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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吃肉会影响智商？C03 旧事 世博会震荡晚清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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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玉成（原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
温玉成教授是原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温老快人快语，温教授讲要放开眼界，对嵩山文明有

个广阔的判断，要高屋建瓴。有一个实在的问题，文明，重要的是考古学的论证，要依靠考古材料。
他透露自己正在写作《中华文明的反思与中华名族的复兴》，里面基本包括了：
一、独树一帜，传承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他从生长期、成熟期、衰落期，论述中华文明的辉煌成就。
二、中华文明的缺憾。缺乏印度式的宗教热情，未有希腊式的民主制度，未有罗马式的法权传统。
三、对中华文明的两次冲击及中华文明复兴之路。佛教的传入，冲突的核心是忠与孝，近代西方

武装侵略。
中华文明复兴之路，吸收西方科学与民主；打破旧体制，创建新体制，认清形势，排除干扰，像鲁迅

先生一样冷静；像顾准先生一样大彻大悟。

宋豫秦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宋老师是地地道道的郑州人，北大
博士生导师，对嵩山文明的研究，他已有
专著出版，在会场，他深思熟虑，一语道
破要从中原文化特质研究入手。

“新时期以来，中原地区在全国的地
位已有共识。但对中原文化的特质研究
还应深入，要研究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
方面的突出地位和作用。前些年，当有些
地区发现了一些文化遗迹，如洪山文化，
人们开始动摇对中原文明起源的认识，我
们不能因为支流多，就否定主流地位。研
究嵩山文明，中原文化的特质，应是我们
研究会与嵩山文明研究院的主旨。”

周昆叔（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教授）
周昆叔是嵩山文明的资深研究者，近年，多次见到他，正式采访他，还是首次。
他先说了研究嵩山文明的眼界问题，他认为：嵩山文明研究不仅包括嵩山史前时期的文化，也包

含了嵩山的历史文化、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研究。嵩山文明研究的重点是探讨嵩山文明的源流，丰
富嵩山文化的内涵。嵩山文明研究要有大局意识，既要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做贡献，又要为发展郑
州、河南和我国文化产业做贡献，这既是检验嵩山文明研究做得怎样的标尺，也是发展嵩山文明研究
的动力。

采访中，周老特别强调了“三心”。他说：郑州是中原的中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东亚文化的中
心，这“三心”是源于这里有“四力”，即有强大的实力、辐射力、吸纳力和凝聚力，这“四力”寓于嵩山文
化圈之中，这样我们要将嵩山文明的孵化作用、嵩山文明的边缘效应和嵩山文明在中华民族文化中的
核心地位发挥好。嵩山文化圈处在中国十字形古文化传播的交汇点上，嵩山文化圈同处在世界各股
文化带上，这些理念如果把它转化成郑州人民文化的自觉和文化产业腾飞的特有资源，以嵩山文明为
内容的郑州文化产业将成为新时期中原崛起和再现豪放中州的重要动力！

李伯谦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李老师是郑州沟赵人，他说，在家乡竟
有一座 4000多年前的古城，太令人兴奋
了。谈嵩山文明，李老师也从家乡谈起。

他说：回到家乡心情感到特别激动。
根据自己的理解，嵩山文化也好、嵩山文
明也好，它可以说是和我们平常讲的中原
文化、中原文明、河洛文明、河洛文化等，
在意义上有相通之处，如果选一个代表来
讲那就是嵩山。

在访谈中，李老师深刻地分析了“天
下之中”，他说我们常常讲嵩山是天下之
中，这是很早以前就形成的观念，至少在
商代晚期或者追溯到夏代，这个观念就
已经形成了。因为在武王伐纣之后，他
想把都城往东迁的时候，选的就是嵩山
周围，所以称之为天下之中。因此我们
看到在青铜器铭文上第一次出现“中国”
这个词，就是在一件叫做“何尊”的青铜
器上。但是它这个观念绝对不是那个时
候刚产生，在夏代就已经有了，而夏代为
什么会产生这种观念？这个根据就是在
夏代，当时的都城就是在登封王城岗，然
后还有偃师二里头，现在我们还知道有
新密的李家沟。所以说中国这个概念的
形成、天下之中概念的形成至少可以追
溯到夏代，而且可以再早。

严文明（北京大学考古博学院教授）
严文明曾出现在央视《大家》栏目中，讲述他的中华文明“重瓣花朵式”结构：
我们知道，中国的历史在世界历史上来讲是非常特殊的。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悠久，但是在世界

的几大古文明中，只有中国文明是持续不断地发展的，从来没有中断，原因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非
常值得研究。

我二十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中国文明是一种“重瓣花朵式”的结构，什么叫重瓣花朵？就是
这个花有一个花芯，里面有内圈的花瓣，还有外圈的花瓣，不是一个单瓣的花。因为我主要是研究史
前文化，在中国史前文化，特别是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阶段，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文化区。比如说在山东，
有的叫海岱地区，那里有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文化；在江浙地区长江下游有良
渚文化，也是非常强势的文化；在长江中游有屈家岭-石家河文化。

这些文化发展到后来，比如说山东的齐鲁文化，江浙就是吴越文化，湖北一带就是楚文化，还有四
川那边有巴蜀文化，这都是很强势的文化。这些文化为什么以后会形成一个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从民
族上来讲就是华夏民族，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它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就是我们讲的中原地区，而中
原地区的核心就是嵩山。所以现在嵩山文明前面冠了一个中华之源，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

我认为整个中原地区的发展比较平稳，它不是一起一落，这样一个平稳的地方势必会对周围产生
吸引力，这样它就会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核心，也就是中国历史原来经常讲的“逐鹿中原”，谁都想到
中原这里来，掌握了中原就掌握了全国的形势。

郭旃
（世界大遗址保护委员会副主席）

郭旃认为，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
筑群以自己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表现形式
再一次体现了这一过程，嵩山因为历史
上位于中华民族心目之中的天地之中，
而被尊为“中岳”，并且因为圣山崇拜而
演变为天地之中的一个代名词。尽管从
学术角度对历史上的天地之中还会有种
种不同的见解，但是登封天地之中历史
建筑群所体现出的天地之中理念已趋
同，无疑历史最久远、影响最深厚、遗存
最丰富、成就最辉煌。在我们继续对中
华文明之源的追寻和发扬光大的进程
中，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是最具文
化内涵和创造成就的一组杰出例证，它
伴随着中国、中原、中州的脚步一路走
来，影响广布海内外，值得全世界予以关
爱和保护。

张文彬（中华炎黄研究会第一副会长、原国家文物局局长）
走进张老房间，送上我的“老郑州三部曲”——《商都遗梦》、《民俗圣地老坟岗》、《商都老字号》。

请他寄语，他沉思良久，说：其实无论是讲中国的历史、讲中原的历史还是讲河南的历史，都不得不从
嵩山讲起，嵩山及其周围星罗棋布的文化遗址和古城址、历史的传说和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构成了一
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正是从这里开始，将灿烂辉煌的中国文明史向我们徐徐地展开。因此，我要
说以嵩山文明为着眼点，也就等于把住了中原文明的主脉，抓住了中华文明的根本，其意义之重大、影
响之深远，在不久的将来会进一步显现出来。

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多学科顶级专家近日齐聚郑州，参加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
文明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郑州嵩山文明研究院揭牌，这是一历史性聚会，郑州一大幸事。访
谈诸多大家，深得其学养的高深，更见其睿智、机诡、幽默、真实、洒脱，他们对历史的关注
与文化的思考，常有智慧的警言闪烁其间，它让悠久的历史产生凝聚，在这块土地上留下
长存的文化火种。我当时是以嵩山文明研究院顾问的身份对他们进行采访的，在采访中，
我感受到了大家语言的凝重，人文精神关怀，还有，他们的学识与人格的折光缩影。

“百炼钢”化成“绕指柔”
□小李飞脚

在很久很久以前，人与人的沟通靠石头来
完成，当你给他一个凸凹不平的石头时，说明你
的心里很不痛快；当你给对方一个光滑无比的
石头时，说明你的心里非常舒畅。

上周六央视6套《佳片有约》播放了2009年
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入殓师》，本来以为很“午
夜凶铃”，没想到看到半夜却成了“唐山大地
震”——催泪呀。

电影表面上是讲“入殓师”这个职业的，本
质讲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小林大悟的父
亲在其6岁的时候就抛弃了他和他的妈妈，“据
说”是跟人私奔了，在小林的心中他的父亲就是
一个“十足的混蛋”。直到最后，他才知道原来
父亲一直一个人过。在给父亲入殓的时候，父
亲的一只手攥着一种东西到死都不肯松开，使
劲掰开之后一个光润的石子滑落于地，这时小
林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离家前为何给了他那块粗
糙的石头。

这跟《唐山大地震》表面上是讲大地震，其
实是讲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异曲同工。

昨天一同去看《唐山大地震》首映的两个女
子，一个哭得花容失色、眼泡浮肿；一个哭得严
重虚脱。

这就是冯小刚的不对了。
看《入殓师》确实是被剧情所感动，而看《唐

山大地震》却有点像多年前那部更煽情的《妈妈
再爱我一次》，被“小强”和“妈妈”带领着哭。我
细数了一下，《唐山大地震》至少有7处，演员会
带领着观众哭，就像赵本山命令见到毕姥爷的
鸭蛋：“预备，哭！”

哪怕你是“百炼钢”，冯小刚也会把你化成
“绕指柔”。

1.地震来袭，大强为了救老婆李元妮而被
砸死，徐帆仰天长啸：“老天爷，你个王八蛋！”

催泪指数：4颗星
这也正是后来李元妮为何几十年不走下家

的原因所在，“哪个男的能用命去换你？”
2.救援人员让李元妮作出“两个只能救一

个”的抉择时，元妮哭天抢地“两个都得救啊！”
催泪指数：5颗星
冯导说了，这个时候你都不哭，你还是人吗？

此处也为下面32年的“心灵余震”埋下伏笔。
3.方登的养母躺在病床上，艰难地要给方

登做最后的吻别，方登的养父无声地抽泣起来。
催泪指数：3颗星
生死离别，免不了的以泪洗面。亲人永远

都是亲人。
4.方达把刚几个月的儿子放在母亲身边跟

着老婆小河回家过年，小河实在不忍心留下“心
头肉”，与刚会挥手的儿子作别。

催泪指数：2颗星
为让老人过个开心年，年轻人只有委屈一些。
5.汶川发生地震，方登作为志愿者去抗震

救灾，亲眼目睹一个母亲“两个只能活一个”的
艰难选择，困扰她多年的心魔终于祛除。

催泪指数：3颗星
这正是方登为何要回唐山见母亲的最为生

动的解释。她已经从心底原谅了母亲。
6.时隔32年母女终于相认，母亲李元妮跪

向自己的女儿。
催泪指数：5颗星
对话代替对抗，冯小刚依然相信人间的美

好。
7.去陵园祭拜，方登见到了发黄的“崭新”

小学课本，那是母亲年年都帮她领的，母亲一直
当她存在。

催泪指数：5颗星
23秒的沟通消除了32年的屏障，只是方登

的“对不起”说得太多了，有效仿倪萍之嫌。
只靠煽情成就不了伟大经典的作品，相对

于《入殓师》，《唐山大地震》缺少的是克制、内敛
与救赎，编年体的结构也使剧情稍显分散，幸好

“形散神没散”。
最后，按照“以人为本”的大政方针，对即将

走进影院看《唐山大地震》的观众套用一句“股
票投资术语”：观影有风险，流泪需谨慎。

越读越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