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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通
过视频表达对《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出
版的高度肯定。王巍表示，自己和韩
建业在文明起源问题上的观点非常一
致，而这本书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用更
广泛的视野、从文化的认同角度来看
待中华文明的起源，让学界从更广泛
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
过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张海也通
过视频分享了自己的“读书体会”：“韩
老师对早期中国的定义是非常重要的
认识，他没有机械照搬社会发展史的
理论，而是把社会的发展放在中国的
考古材料里来理解，为我们如何理解
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提供了
自己的视角，论证了中国文明的特征

是怎么来的，最能代表中国特色的文
明起源研究的思路。”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
阔致信解读《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认
为，作为长期深耕中原地区考古研究
的学者，韩建业在学科前沿领域提出
了若干创新性观点：文化意义上的早
期中国或早期中国文化圈可追溯至距
今 8000多年前，至约 6000年前基本成
形；这一文化圈以黄河中游为中心，呈
现出“一元”宇宙观与“多支一体”的文
化格局。尤为重要的是，该书对近年
学界提出的“嵩山文化圈”概念进行了
系统论证，揭示了嵩山文化圈在“早期
中国文化圈”，特别是新石器时代文化
格局中的历史定位，为嵩山文明研究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场地自行车联赛第三站揭幕
鲍珊菊领衔
河南新组合夺冠

本报讯（记者 郭韬略）中国场
地自行车联赛第三站的比赛，4月
26日在洛阳体育中心自行车馆拉开
帷幕。在第一个比赛日中，由奥运
冠军鲍珊菊领衔的河南组合在女子
团体竞速赛决赛中战胜江苏队夺
得冠军。这是河南组合在今年的
联赛中获得的第二枚金牌，也是她
们正式组合后在大赛中获得的第
三枚金牌，这样的优异表现让人对
她们在未来全运会上的夺冠前景
非常看好。

东京奥运会，鲍珊菊携手上海
选手钟天使夺得冠军，在当年的第
十四届全运会上两人也夺得了这个
项目的金牌。新的奥运会周期，女
子团体竞速赛由原先的两人两棒，
改为三人三棒。东京奥运会期间的
替补队员，同样来自河南的郭裕芳
进入正选阵容，和鲍珊菊、吉林选手
苑丽颖一起参加了巴黎奥运会。

而随着生于 2006 年的河南小
将骆书艳的迅速崛起，已经拥有鲍
珊菊、郭裕芳两位奥运选手的河南
队在这个项目上完成了最后一块拼
图，组成“豪华阵容”。新的河南组
合首次在大赛上亮相就取得了优异
成绩——今年 2月份在马来西亚举
行的场地自行车亚洲锦标赛上，她
们以46秒990的成绩为中国队夺得
冠军。回到国内，在半个月前的中
国场地自行车联赛首站比赛中，她
们联袂摘得金牌，成绩也提升至 46
秒557。

此次回到洛阳，主场作战的 3
位河南姑娘状态进一步提升，在资
格赛中就跑出了46秒439的成绩高
居第一。随后在第一轮和金牌争夺
战中接连战胜上海队和江苏队，强
势夺冠。

省青少年举重冠军赛落幕
郑州小将一“举”夺5金

本报讯（记者 陈凯 通讯员 李
康）4月27日，记者从郑州市体育运
动学校获悉，近日于郑州奥体中心
落幕的“奔跑吧·少年”2025年河南
省青少年举重冠军赛上，郑州小

“大力士”表现出彩，一“举”拿下 5
金 4 银 5 铜，并获得团体总分第二
名的佳绩以及“体育道德风尚奖”，
取得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的“双
丰收”。

本次比赛由河南省体育局主
办，郑州市体育局、郑州奥林匹克体
育中心承办，设有男、女两大组别，
每个组别分设甲、乙组，设置 40公
斤至+109公斤共计近20个级别，共
有来自郑州、开封、洛阳等 14支代
表队的 202名小选手参赛。郑州市
举重队派出了17名男选手、11名女
选手参加本次比赛。经过 3天激烈
角逐，参赛人数大幅提升的郑州市
举重队在本次比赛中取得佳绩。另
外，郑东新区白沙中学也给予队伍
很大支持，贡献了3枚银牌和1枚铜
牌，以及多个前8名的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郑州小将徐雨
涵在本次比赛中表现较为突出，第
一次参加比赛的她 6次试举全部成
功，总成绩超训练水平10公斤。

共赴追溯中华文明的学术之约
《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新书学术分享会在郑举行

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中国”研究是近年来学术
界讨论最为热烈的议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

业撰写、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文化上的早期中国》
作为研究这一问题的新作，以独特的视角和严
密的逻辑探讨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早期中
国文化圈”独特特质等问题，体现了对中华文
明跌宕但连续的根本原因的深入思考。

4月27日，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
究会、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大象出版社共
同主办《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新书学术分享

会，来自北京、山西、陕西、河南等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的10余位专家齐聚一堂，畅谈该书的学

术价值、文化价值及出版意义。

寻找“何以中国”

说到对“早期中国”的关注，韩建
业回忆起就读博士期间的经历：20世
纪末，芝加哥大学巫鸿教授出版了《中
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
从新石器时代一直讲到秦汉以后，受
到不少西方学者的批判，他们质疑新
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存为何要贴上“中
国”的标签？这次讨论引发了韩建业
对“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的深切关
注，他意识到学者之间尤其是中西学
者之间对早期中国的认识差别很大，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把
史前中国论证清楚”。

书中韩建业讲到，人们大多数时
候所谓“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简称，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国。有时候
所谓“中国”是“中国（中华）文明”“中
国（中华）民族”等语境里的中国，是
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政治上的中国
指囊括现在中国全部或大部疆域在
内的统一国家；文化上的中国则是由
中国全部或大部地域内相似文化组
成的共同体，也可称之为“中国文化
圈”。从历史上来看，政治上的中国
分分合合，而文化上的中国却始终只
有一个且持续稳定发展。

结合考古发掘和文献研究，韩建
业提出，大家所说的“最早中国”，是
秦汉以前中国大部分地区间交融联
系形成的文化共同体或文化圈，又称

“早期中国文化圈”，简称“早期中
国”。“距今 8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
中期——裴李岗时代为起源或萌芽
阶段，距今6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
晚期——庙底沟时代为正式形成阶
段，黄河中游尤其是中原地区在这一
大范围文化整合过程中起到过重要的
引领作用。”韩建业认为，文化上的中国
本质上和“中华文明”这个概念有一定
的同一性，在历史上，“文化上的中国”
是政治上的中国分裂的时候向往统
一、统一的时候维护统一的重要基础。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阎铁成表示，《文化上
的早期中国》作为郑州中华之源与嵩
山文明研究会重大课题“早期中国文
明起源的区域模式研究”的阶段性成
果，反映了韩建业先生对“早期中国”
的探索历程，尤其是中原地区的特殊
地位等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研究，一定
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严文明先生“重
瓣花朵式”格局理论和张光直先生“中
国相互作用圈”理论的继承和发挥。

受严文明先生“重瓣花朵式”格局理
论的影响，韩建业很重视黄河中游尤其
是中原地区的特殊地位，认为“至少在

‘早期中国’的形成这个意义上，新石器
时代中原文化的作用是任何其他地区文
化所不可比拟的；可以说中原文化不但
在其发展的高峰期具有突出的核心地
位，总体上也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在刚刚过去的‘4·23’世界读书
日，韩教授的《中华文明的形成》入选

‘2024年度中国好书’，今年4月光明书
榜《文化上的早期中国》赫然在列。”分
享会上，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编辑董中山认为《文化上的早期中
国》在河南出版也有其独特的现实意
义：河南作为黄河文明发源的核心地
带，是中华文明诞生、延续与传承的关
键区域，河南这片土地保存着完整的
文明发展证据链，为探索中华文明起
源提供了实物依据，也为理解文化延
续性构建了实践场域。

研讨会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研究员曹兵武、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
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考
古系教授赵春青、山西大学考古文博
学院教授王炜林、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华夏文明研究所所长张光辉、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魏兴涛、郑州
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靳松
安、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副教授贺俊等也一致认为，
文化中国的研究对于中华文明起源和
形成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上的
早期中国》围绕中华文明根脉这一核
心议题，为大众深入了解文化中的早
期中国提供了全新视角与丰富洞见。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图

为认识“早期中国”提供广阔视野

继续深化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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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业在分享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