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考古课堂上城市考古课堂上，，游客体验制作青铜精油皂游客体验制作青铜精油皂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左丽慧左丽慧 图图

A16
2025年5月20日

星期二

责编：胡田野 编辑：潘登 美编：高磊 校对：亚丽

时代时代 征程征程 伟业伟业新新 新新 新新

在“城市考古体验课堂”品文创咖啡、听千年古乐；把商
文化“穿”在身上、看甲骨文街舞秀，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中品味历史内涵，漆扇、木版年画、非遗表演成为景区的“压
轴好戏”，收获观众热捧……伴随着国际博物馆日和中国旅
游日的相继到来，一系列文旅、文博活动在郑州轮番上演，
通过科技赋能、跨界融合、深度体验等创新举措，探索出传
统文化现代表达的新路径，彰显出郑州市深入践行习近平
文化思想，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扬郑州特色、展郑州风采、树郑州形象的有力举措。
郑州正以“天地之中”定标文明坐标，以“黄帝故里”凝聚民
族情感，以“功夫郑州”激扬时代活力，“天地之中、黄帝故
里、功夫郑州”城市品牌越擦越亮、越叫越响。

以千年商都的厚重为底色，以现代
时尚的创新为笔触，依托“天地之中、黄
帝故里、功夫郑州”文化 IP，郑州持续向
世界展现传统与现代交融的壮丽画卷。

“每个节假日都能听到郑州一线考
古专家的讲座，让我们这些历史爱好者
学到了很多知识，受益匪浅！”5月18日
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一名专程来到郑
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听讲
座的市民表示，多次聆听讲座，他更加
明晰了郑州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
的“辉煌故事”：距今 1万年左右的新密
李家沟遗址，清楚展示了中原地区从

旧石器时代之末向新石器时代发展的
历史进程；距今 8000年前的裴李岗遗
址被誉为“中华农耕文明起源地”，5000
多年前的“河洛古国”更是举国皆知，

“身为郑州人，我为郑州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感到骄傲！”

去年7月，“北京中轴线——中国理
想都城秩序的杰作”等成功入列《世界遗
产名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此次
申遗成功为契机，进一步加强文化和自
然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守护好中
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要持续
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传承、利用工作，使
其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作为中国先民独特的宇宙观和审
美观的生动体现，登封“天地之中”历史
建筑群实证了郑州地区是中华文明的
核心地位。以“天地之中”为基本观念
而汇聚在中岳嵩山地域的礼制、宗教、
科技、教育等建筑群，充分体现了人类
杰出的创造力、营造智慧。“天地之中”

“功夫郑州”也成为郑州城市 IP的重要
核心内容。

历史绵延、文脉清晰，游客可在嵩
山触摸到中原文明发展的全过程。连
续 6年被评为“全国县域旅游竞争力百
强县”的登封，努力让静默的建筑有历
史的回响、文化的瑰宝有今日之弘扬。

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省社科院
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新斌认为，
黄帝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根源文化，黄帝
文化丰富的内涵和价值为“第二个结合”

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与精神动力。
传承保护黄帝文化，守护这“文化

根脉”，郑州优势显著。郑州不仅是华
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黄帝文化的
发源地，不仅保留有大量与黄帝有关的
考古发掘，还有着流传甚广的典故传
说。无论是具茨山上的古旧岩画，还是
与黄帝建都相关的“有熊说”，都显示黄
帝在郑州地区活动之密切。此外，其大
臣岐伯在新密开中医著述之先河，荥阳
青台遗址出土的丝织品也印证着“嫘祖
文化之乡”的悠久传说。

如今，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
进程中，黄帝文化因其深厚的历史底
蕴、广泛的影响力以及对中华民族精神
和价值的根本性塑造，已经成为其中极
为关键的核心标识之一。

“郑州地处黄河中游、天地之中，是
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全国六个大遗址片区之一，也是全国为
数不多的文物分布密集型城市、文物资
源大市。”郑州市文物局负责人表示，全
市文物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的重要论
述、重要批示指示和讲话精神为引领，全
面聚焦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和管理工
作，在考古发掘研究、博物馆活化利用、
精品展览展示等方面亮点纷呈，为促进
郑州文旅文创融合战略落地落实、推动
打造“天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郑州”城
市文化品牌和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作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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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柬埔寨暹粒巴戎寺北
迎来了一群少林武僧，他们从“天地之
中”的嵩山脚下远道而来，带着一身武
艺与满满诚意，向暹粒的吴哥古迹走
去。在此次“当少林遇见吴哥”功夫文
化交流活动中，少林寺的武僧们表演了
集体拳、象形拳、大比武等精彩节目；柬
埔寨的少年们也上演了刚劲有力的斗
狮拳表演。“少林遇见吴哥”，让两地完
成了一次古老文明的对话，也让两大世
界文化遗产——少林寺与吴哥窟完成
了跨越时空的握手。

半年后的10月，“少林遇见吴哥”再
续前缘——在登封举办的第十三届郑州

国际少林武术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武
林高手”齐聚一堂，共赴这场功夫盛宴。
活动期间，少林寺山门外，来自柬埔寨的
武术表演者将高棉拳法演绎得明快灵
动，少林寺的武僧们则用集体拳、地躺
拳、镇山棍等精彩节目，让世界各地来宾
领略中华武术的独特魅力。这场武术表
演，在活动结束后迅速“刷屏”，柬埔寨王
国首相洪玛奈在个人脸书账号发布了活
动视频并指出：“此次活动不仅展示了
柬埔寨传统武术，也为高棉武术在国际
舞台上的推广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力。”

“天下功夫出少林”。当传统武术以
活态传承的创新姿态呈现，游客收获的

不仅是耳目一新的感官震撼，更见证着
本土文化根脉的重焕生机，为历史与今
人对话、为人与城增强情感链接创造更
多可能。当前，郑州正以登封“世界功夫
之都”建设为抓手，推动武术文化全球化
传播。少林寺周边数十所武校常年驻训
数万名学员，其中外籍学员占比达15%；

《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实景演出累计演
出超4000场，观众突破600万人次，成为
文旅部“一带一路”文化贸易重点项目。

郑州正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襟拥
抱世界，广泛吸收借鉴现代文明星河中
的璀璨，满足人民多样化、多层次文化
生活需求。

文武双全创新表达强“自信”

千年商都铺展古今交融画卷

少林功夫名扬天下少林功夫名扬天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秀清王秀清 图图

积极讲好
“中国故事”“郑州故事”

5月 19日，郑州图书馆“天中讲
坛”迎来创办十周年“纪念日”。这个
举办 540 余场、线上线下受众超过
2200万人次的公益讲座，坚持专业性
与大众化并重，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播，成为讲述中国故事、郑州故
事的重要载体——通过多元、开放、共
享的文化服务体系构建，郑州为市民
提供全面的文化滋养，让文化的内涵
和魅力潜入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除此之外，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网
络也在不断完善。目前，郑州评出上
等级乡镇（街道）综合性文化服务中
心180个、建成乡村文化合作社1365
个，组织开展各种活动累计万余场，
受益群众达200万人次。

随着郑州众多公共文化设施的
落成与升级，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
与歌手纷至沓来，在这里找到了属于
他们的璀璨舞台。从郑东CBD标志
性建筑河南艺术中心，到郑西 CCD
新崛起的郑州大剧院与郑州奥体中
心，共同奏响了一曲震撼人心的“郑
州之歌”，为市民带来一场场文化盛
宴，提升了城市的艺术氛围和文化品
位。仅 2024年，郑州就举办 5000人
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 47场，观众约
96万人次，票房收入 10亿元。演艺
经济的大力发展，不仅拉动社会消费
的显著增长，也给旅游演艺项目的创
新运营提供了信心和方向。

“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郑州
的文化不只存在于文献的记载与辉
煌的过去，还活色生香地交融于广大
市民的现实生活之中。”市民丁先生
深有感触地表示，从“地下”到“地
上”，郑州各类“研、学、游、行”沉浸式
体验遍地开花，博物馆精品展览让郑
州历史文化从“遗产”变为“产品”，文
旅文创文化演艺精彩纷呈，“生活在
郑州，让我骄傲和自豪！”

从观星台仰望苍穹的古老智慧，
到黄帝故里跨越时空的血脉相连；从
少林武僧的虎虎拳风，到厚重底蕴的
现代表达——这座文武双全的城市，
既守护着五千年文明根脉，亦谱写着
新时代的华彩乐章，邀世界共鉴“中
国之中”的文明密码，共赴“功夫之
都”的激情之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左丽慧左丽慧 李居正李居正

深入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让让““天地之中天地之中、、黄帝故里黄帝故里、、功夫郑州功夫郑州””
城市品牌越叫越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