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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河洛文化的路径探析
◇师永伟

一、“三个度”：弘扬河洛文化的做法与成效

（一）搭建平台，挖深度

20世纪80年代初，洛阳人文社科界首先提出了

“河洛文化”的命题并开始研究。1989年，首届河洛

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由此开始了对河洛文化

的系统研究。2006年，经文化部、民政部批准的中

国河洛文化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标志着河洛文

化研究工作由分散走向整合，步入规范化、科学化的

轨道。此后，河洛文化研究院、河南省河洛文化国际

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相继成立。

（二）以文为媒，拓广度

自1989年第一届河洛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以

来，在郑州、洛阳、安阳、巩义、平顶山、广州、台北、赣

州、厦门、新北等地先后召开了十余次研讨会，拓展

了河洛文化研究的地域广度。另外，河洛文化的对

外交流范围也逐渐扩大，如洛阳师范学院成立了河

洛学院（马来西亚分校、老挝分校）海外分校。

（三）服务社会，增温度

一是助推客家寻根。二是服务乡村振兴。三是

文旅文创融合发展。依托区域内独具特色的文化遗

产和自然资源，抓住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河洛文

化旅游节契机，提升河洛文化遗产精品旅游品牌，开

展文化观光游、文化体验游、文化研学游。

二、“四个不够”：弘扬河洛文化的瓶颈与制约

（一）河洛文化研究传承机制不够新

河洛文化研究还缺乏中长期规划。科研深度不

够，有分量的著作不多。合作研究机制有待完善，如何

调动其他地域的参与积极性问题亟待解决。河洛文

化的宣传普及推广形式单一，主要是撰写学术文章、出

版学术专著和普及读物，而如何利用青年人喜欢和关

注的新媒体等形式进行传播尚需强化。河洛文化研

究机构还存在岗位编制、职称设置、经费投入等问题。

（二）河洛文化传承数字化程度不够高

河洛文化历史文献十分珍贵且数量庞大，但其

数字化程度较低，数据库建设力度不大。在文物虚拟

仿真、虚拟古迹建模、历史事件动态模拟、古代文物的

3D复原、文物资料数据的立体化存储、古代城市的动

态虚拟等方面亟需技术的重大突破与产业化。

（三）河洛文化服务社会能力不够强

过去30多年的研究主要偏重历史学和考古学

领域，交叉研究成果较少。学术研究多限于学术圈

中，与社会交流互动少，社会人员参与度不高，民间

力量较弱。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精品力作少、重复研

究多、成果转化率不够直接和明显。河洛文化对乡

村振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等重大文化工程的

贡献率不够，未能很好发挥其应有作用。

（四）河洛文化对外影响力不够大

河洛文化的对外译介、对外宣传等方式较为传

统，与域外高校、科研机构、民间人士进行文化交流

的渠道、平台较少。洛阳国际旅游名城建设和国际

人文交往中心建设还有很大进步空间，与国际文化

地标城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

三、“五大工程”：弘扬河洛文化的对策与建议

（一）夯实基础研究工程

一是关注研究重点领域。继续深挖河洛文化内

涵，强化研究的当代意识。策划“黄河文明与河洛文

化”系列丛书、河洛文化文献集成、河洛文化文库等

大型文化工程，重点出版系列图书。二是创办河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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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博物馆。洛阳市和河洛地区高校要因地制宜建

设具有地域特色的河洛文化博物馆，收集与展览有

关河洛文化的文书、石刻、墓志等，宣传河洛文化。

三是建立基础研究长效机制。设立河洛文化研究省

级及以上专项项目，由河南省社科规划办或中国河

洛文化研究会牵头，以招标的方式确定研究课题，引

领学界的河洛文化研究方向，并努力形成“河洛

学”。加强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健全人才培养和评价

激励机制、研究成果评价和转化机制。持续举办河

洛文化、黄河文化、丝路文化、运河文化、文明探源等

高规格的主题活动，提升其文化影响力。四是强化

对洛阳的研究。既要研究古代洛阳的历史变迁，也

要研究其现代城市发展。

（二）参与重大战略工程

一是对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

国家战略。积极构建作为沿黄区域文化重要节点的

河洛—三晋文化区。继续深入探讨河洛文化与黄河

文化的关系，让河洛文化与黄河文化助力两岸文化

交流，为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坚定民族信

仰、实现中国梦提供文化滋养。二是对接国家文化

公园建设。应抓住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机遇，聚焦保

护传承工程、研究发掘工程、环境配套工程、文旅融

合工程和数字再现工程等5大关键举措，借势弘扬

河洛文化。三是对接国家级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建设。切实解决河洛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内存在

的非遗文化发展不均衡、非遗保护与文化生态结合

程度不够、缺乏强有力的专门工作机构等问题，处理

好文化生态系统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对特定项目

重点扶持，大力推进非遗项目的传承创新工作。

（三）实施“五进”工程

一是进校园。让河洛文化走进校园，在校园随

处可以看到、听到、学到、感受到河洛文化的存在。

二是进课堂。在课程设置中增设河洛文化类课程，

作为学生通识教育必修课，并积极编纂校本教材，让

河洛文化走进课堂。三是进单位。机关事业单位以

及旅游等行业，通过自学、宣传、集中讲授和培训、竞

赛等方式，推动河洛文化融入日常工作，尤其把河洛

文化的中正、和合、辩证、爱国等思想发扬光大，在为

人民服务中彰显河洛文化的精神价值。四是进企

业。河洛文化进企业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与企业文

化联系和统一起来，做到在企业文化中处处彰显河

洛文化。五是进社区。让河洛文化进入人们的日常

生活，成为人们日用之学的一部分。

（四）推进文旅文创工程

一是打造国际文化旅游名城。充分发挥洛阳丰

富的河洛文化遗产优势，促进文旅融合发展，增强

“一带一路”主要节点城市功能，培育和壮大一批文

旅产业园和创意产业园，创建国家文化旅游消费示

范城市。二是打造文旅文创精品。打造洛阳“东方

博物馆之都”。利用龙门石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

馆、洛阳汉魏故城等文化遗址，推动黄河国家文化园

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利用“中原文化旅游

产业博览会”“河洛文化大集”等活动平台，推动创意

产业发展，创建知名的文旅文创品牌。注重河洛地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可以借鉴三彩艺、真

不同水席等范例，创作出接地气的作品，让传统技艺

重现光彩。三是利用新技术打通“融”点。加强河洛

虚拟再现实验室建设，通过资源、空间、要素、功能、主

体的融合，激活传统文化，推动智慧旅游城市建设。

（五）深化对外交流工程

加强河洛文化域外交流研究。河洛地区对外交

流历史的考察，对客家文化、姓氏文化、河洛郎等的

深入研究，均可进一步认识河洛地区在东亚乃至世

界文明进程中的地位。整合洛阳的人文资源，加快

考古与文博事业的发展；与域外机构开展合作研究，

尤其是客家文化繁荣的地区，把洛阳打造为“客家祖

根地”。打造对外交流平台。依托河南省汉语国际

推广河洛文化基地等现有平台，努力打造独具河洛

文化特色的国际汉语教学和体验平台。利用海外河

洛学院的设立，积极推进教育、体育、艺术、旅游等领

域的人文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以“河洛文化”

为媒介，建设集理论研究、师资培养和教学为一体的

综合性国际推广基地。

作者简介：师永伟，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

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摘自：《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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