典”进行整合，于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３１ 日（农历三月三）在新郑举办“丙戌

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主打黄帝文化；通过举办

“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使新郑黄帝故里文化资源活

起来，有声、有形、有吸引力。自此，新郑以“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接续自古流传的“三月三，拜轩辕”习
俗，借助群体仪式活动，实现了“黄帝故里”历史记

忆的活化和仪式化。 同年，新郑轩辕庙被公布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得到国家认同。
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作为全球华人认祖

归宗的盛大庆典，既强化了中华儿女的亲和力、向心

力和凝聚力，亦利于炎黄子孙认祖归宗、同心同德，
促进祖国和平统一。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新郑“黄帝故里

拜祖大典”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扩展项目。河南新郑“三月三拜轩辕”与陕西黄陵

“清明节祭黄陵”同为国家祭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４
日，“壬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新郑隆重举行之

同时，“首届全球根亲（客家）文化盛事颁奖大典”在
郑州开幕，“黄帝故里拜祖大典”荣获全球最具影响

力的十大根亲文化盛事，新郑亦荣获全球华人最向

往的十大根亲文化圣地。同年 １１ 月，国务院正式

批复《中原经济区规划（２０１２—２０２０）》，新郑黄帝故

里被河南省重点打造为“中原根亲文化品牌”和“全
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之“人文始祖拜谒地”。 在新

郑连续举办十届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期间，台湾同胞

络绎不绝前往寻根拜祖，连战、吴伯雄、郁慕明、宋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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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等台湾知名人士先后参加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发
挥了“文化纽带、反独促统、增进和谐”的巨大作用，
被国台办命名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欢迎台湾同胞

拜谒中华人文始祖，追忆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

三、全球客家始迁地

在河洛文化研究中，“根在河洛”之根，曾被解

释为华夏文明之源、炎黄子孙之根等，河洛成为“客
家先民首次南迁圣地”，则是对“根在河洛”多元意

涵的选择性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河洛文化研究的最初主题是

“根在河洛”，而“根在河洛”之根，蕴含有多元指向。
如 １９８９ 年 ９ 月 １４ 日，洛阳举办的“河洛文化学术研

讨会”上，与会学者或从“五都会洛”得出中国文明

渊源于河洛，或从中国历史上四次民族大迁徙中得

出“炎黄子孙，根在河洛”，也有从不同学科论证“河
洛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源头地位”。 １９９１ 年 ８
月 １４ 日，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举办的“河洛文明

学术研讨会”，同样围绕着河洛文明的起源、演变及

其与周围其他地域文化的关系展开讨论，重点强调

的是“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河洛文明是华

夏文明的核心”。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在巩义举办

的“中华炎黄文化与河洛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聚
焦的也是“河洛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源头、炎黄子孙

之根”，陈思远还为会议亲题 “炎黄子孙，根在河

洛”。总之，改革开放之初的河洛文化研究，“根在

河洛”之根，意指华夏文明之源、炎黄子孙之根以及

中华文化源头等。
１９９４ 年 ３ 月，朱绍侯在《文史知识》“河洛文化

专号”发表《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一文，通过

界定河洛文化的核心概念，为 ２１ 世纪初河洛文化研

究转向“全球客家，根在河洛”提供了概念工具和研

究导向。 如河洛区域范围，系指“以洛阳为中心，西
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颍，北跨黄河

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 河洛文化圈，则“超越

河洛区域范围，涵盖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区”。 台湾

人对由福建迁居台湾，而其祖籍在河南的人称为

“河洛人”或“河洛郎”，因此，“河洛人，是由台湾传

回来的称谓”。 朱绍侯在文章中还指出，由于河洛

区域在历史上所处的特殊地位，在每一次北方人南

迁的潮流中，都占绝大多数，并成为客家人的重要组

成部分，“客家人根在河洛”之说，即源于此。朱绍

侯对河洛文化核心概念的解释，特别是“河洛文化

圈”概念的提出，唐代陈元光父子入闽、王审知兄弟

建立闽国等重要移民事件，与永嘉乱后“八姓入闽”
一并纳入“中原河洛先民南迁”的研究范围。 “客
家、福佬同源，祖述河洛”之说，客观上拓展了中原

河洛先民南迁的叙述范围和研究对象。

当然，河洛文化研究在 ２１ 世纪初全面转向“全
球客家，根在河洛”，系由其所蕴含的现实意义决定

的。 先是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河南省文化厅组织的“中原

文化台湾行”期间，在台北举办的“河洛文化研讨

会”开幕式上，全国台联副会长苏民生指出：“近年

来，说‘河洛话’、自称‘河洛郎’的台湾同胞，不畏艰

辛，从岛内或海外到河南寻根祭祖，充分说明河洛文

化的厚重及对台湾文化的深刻影响。”次年 １０ 月，
罗豪才在郑州、洛阳考察河洛文化之后，提出“要深

入研究河洛文化，特别是研究河洛先民的历史播迁

情况，对反对 ‘台独’、 推进祖国统一的现实意

义”。 这些指导意见促使学术界在“根在河洛”的
多重意涵中选择了“全球客家，根在河洛”。 因此，
２１ 世纪初举办的第四届至第八届“河洛文化国际研

讨会”主题均集中在“全球客家，根在河洛”。 如第

四届重点讨论的是河洛文化的传承与影响，“河洛

文化与客家人”等议题。 第七届即选择了最具河洛

文化特点且符合当前形势的“河洛文化与闽台文

化”为主题，展开具体而微观的研究。

２００４ 年“河洛文化的内涵、传承与影响研究”获
准立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后，“全球

客家，根在河洛”的建构活动，由单纯的举办学术会

议，进入以人造物像传递历史记忆阶段。 标志性事

件是第六届、第七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期间，
“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出发地”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

南省偃师市举行。 与会专家认为客家先民首次大规

模南迁始于“永嘉之乱”，汉魏洛阳故城是这一南迁

活动的考古坐标，客家先民首次南迁纪念地标志性

景观遗存多集中在偃师市，如被称为“望京门”的北

魏宫城阊阖门，以及礼仪文化建筑遗址太学、辟雍、
明堂、灵台等。研讨会上，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

会授予偃师市“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地”纪念性称号，
全球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向偃师市赠送“客家先民

首次南迁圣地”牌匾。 世界客属文教基金会名誉会

长吴伯雄、世界客属总商会主席李金松等发来贺电，
祝贺河南偃师市为全球客家首次南迁圣地。“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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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根在河洛”之根，由此呈现为可视、可见的人造景

观物象及标识性符号。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７ 日，“中原客家先民首次南迁出

发地纪念碑”奠基仪式在河南省偃师市举行，全球

客家崇正会联合总会总执行长黄石华及来自世界各

地的客家代表 ３００ 余人参加了落成典礼。同年 １０
月，“世界客家播迁路活动”随即拉开帷幕。 其中第

一阶段称之为“中原圣地行”，从淮阳出发，跨越赣、
闽、粤、港、澳等 ２０ 多个省（市）和台湾。 第四阶段

为“全球客家行”，从洛阳出发，经由凭祥涵盖五大

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展现客家播迁历程，勾画回家

之路。 历时两年的世界客家播迁路活动，在实践层

面上强化了“全球客家，根在河洛”的集体记忆。

四、闽台同胞祖根地

中原姓氏南迁入闽，始于西晋永嘉乱后的“八
姓入闽”。 此后大规模入闽者，有唐初光州固始人

陈元光父子和唐末光州固始人王审知兄弟。 由于陈

元光、王审知都是光州固始人，故五代十国之后，福
建即有“闽人称祖者，皆曰自光州固始来”之说。 尽

管也有人认为“闽祖光州固始”存在“伪托”和“冒
籍”的成分。但一千多年来，“光州固始”作为福建

人的祖先记忆符号一直保存至今。
“闽祖光州固始”的当代记忆，始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黑人寻根热吹到台湾，唤醒台湾同胞对中原祖

地的集体记忆，从而引发台湾民间社会的族谱编纂

及寻根活动。 如 １９７１ 年彭桂芳出版的《台湾姓氏之

研究》一书，详细说明考证台湾主要姓氏源流之目

的，“一方面使得本省同胞能够了解自身与大陆的

渊源，另一方面希望能够提高民间姓氏谱系之研究

兴趣”。 １９７４ 年彭桂芳在《五百年前是一家》中发

出“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呼声。 １９７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青年战士报》连载彭桂芳《唐山过台湾的故事》，
号召大家从台湾人的姓氏、名字排行，台湾的方言、
民间风俗，以及姓氏堂号、郡望等开展寻根活动，在
台湾社会产生极大反响，推动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台

湾老兵的返乡热潮。
台湾同胞发出“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呼声后，首

先引起福建学者的回应。 先是 １９８１ 年春，厦门大学

黄典诚在河南固始的闽方言调查中发现，固始方言

中保存有大量中原古音。 他判断“福建方言是从河

南带去的”，并据此判断“台湾同胞寻根的起点是闽

南，终点无疑是河南”。几乎就在同时，在豫工作的

闽籍学者欧潭生，有感于台湾《青年战士报》连载

《唐山过台湾的故事》，开始寻找闽南人“五百年前

的唐山”在哪里。 经赴泉州、厦门实地考察后，于
１９８２ 年初写出调查报告《一千年前是一家：台闽豫

祖根渊源初探》，在“纷纭繁杂的历史现象中、古朴

独特的方言土语里、似曾相见的地名风俗中”发现，
“台湾同胞祖根地，五百年前在闽南，一千三百年前

在固始”。 欧潭生的调查报告在《中国史研究动

态》《台声》《文汇报》相继转载，在海峡两岸产生强

烈反响。

为回应台湾、福建同胞的中原寻根活动，特别是

受 ２００７ 年福州举办“海峡百姓论坛”的启发，河南

固始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隆重举行“固始与闽台渊

源关系研讨会”。 来自海峡两岸宗亲会、学术界等，
共 ３００ 余人出席大会。 研讨会主办方固始县负责人

在“欢迎词”中首次把固始定位为“唐人故里·闽台

祖地”。 通过与会学者研讨、交流，在以下三个方面

达成共识：第一，在闽台地区被奉为神灵人物的陈

政、陈元光父子，王潮、王审知兄弟，均来自河南固

始，他们对闽台地区的开发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闽

台同胞心目中的保护神。 第二，从固始迁往闽台地

区的中原士民，不仅带去了中原地区成熟的生产技

术、先进的工具和武器等物质文化，更带去了丰富多

彩的中原礼俗、信仰、官制、典籍等精神文化。 第三，
“台湾同胞祖根地五百年前在闽南、一千三百年前

在固始”，源自一千多年来闽人祖先记忆中的“光州

固始”。“闽祖光州固始”之固始，由此成为当代闽

台同胞的寻根谒祖之地。 以“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

研讨会”研究成果为基础，又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在固始举行首届“唐人故里·闽台祖地中国固始根

亲文化节”，至 ２０１６ 年，在河南固始共举办八届“中
原（固始）根亲文化节”。

固始通过举办一年一度“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

研讨会”及豫闽台两岸三地姓氏源流研究会，为固

始作为闽台同胞的祖根地提供坚实的历史依据和学

术共识。 通过举办一年一度的“中原根亲文化节”
及豫闽台两岸三地姓氏宗亲联谊活动，唤醒闽台同

胞对“光州固始”的祖根记忆。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固
始被河南省台办授予“河南省对台交流基地”称号，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闽台祖地———中国固始》三集电视纪

录片，在中央电视台第 ９ 套连续播出。 其间，中央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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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台、《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先后以“固始举办根

亲文化节”“根亲文化节增进两岸血脉亲情”为题，
报道固始根亲文化节盛况。 福建媒体亦有“闽台祖

地固始行”等消息报道。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河南固始根

亲博物馆”被公布为第四批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全

球华人最向往的十大根亲文化圣地，台湾同胞为了

梦中的原乡，络绎不绝前往固始祖地寻根拜祖。

五、中原根亲文化概念之生成

中原根亲文化，既是中华文化“尊祖敬宗” “慎
终追远”传统的当代转化，也是“根在中原”诸结构

性要素的固化与升华。 中原根亲文化概念之生成，
源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全球华人的中原寻根活动。 河

南固始成为台湾同胞寻根热点，系因 １９８１ 年 ４ 月

１９ 日黄典诚在《河南日报》发表《寻根母语到中原》
一文中的观点，即“台湾同胞寻根的起点在闽南，终
点无疑在河南”。 黄典诚的文章发表不久，香港中

国旅行社总经理方润华于 １９８２ 年 ３ 月致函河南省

长戴苏理，希望帮助查询方姓的祖根地。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固始县史志办依据固始《金紫方氏宗谱》相关记

载，确认方氏祖根地在固始县方集乡，并得到方润华

先生的认同。

台湾同胞和固始的双向交流，缘于 １９９１ 年 １０
月，固始县五个乡镇发生洪涝灾害期间，曾得到台湾

慈济基金会的捐助；２００１ 年固始高中迁址时，台湾

慈济基金会再捐款 １１００ 万元。 为铭记同胞情谊，固
始高中更名为固始慈济高中，由是拉近了固始与台

湾同胞心灵距离。 自 ２００２ 年始，台湾慈济基金会和

固始慈济高中师生每年都有互访。 特别是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９ 日晚，中央电视台 １０ 套节目播放电视专题片

《在闽台的固始人》，全景呈现从固始走出的开漳圣

王陈元光、闽王王审知的丰功伟绩及其在台湾的影

响，固始作为家乡符号，在台湾各大媒体频繁出现，
“访大陆、走中原、回固始”成为台湾同胞寻根认祖

的圆梦之旅。 台湾《太平洋时报》刊出“固始专版”，
详细介绍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台湾同胞方知他们

族谱所说“先祖来自光州固始”之固始即今河南省

固始县，台湾同胞固始寻根活动由此全面启动。 其

中，台湾电视台资深媒体人徐宗懋应邀到固始专题

采访期间，看到当地文化生活、文明礼仪和风俗习惯

等熟悉场景，深有感慨地说：“两岸本是同根生，寻
祖溯源访亲人。”徐宗懋触景生情、脱口而出的感

慨，似为根亲文化意涵的最初表达。
固始县地方政府和姓氏宗亲，在接待台湾同胞

祖地寻根期间，寻根文化、根文化、根亲文化等概念，
首先出现在固始县政府相关文件及地方性学术活动

中。 如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固始县政府在“固始寻根

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座谈会”上提出，要“创办固始寻

根文化节，打响固始寻根品牌”。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在固始举行的“固始与闽台寻根暨固始寻根旅游

资源开发研讨会”上，张新斌认为“光州固始”是历

史上南迁移民浓缩在谱牒中的传承符号，据此提出

“根在固始”及“固始寻根”。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信阳市

台办在《关于出版入岛宣传图书〈固始与闽台〉的报

告》中，首次出现“根亲渊源”一词，取“根脉相连，亲
如一家”之意。 ２００６ 年信阳市对台工作总结中，希
望固始能以《根在信阳》入岛宣传为契机，充分发挥

根亲文化优势，提升根亲文化知名度。 此后，固始县

政府行文，将固始的“根文化”表述为“根亲文化”，
“固始县独特的对台资源”表述为“独特的根亲文化

资源”。 自 ２００２ 年先后出现并交替使用的寻根文

化、根文化、根亲文化三个概念，首先在固始所辖区

域统一为根亲文化。 ２００８ 年初，信阳市“两会”期间

提出“让根亲文化扬名固始”后，信阳所辖区域也统

一为根亲文化。
为具体落实信阳市“两会”期间提出的“让根亲

文化扬名固始”发展理念，２００８ 年 ６ 月，固始县宣布

成立根亲文化研究会，负责筹备“固始与闽台渊源

关系研讨会”。 由于“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学术研

讨会”和“中国固始根亲文化节”的成功举办，起到

了宣传河南、推介信阳、展示固始的作用，在海内外

产生积极影响，得到河南省委省政府的重视。 省委

书记卢展工提出：“固始的根亲文化不仅属于固始，
还应属于河南省。”“要打好根亲文化的河南牌。”

“中国固始根亲文化节”由此提升为“中原根亲文化

节”，根亲文化，亦被中原根亲文化所取代，成为河

南的文化品牌。
中原根亲文化概念之生成，经历了寻根文化、根

文化、根亲文化三个概念，从先后出现，到并行使用

或交替使用，最终统一为根亲文化。 其中，１９８７ 年

至 ２００２ 年，固始县地方政府和姓氏宗亲在接待或面

对台湾同胞祖地寻根时，首先考虑的是根在哪里，既
然是寻根，必定有与之对应的根，于是根及根文化概

念，紧随寻根活动之后而出现。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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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根文化、根文化、根亲文化三个概念同时或交替使

用，表明中原根亲文化概念还处于提炼与选择阶段。
２００８ 年在信阳市辖区统一使用的根亲文化，称之为

狭义的根亲文化，指固始根亲文化。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国

务院出台《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

指导意见》指出，“要充分保护和科学利用全球华人

根亲文化资源优势”，“增强对海内外华人的凝聚

力”，之后在河南省及全国范围内使用的根亲文化

概念，称之为广义根亲文化，即中原根亲文化，含括

“中华姓氏之根” “黄帝故里故都” “全球客家始迁

地”“闽台同胞祖根地”等结构要素，是对“根在中

原”诸结构要素的固化与升华，是一种排他性表达。

六、结语

“根在中原”，系由中华姓氏根在中原、黄帝故

里故都在新郑、全球客家始迁地在河洛、闽台同胞祖

根地在固始四个结构要素结构而成。 其中，中华姓

氏根在中原，是“根在中原”的核心要素，不仅中华

第一姓伏羲风姓源于淮阳、姓氏始祖黄帝子孙遍布

中原，散居世界各地的客家人、河洛郎也始迁于中

原，因此更是黄帝故里故都、全球客家始迁地、闽台

同胞祖根地三个结构要素的结构动力。 新郑从文献

所见的“黄帝故里”到人文始祖黄帝出生、建都之

地，寓意炎黄子孙根在中原。 “河洛”从华夏文明之

源、炎黄子孙之根等多重蕴意，到集中呈现“全球客

家，根在河洛”，意在追记客家先民始迁于中原。 固

始从福建人的祖先记忆符号“光州固始”，到当下闽

台同胞寻根谒祖之地，印证台湾同胞祖根地 １３００ 年

前在中原。 至于中原和根亲文化结合在一起，生成

的“中原根亲文化”，一方面是“根在中原”的固化与

升华，并由此成为全球华人始祖认同的排他性表达，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原根亲文化的传播与认同，中原

文化的根文化特征更加强化和突显，成为中华传统

文化在中原大地的地域性呈现。
历史人类学背景下“根在中原”的结构过程，往

往是民间或学界首先发现中原历史文化蕴含的当代

价值，形成民间酝酿、地方政府鼓励、学界研讨阐释

的结构模式。 淮阳太昊伏羲祭典、新郑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拓展）名录和

全球华人根亲文化圣地之人文始祖拜谒地，新郑黄

帝故里、固始根亲博物馆被国台办授予海峡两岸交

流基地，淮阳县、新郑市、洛阳市、固始县同时荣获全

球华人最向往的十大根亲文化圣地，吸引全球华人

为了心中的梦想，络绎不绝到中原寻根拜祖，诉说对

故乡思念和游子情怀。 全球华人中原寻根及其带来

的经济和社会影响，作为一种文化软实力，客观上转

化为中原地区对外开放的优势资源。
“根在中原”的结构过程，是一种文化再造活

动，表达的是中原人的文化自信。 地处内陆的中原

人在不具备对外开放地缘优势的情况下，从厚重的

中原历史文化中发现了“全球华人根在中原”的当

代价值，并成功转化为对外开放的优势资源，以时间

换空间。 内陆地区以时间换空间的对外开放战略及

其实践，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重要内容，值得认

真总结研究。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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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交流会”上，保护工程领导小

组公布了第二批试点单位名单，淮阳太昊伏羲祭典作为河南传统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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