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继续深化伏牛山文化圈研究

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
——在第四届国际墨子文化研讨会闭幕式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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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原文化根在伏牛山

中原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整个中华文明体系的

基石和主干。而若对中原文明认真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其肇

始之处，即位于伏牛山地区，也就是说，伏牛山地区就是中

原文化的根基所在。

从广义上讲，伏牛山地区包括整个豫西山地，它的范围

大体是南临汉江，北濒黄河，西至省界，东达京广铁路。

作为我国重要的分水岭，伏牛山一山出三水。伏牛山北

麓的伊洛河注入黄河，洛阳也因此属于黄河流域。中间往东

流淌的是汝河、沙河，颍河等河流，它们会聚后注入淮河，

属于淮河流域。应当强调的是，在淮河上游诸流中，沙河长

度最长，水量也相当充沛。按照河源唯远的原则，应当为淮

河正源。沙河发源于平顶山市鲁山县的尧山，因此尧山也即

为淮水之源，是淮河的真正的发源地。发源于河南嵩县的白

河则一路向东南，从洛阳之南流至南阳，注入汉水，并最终

汇入长江，故此南阳属于长江流域。

从气候等角度讲，伏牛山地区是南北气候的自然分界线，



也是我国南北方的分界线。从地势水文上看，伏牛山地区位

于我国第二阶梯与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上，又为黄河、淮河、

长江三大流域交会分野之地。因此伏牛山地区位居天下之

中，地理位置十分优越。

回顾历年考古发现，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值得深思的现

象。依据现有研究成果，中国古人类应为独立起源，并一直

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延续至今。故此在中国古人类发展

问题上，所谓非洲起源说并不成立。对于这一点，伏牛山地

区古人类的发展历程就提供了充分的证据。事实上，国内历

年考古也发现了不少古人类活动遗址。如距今约 200万年巫

山人，距今约 170万年元谋人，距今约 100 万年的蓝田人，

距今约 50 万年北京人。这些古人类虽然也从不同角度印证

了中国人类发展历程的的久远，但由于它们分布的位置过于

分散，相互之间缺乏内在联系，因此无法形成人类演进的谱

序。但在伏牛山地区，人类起源与演进的却存在完整链条。

1989 和 1990 年在湖北省郧县发现的郧县人距今约 80～100

万年，从其形态上看既有直立人的原始性，又有智人的进化

特征，被认定为直立人，对于人类的起源与发展具有很高的

学术研究价值。南召人生活在距今约 50 万年前，遗址位于

河南省南召县云阳镇北 3公里处的杏花山，是国内发现的重

要的古人类遗址，在河南省尚属首次。南召人的发现填补了

中原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历史空白。大荔人距今约 15～20万

年，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的早期智人。此外，卢氏人



距今约 10～15万年，许昌人距今约 8～10万年，对于研究

中国地区古人类进化脉络也有重要的坐标意义。这些古人类

遗址都分布在伏牛山及临近地区，相互之有密切的内在关

联，形成了人类起源的完整的链条，充分说明伏牛山地区为

中华古人类的渊源之地。2011 年，郑州市老奶奶庙遗址进行

了考古发掘，发现了距今 4万年人类活动地，其成果位居当

年考古十大发现之首，进一步丰富了伏牛山地区中华人类发

展的谱序。

中国古代有有巢氏，燧人氏，再到神农氏的传说，显然，

这反映了远古人类从作别树居，学会用火，再到发展农业的

演进的历程，考古成果证实，这些人类发展的规律在伏牛山

地区都得到了完整展现。伏羲、炎黄，尧、舜、禹时期，伏

牛山山区和平原交界地方是他们活动和创造文明的主要平

台。当时的平原主要是大泽，湿地，或水域，由于此处人类

最早出现，中华文明也就此产生。可以说，伏牛山地区是当

之无愧的人类最早的活动平台，是中国最早的政治、经济、

文化、交通中心，而这这也就容易理解墨子为什么在今天这

个偏僻的山区出现。因为现在看似偏僻的伏牛山地区，是因

为北宋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迁，才衰落并逐渐落后，

而绝非一直如此。

可以说，在人类历史早期，伏牛山地区可谓人文荟萃，

文化内涵深厚。华夏人文始祖黄帝建都在这个地区，中国第

一个世袭王朝夏朝的主要活动区域也位于此处。此外，字祖



仓颉就活动在今鲁山县。全国有三处仓颉庙，一个在陕西白

水，一个在河南内黄，还有一个就在鲁山县，鲁山仓头乡则

传说是仓颉墓冢所在地。字圣许慎是今漯河郾城召陵人，商

圣范蠡、医圣张仲景出生于南阳。谋圣张良就在是西汉父城

（今河南省郏县）人，画圣吴道子是今河南禹州人。智圣诸

葛亮和今平顶山则有很深厚的渊源。据专家考证，诸葛亮在

前往南阳躬耕之前，曾在今平顶山一带居住三年。以前平顶

山曾建有武侯祠，现在还保存有诸葛亮街等遗迹，就是佐证。

伏牛山地区文化源远流长，在古代乐器等方面也有体

现，如距今 8000 年左右的舞阳贾湖骨笛型制成熟完备，音

色优美，能够吹奏出完整的音阶，充分表明了伏牛山古代音

乐文化的原生性与根源性。

二、成立伏牛山文化研究中心，推进华夏历史文明创

新区建设

为了研究地方历史文化，全方位、多层面挖掘、整理伏

牛山地区古老而深邃的文化宝藏，经过充分论证，平顶山学

院于 2009 年 9 月成立了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这一研究

机构的成立，得到了国内一些权威学者的赞赏和支持。伏牛

山文化圈研究中心现在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墨子与墨学研究。为开展墨子、墨学相关研究，

传承墨学文化，在研究中心的指导下，我校成立了墨子学院，

招收两个班。一个班依托文学院的文学一班，即墨子一班，

另外一个班就是在全校学生中遴选学生，开设墨学选修课。



两个墨学班预计招收 100多学生，结果全校学生报名极为踊

跃，报名的学生超过 3000 多人。最后经过选拔，挑选了 300

人，由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的专家负责开设墨子课程。中

心还邀请国内著名墨学专家萧鲁阳先生等为客座教授，到墨

子学院与同学见面并做学术报告。中心还积极与中国社科院

的宋镇豪先生和宫长为先生积极联系，与中国先秦史学会合

作，筹备了本次墨学国际研讨会，促成了本次会议的胜利召

开。

第二，开展三苏研究。平顶山郏县三苏园是北宋文学家

苏轼、苏辙的墓冢和其父苏洵的衣冠冢所在地。三苏园是一

代文豪归宿之地，为历代所景仰，也是研究三苏文化的宝贵

资源和推动力。为开展三苏研究，中心成立了三苏研究所，

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另外中心专家还承担了郏县三苏纪念馆

陈列文本的撰写任务，获得专项资金 20 多万元。纪念馆文

本撰写周期为半年，时间虽然很紧张，但中心专家仍然如期

高质量地完成了撰写工作，布展文本也得到了有关专家的高

度评价。

第三，成立陶瓷研究所，开展陶瓷研究。伏牛区地区是

传统的陶瓷主产区，最早陶器在这里产生，最早的瓷也是诞

生在此处。鲁山县段店于 1978 年发现了唐代花瓷，也称为

是鲁山花釉瓷。唐朝当时的瓷器格局是是南青北白，即南方

是青瓷，北方是白瓷。在段店出现一种花釉瓷破了这一传

统，，它黑底蓝白釉，集蓝白为一器，极具特色。花釉瓷隋



晚期始烧,唐初期烧成，以后断烧至今。为开展鲁山花釉瓷

的复制的研究，中心专家申报了河南省科技攻关项目，2011

年 12 月 18日，该项目在故宫博物院举行了了鉴定会。故宫

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文物鉴定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耿宝昌先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中国古陶

瓷学会会长王莉英先生，担任鉴定会主任。专家委员会认为，

该项技术工艺独特，达到了国内研究领先水平。创新性强，

市场前景广阔。12月 21日《科技日报》、12月 22 日《光明

日报》均分别在第一版以《失传千年的唐花瓷浴火重生》和

《失传唐代鲁山花釉瓷复仿成功》为题，报道我校陶瓷研究

所所长梅国建主持的鲁山唐代花瓷复仿制成功的消息。《人

民网》、《中国日报网》等各大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此外，我们也开办了河南省第一个陶瓷本、专科专业。

现在有 300 名学生，包括 200 名本科生，100 名专科生，目

的就是要培养高层次的陶瓷专业人才，使得伏牛山地区陶瓷

事业薪火相传，得以振兴。

第四，进行李绿园和《歧路灯》研究。《歧路灯》是一

部著名的清代的小说，朱自清先生对它有很高评价，认为它

是稍逊《红楼梦》一筹，但至少可以与《儒林外史》并驾齐

驱。郭绍虞、冯友兰等先生也充分肯定了《歧路灯》的价值，

认为它是第一本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歧路灯》作者李

绿园就生于宝丰宋寨（今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宋寨村），

位于今平西湖畔。二十世纪 80 年代曾对李绿园和《歧路灯》



进行过初步研究，后因种种原因间研究中断了一段时间。

2010 年我们举办了“《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邀请

数十位海峡两岸《歧路灯》研究专家深入探讨，取得了一大

批成果。为进一步推进成立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2010

年，平顶山学院成立了“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所”、筹

建“国际灯学研究会”， 现在正不断充实研究团队，拓展研

究领域，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将平顶山学院打造成国内主要的

研究基地之一。

第五，开展民族音乐研究。伏牛山地区，传统音乐、曲

艺资源丰富，具有民族音乐研究的前提条件。2009 年，我校

与台湾南华大学与结为姊妹学校的。南华大学是海峡两岸唯

一具有雅乐团的学校，在海内外有重要影响。2010 年 8 月，

中心召开雅乐团建设研讨会，提出了平顶山学院以伏牛山文

化圈研究中心为依托建立雅乐团的构想。南华大学雅乐团团

长周纯一教授曾多次与我校专家交流，对平顶山学院建立雅

乐团的设想大力支持。我们已经将叶县发掘的许公宁编钟复

制了一套，现在正在排练节目，大概在今年能排演完成，和

校内外广大观众见面。我们希望通过努力把民族传统的宫廷

雅乐继承下来，将雅乐团建设成为大陆地区独具特色和影响

的品牌，为平顶山市及河南省的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三、关于推进华夏文明创新区建设的几点建议

关于建设华夏文明创新区的建议，我在党校学习的时候

已经提出，主要包括以下想法：



第一，现在各地都在进行文化建设，但这实际上和华

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并不能等同起来。中原经济区五

大战略定位，其中一个就是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

应当注意的是，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与当下的文化体制改

革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建设是有区别的。推进华夏历史文

明的传承与创新，省、市都应该有自己的规划，有自己的明

确指标，包括财政投入和人员配备。必须意识到，历史文化

的传承与创新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利润，也不能用盈利多

少来衡量。如果从事创意文化，那就属于文化产业的范畴，

推进产业与历史文明研究是没有直接关系的。研究历史文明

传承创新是学者的己任，其目的是为全民族提供精神动力，

提供精神产品。我在和有关领导谈到这一问题时也强调，如

果期望通过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建设去获得经济利益，是

不符合历史文化研究规律的，也是无论如何不能成功的。

第二，考虑到中原文化范围较广，内涵丰富，地域特

色明显，因此中原文化研究应该区分不同的亚文化区，有针

对性地进行考察。比如伏牛山文化圈，它就是主要研究中华

早期文明；开封就是主要研究宋文化；南阳就是主要研究汉

文化；洛阳主要研究河洛文化；郑州主要研究嵩山文化；安

阳主要研究殷商文化。中原各个亚文化区之间应该经常联

络，相互促进，形成百花齐放，共同繁荣的局面。

第三，整个华夏历史文化传承创新中要发挥高等学校

人才密集的优势，在高校建立一批历史研究中心和研究基



地，利用高校的人才支撑，把历史文化传承创新这篇大文章

做好，扎扎实实地推进中原经济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

建设，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