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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为纪念中国
现 代 考 古 学 诞 生 100 周
年，研究会筹办《百年泰
斗——中国考古家展》，得
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研究会持续出版中华之源
与嵩山文明研究系列专著
以及重大课题成果专著，
宣传推广研究成果。

研究会继续依托天中
讲坛这一既有媒介，促进
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学术
成果传播。天中讲坛与时
俱进，采取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邀请行业优秀
专家，结合学术热点问题，
举办系列讲座活动，进一
步传承和弘扬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反响，影响力进一步
提升。截至 2025年，天中
讲坛分别以“中华文明探
源·古代文明”“中原地区
考古大发现”“读懂中国，
从郑州开始”“中华文明探
源”为主题，共举办37期讲
座活动，将科研成果转化
为社会共享的资源，形成
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发布
传播平台，为传承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重要
贡献。

当前，研究会内部刊
物《嵩山文明研究通讯》已
经成为优秀研究成果的传
播载体，业内人士对研究

会工作有了更为全面和深
刻的认知。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
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
这个文明主根主脉在中
原，而中原的核心是嵩山，
研究清楚嵩山文明的起
源、内涵、特点，对于中华
文明探源具有重要意义。

“多年来，我们得到了全国
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正
是他们的大力支持，我们
的学术研究才有声有色。”
研究会有关负责人表示，
研究会这个平台是开放
式、面向全国的，从课题选
择到资金资助，从课题验
收到成果发布，科学严谨，
形成了完善的保障机制。
2025年是郑州中华之源与
嵩山文明研究会成立15周
年。站在15年积淀的基石
上，研究会将继续秉持初
心，勇担使命，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作
风，聚焦国家战略需求，
强化研究赋能，推动中华
之源与嵩山文明学术研究
在新时代浪潮中勇立潮
头，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贡献更多智慧和力
量，不负学术使命，不负
时代重托！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李居正/文 马健/图

构建学术平台，促进学术研究交流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成果丰硕
5月24日，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以下简称“研究会”）第三届

第一次会员大会在郑州嵩山饭店举办。大会全面总结了研究会第二届理事
会以来的工作：7年来，研究会立足郑州，放眼全国，以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
研究为中心，以课题项目为依托，以各类研讨活动为抓手，搭建为全国学界开
展研究的开放式平台，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挖掘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
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持续推进重大课题研
究，深化中华文明探源。研
究会酝酿启动了第二批、第
三批重大课题，如《东亚现代
人起源——晚更新世中原与
周边地区的研究》《夏文化新
探索——以嵩山地区为核
心》《文明起源模式视角下的
双槐树及相关遗址研究》《中
原考古百年研究》《公元前
4000年到公元前 220年世界

早期古代文明比较研究》《中
国古代天文文物集成》《早期
中国文明起源的区域模式研
究》等，这些课题聚焦学术前
沿，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研究会先后在郑州文物
网、北京大学、郑州大学、河
南大学等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网站发布了第六批、第七
批、第八批嵩山文明研究课
题，涉及考古、历史、哲学、地

质、水利、华夏文明传承、中
原城市历史等领域，吸引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
博物馆、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
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大学、
郑州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等众多科研院所的专
家学者以及热心嵩山文明研
究的社会人士参与和支持，
赢得良好的社会反响。

2023年，研究会启动“嵩
山文明研究工程”重大 课
题。课题紧紧围绕“嵩山文
明是中华文明的主源与核
心”的基本论点，详细阐述

“嵩山文明”的历史演进过

程和规律，对科学认识嵩山
文明在中华文明之源、中国
国家起源及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中的独特地
位和作用有重要意义。目
前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发

表了《嵩山文明——中华文
明的主根主脉》《从嵩山地
区历史文化看中华文明的
突出性》《嵩山文明在中华
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嵩山
文明论》等论文。

启动嵩山文明研究工程，确立环嵩山地区文明核心地位

研究会先后召开多次学
术研讨会，搭建全国重要考
古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的展
示平台、交流平台和传播平
台，提出并解决了很多值得关
注的重点和焦点问题，对于推
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具有
重要意义。会议成果在国内
外各类媒体进行了广泛报道，
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

2019年至 2024年，研究
会先后召开以“五帝时代与
中华文明”“古国时代的中
原”“从古国时代到王国时
代”“中原地区文明演进”“仰

韶文化与黄帝时代”为主题
的年度学术研讨会，深入探
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和演变进
程，凸显嵩山文明在中华文
明起源、形成与发展过程中
的核心地位，传承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为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凝心聚力。目
前研究会年会已经成为具有
特色的学术交流平台。

2019年和2023年召开了
两次“中国考古·郑州论坛”，
搭建了文明探源的交流平
台。2020年召开的双槐树古
国时代都邑遗址考古重大发

现新闻发布会，引起了巨大
社会反响，在国际国内成为
热点。双槐树遗址在中华文
明探源工程的关键时期、关
键地址提供了关键材料，实
证了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
源的源头和核心，黄河文化
是中华文明的根和魂。

2024 年，研究会协办了
新时代古都文化遗产保护论
坛暨中国古都学会2024年年
会，对于推动中国古都研究
学术发展，促进古都的保护、
传承、利用和文化传播具有
重要意义。

依托课题，推进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学术研究

构建学术平台，促进学术研究交流

促进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学术成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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