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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8月 2日至
4 日，由河南省历史学
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联合主办，河南省社会科

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中
国先秦史学会夏禹文化研究中
心、河南大禹文化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共同承办的“河南省历史学会
2016年年会暨大禹文化研讨会”在登

封市禅武大酒店隆重举行。河南省人民
政府原副省长张广智专程看望与会全体

代表。他在致辞中表示，河南史学界要立
足河南实际，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
建设中贡献力量。

会议期间，全体代表到登封大冶镇五
里庙村体验登封 2016大禹文化之乡艺术
节暨祭祀禹王大典，考察了大禹故里祖家
庄、启母阙、嵩福宫。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
所长张新斌在闭幕式上用“百花齐放、一枝
独秀、鲜花怒放、植根沃土、新陈代谢”为本
次年会作了精彩的学术总结'。

弘扬大禹精神 传承大禹文化
登封大禹文化发展之路 打造大禹文化精品城市

大禹的一生和嵩山脚下的
登封关系十分密切，他出生于
嵩山，家居于登封；他治水于嵩
山，建都于登封，登封大禹文化
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脉络清
晰，内涵深刻，经典多元，影响
深远。由河南大禹文化产业开
发有限公司承办的历届大禹文
化研讨会确立了登封是大禹故
里的论证。
登封时报 孙淑霞 文/图

2014年 12月 20日，“大禹故里学术座
谈会”在登封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河南大学、苏州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
考察了登封的大禹文化相关遗迹，围绕大
禹与大禹故里、禹都阳城、大禹与夏史等问
题展开了讨论。

专家一致认为，大禹是中国古代文

明的奠基者之一，对整个黄淮海大平原
的水系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大禹在中
国早期历史上居于特殊的地位，他在长
期的治水活动中创新思路、身先士卒，由
此树立了权威，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
个王朝政权“夏”，并正式建立了国家，开
启了中国文明的新纪元。登封为“大禹
故都、故里”。

2014年，专家一致认为：登封为“大禹故都、故里”

2015年 7月 11日上午，2015中国登
封大禹文化研讨会在一代圣贤大禹故里
河南登封隆重开幕。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原副主任王文超，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
家、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李伯谦，中国先秦史学会会长、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镇豪
等知名专家、学者和嘉宾 100余人出席此
次研讨会。

重启于上世纪 70年代后期的夏文化
研究，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史学界和考古学界的重要研究对
象，至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关于夏王朝建
立者“禹”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就。尽管如此，夏文化及大禹文化的研究，
仍有许多问题值得认真思考和探讨。基于
此，中国先秦史学会、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
会、黄河文化研究会联合主办了此次专题
学术研讨，并在登封设立中国先秦史学会
夏禹文化研究中心，希冀站在高起点上的
夏文化和大禹文化研究能焕发新的容颜，
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再添一
笔亮彩。

参会的专家、学者就以下问题达成了
一致共识：一、大禹是中国杰出的历史人
物，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奠基者。大禹通过
治水树立了权威，继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

王朝政权“夏”，开启了中国文明的新纪
元。二、登封是大禹故都所在地。登封王
城岗遗址为“禹都阳城”所在，经过几十年
扎实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辅以大量的
文献依据，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三、
登封是大禹故里所在地。启母石、东汉遗
存启母阙以及登封祖家庄等地流传至今的
大禹传说、仍然沿用的相关地名，是登封为
大禹故里的鲜活材料。四、把大禹文化研
究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结合起
来，多渠道拓展合作交流与活动空间。大
禹文化作为登封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应
加大宣传，并打造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园
区，努力将大禹文化打造成为登封最亮丽
的文化名片和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示
范工程中最为响亮的品牌，成为登封文化
产业再上新台阶的重要支撑。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夏文化和大禹文化具有特殊地位和重
要作用，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理论
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探讨、总
结大禹文化内涵，目的在于大力传承和弘
扬大禹文化，凝聚和振奋民族精神，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
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此次研讨会是国内学
术界围绕夏文化和大禹文化研究而举办的
高端研讨活动。

2015年，中国登封大禹文化研讨会专家云集

2016年，百花齐放，一枝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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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研讨会现场

祭祀禹王大典 领导指导工作 王青山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