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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华文明
起源、国家形成以及文明演进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会早在 15年前就启动了这
方面的工作，可以说是走在了前列，具
有引领性。”5月 24日举行的郑州中华
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第三届第一次
会员大会上，新当选的副会长王星光介
绍了研究会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研究会设立了众多研究课题，主
要围绕中华文明起源，以及中原地区特
别是郑州、嵩山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展
开。参与研究的人员不仅限于河南，还
包括北京大学的学者、中国社科院的专
家，以及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社科
院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形成了跨地域的
研究团队。”王星光表示，一系列研究成
果带动了对夏商周时期郑州地区早期
文明的研究，不仅形成了一些重要成
果，还培养了一批国家级，特别是河南
郑州地区的研究人员。

此外，围绕仰韶文化、郑州商城以及
双槐树遗址等新发现，研究会举办了一
系列学术讨论会。这些会议不仅限于河
南，而是放眼于整个中华文明和中国学
术界，其成果不仅推动了中原文化的研
究，还在中国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和

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早期文明和
国家形成的探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
究会看似是一个地方性团体，但它立足
于河南、面向全国，甚至放眼世界，影响
力却远超地域限制。今天到会的许多
专家学者，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领域乃
至整个历史学界都颇具影响力。”王星
光认为，研究会作为一个开放的学术团
体，无论是研究项目的立项与开展，还
是举办的学术会议，都具有全国性质，

“这对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国家起源和
早期文明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李居正 文/图

5月 24日，郑州中华之源与嵩
山文明研究会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
会在郑州嵩山饭店举办。会议选举
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和新一届领导
班子，为研究会持续推进中华文明
探源与嵩山文明研究注入新动能。
研究会近年来取得了哪些工作成
绩，下一步有什么研究计划？记者
进行了相关采访。

“我们将深入研究中华文明的起
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程，包括探讨中
华文明早期的特征、文化基因以及发
展路径等重要课题，重点研究嵩山文
化和中原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
和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具体来
说，就是要通过考古学和历史学材料，
深入剖析其核心地位、中心地位和关
键地位。”5月 24日举行的郑州中华之
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第三届第一次会
员大会上，新当选的会长、中国人民大
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向记者介绍了
下一步的工作计划。

郑州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
地之一。嵩山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核心，
而中原文化又是黄河中游地区的核心
区域，为人类长期稳定的生存和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在中华文明形
成过程中，嵩山文化和中原文化发挥了
核心且关键的作用，为后来整个中国的
发展奠定了史前基础。”韩建业表示，郑
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特别关
注嵩山地区以及郑州在中华文明研究
中的核心地位，研究会也将继续深入挖
掘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在中华文明的广阔范围内，我们
将深入研究不同区域文明的发展模式
和演进路径，探讨中华文明内在的演进
规律。同时也将聚焦中华文明的特质、
文化基因和发展模式，解答中华文明为
何能够延续数千年至今的深层原因。”
韩建业表示，此外还将开展中华文化
圈、中国文化圈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起源与形成研究，以揭示中华文明长久
统一性的起源与形成过程，“在前两届
工作的基础上，我们期望能够有所创
新，同时保持优良传统，在继承中寻求
发展。通过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
会的工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文
化自信作出重要贡献。”

在保持优良传统中不断创新
——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

“研究会在全国范围内是影响力
最大、工作最扎实的学会之一。”5月
24日，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
会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在郑州嵩山
饭店举办，著名考古学家王巍对研究
会取得的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王巍认为，研究会汇聚了李伯谦
先生等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顶尖专
家，围绕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世
界文明的比较研究、环境变化与文明
演进的关系等全国范围内顶级的课
题由顶尖的专家研究，取得了重要的
研究成果，在推动学术研究方面走在
全国最前列。

“郑州的考古工作这两年备受
外界关注。研究会也是以促进郑州
地区的考古工作为开端和主要方
向。通过实际的考古发现和研究，
我们确立了中原地区或黄河中游地
区作为中华文明主根主脉的地位。”
王巍表示，研究会多年来的课题研
究，不仅推进了相关学术探索，更彰
显了郑州在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的

关键地位。“特别是在双槐树遗址的
考古发现中，在研究会和郑州考古
院的共同推动下，弥补了我们在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前 10年中中原地区
相对缺乏中心性遗址的空白。我们
的历史课题研究，不仅推进了相关
学术探索，更为彰显郑州在中华文
明起源过程中的关键地位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

王巍表示，当选新一届会长的韩
建业教授在国内也是顶级学者。相信
学会将继续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推动
全国文明起源与形成、中原地区历史
文化地位等重大课题的研究。

专家学者总结研究会近年成果：

为溯源中华文明贡献郑州力量

“近年来，郑州在古代文明研究
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些成就与郑
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的积
极支持、大力宣传和提供的条件密不
可分。”5月 24日举行的郑州中华之
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第三届第一次
会员大会上，袁广阔高度评价了研
究会取得的丰硕成果。他表示，在
郑州地区关于国家文明研究，特别
是早期国家起源研究方面，郑州中
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搭建了一
个重要平台，弥补了原有科研机构
的局限性。这个平台吸引了全国各
地的科研人才通过课题联合攻关，取
得了显著进展。

袁广阔提出，以“河洛古国”双槐
树遗址为例，虽然具体工作由郑州执
行，但如何解释和认识这一社会现
象，研究会的专家发挥了关键作用。

“通过这些年的努力，我们逐渐了解
到‘河洛古国’在华夏文明形成过程
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进一步丰富了我
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中原地区在文
明古国阶段的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

此外，研究会不仅组织了多场学
术会议，还发布了众多研究课题，在

这些课题的指导下，来自各大学和科
研机构的专业人员，在相关研究领域
取得了长足进步。“通过研究我们还
发现，中原地区从仰韶文化到龙山文
化，再到二里头文化，一脉相承，每个
阶段都有显著的发展。这些研究不
仅丰富了我们对中原地区古代文明
的认识，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支持。”袁广阔深
有感触地表示，作为嵩山文明研究会
的一员，他亲身感受到这些研究对个
人和整个学术界的积极影响，“无论
是从个人研究能力的提升，还是从学
术界的整体发展来看，这些工作都起
到了显著的推动作用。”

成果显著，有望更上层楼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王巍

有力推动郑州及中原地区古代文明研究
——访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

意义重大 成就非凡
——访郑州大学历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星光

黄河文化公园内炎黄二帝雕塑 记者 李新华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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