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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公祠参拜，这
是对姓氏文化的
一种传承，提高
个人对中华文化
的认同感。”

中 华 文 化 促
进会崔氏历史文
化研究会名誉会
长崔保国已经连
续13年参加祭姜
大 典 。 他 介 绍
说，因疫情等原
因，今年美国、
韩国等国家的崔
氏 后 人 无 法 到
临淄祭拜先祖，
研究会组织了山
东、山西、云南
等省份的20多位
代表回来寻根问

祖。“姜太公是
齐 文 化 的 奠 基
人。作为后人，
我们理应肩负起
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的责任。我也
经常教导我的孩
子，要把老祖宗
留下的宝贵思想
和 智 慧 传 承 下
去。”

姜 太 公 ， 又
名 姜 尚 ， 字 子
牙，是中国古代
著名的政治家、
军事家。史料记
载，姜子牙受封
于 齐 ( 定 都 为 现
今 的 山 东 临 淄 )
。

据 考 证 ， 当
今遍布世界各地
的 1 0 0 多 个 姓 氏
都是由姜姓繁衍
而来，包括姜、
吕 、 丘 ( 邱 ) 、
高、崔等单姓和
淳于、东郭等复
姓。

当 天 ， 秉
承“泱泱齐风”
主 题 的 第 十 七
届 齐 文 化 节 暨
2020“齐文化与
稷 下 学 高 峰 论
坛 ” 在 淄 博 开
幕。

“ 齐 文 化 为
淄博这座城市留
下了厚重悠长的

历史文脉，铸就
了改革、创新、
开放、务实、包
容和尊贤尚功的
基因特质。”中
共淄博市委书记
江敦涛在致辞中
表示，该市将深
入挖掘阐释齐文
化，努力让其“
新”起来，与国
内 一 流 高 校 合
作 ， 进 一 步 做
强齐文化研究机
构，同时突出文
旅融合发展，用
好齐文化传承创
新示范区建设机
遇，策划实施一
批文化产业和文

旅融合发展重大
项目，更好地释
放齐文化的文化
价值、社会价值
和经济价值。

除 祭 姜 大
典、开幕式外，
本届齐文化节还
策划了第十届书
画艺术品博览月
暨收藏艺术节、
第十一届齐文化
博览会暨民间收
藏 展 等 活 动 ，
采 取 “ 线 上 + 线
下”模式，进一
步扩大齐文化节
的参与度、影响
力。(完)

第17届齐文化节开幕 
姜太公后裔宗亲赴齐国故都祭祖(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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