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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学研究应突出“四性”、构建四大体系
◇王喜成

中原学作为一个地方学，其研究和构建问题，2016年由河南省社科联主席李庚香同志提出，通过几年的

发展，目前已初步形成声势。今后应如何进一步深化发展，笔者有如下一些思考：

一、突出“四性”

中原学研究要首先明确方向。可否对其作如下定位：第一，它是一门地方学，具有地域特征；第二，它涵

盖古今，但是以古代为主；第三，它的学科应是综合性的，涵盖相关的各个学科；第四，要突出重点，通过逐渐

积累拿出别人难以比肩的成果，慢慢构筑起在全国的文化高地。关于突出“四性”，即突出地域性、特色性、

代表性、价值性。

（一）地域性

地方学，是以地域为核心的历史与现实的一种系统知识学问、学说的总和，研究地方学首先应该确定地

域，这是研究的前提。

所谓中原，自古以来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广义的中原，是指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范围相当于今河南省及其毗邻地区，包括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北部等大片区

域，是中国的版图中心，其本意为“天下至中的原野”。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华夏民族的摇篮，被视

为天下中心。所以中原也被称作中国、中土、中夏。从夏朝到宋金时期的3000多年间，中原一直是中国政

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先后有200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中国八大古都，中原地区有其四。狭义的中原则

是指今天的河南省，这里是古中原的核心地区，在全国没有异议。由于在地域上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华

文明的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和意义，因而它极具研究价值。所以中原学的研究，应以广义的中原概念为基

础，以狭义的中原概念为核心而进行布局，不能过于宽泛，也不能限制得过死。其研究方向应以河南历史文

化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为重点，尤其要着力于河南传统思想文化研究。

（二）特色性

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中原文化在全国地域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这

是中原学研究的良好基础。

第一，具有源头性和原生性，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历史上，三皇五帝起于中原。这从历史传说到考古发

掘均有大量证据说明。文明源头发自中原。如“河图”、“洛书”、《连山》、《归藏》、《周易》等，都出自中原大

地，这是人类文化和文明的源头。万姓之根始于中原。全国的古今姓氏起源于河南的达1500多个，目前在

全国的100个大姓中，有73个源于河南或有一支源头在河南。帝王都城定于中原。如夏朝有7个帝王在河

南建都，商朝前期有3个帝王在河南建都，自盘庚迁殷之后，商朝270多年一直定都安阳；周朝自平王迁洛

后，政治中心随之东移。此后，春秋战国，宋、卫、韩、魏、陈、蔡等6国分别定都于河南。自东汉至金又先后有

12个朝代在河南建都，所以中原是帝都之乡。

第二，具有独特性和典型性，在中华文化中特色鲜明。青铜文化高度发达。安阳殷墟出土的后母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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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鼎，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大青铜器。石窟艺术举世震惊。洛阳龙门石窟先后造像10余万尊，在世界文

化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建筑文化异彩纷呈。河南现存的近130万件文物及3万余处不可移动的文物

古迹，把中原的建筑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陶瓷艺术精美绝伦。宋代的五大名窑，河南有其三（汝、官、钧

窑）。墓葬文化世人惊叹。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铜编钟至今还能演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年播放的

《东方红》乐曲就是用它演奏的。

第三，具有集成性和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在中原大地上，政治上风云际会。王

朝兴废屡屡在这里上演，像著名的盘庚迁殷、庄王问鼎、楚汉相争、孝文帝改革、王安石变法等，长期是中国

的政治中心。军事上兵家必争。著名的战役有商汤灭夏的鸣条之战、周武灭殷的牧野之战、楚汉成皋之

战、三国官渡之战等都发生在这里。经济上繁荣发达。古代先进的生产工具都首先在中原大地上发明使

用，创造了先进的生产力，一直是经济富庶之地，如隋唐时的洛阳、北宋时的汴梁都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国

际性大都市。思想上百家争鸣。中原大地不但有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还有以墨翟为代表的“墨家”，

以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以邓析、惠施为代表的“名家”，以吴起、尉缭为代

表的“兵家”，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纵横家”，以吕不韦为代表的“杂家”等，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化的渊薮。

文化上百花争艳。这里涌现了山水诗鼻祖谢灵运，“永明体”泰斗谢朓，“诗圣”杜甫，“文宗”韩愈等诗人或

文学家数不胜数的名字。

中原学研究要抓住这些最有特色的东西，充分利用这方面的丰厚资源，构建相应的学科体系，集中力量

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研究探讨。

（三）代表性

地方学研究，必须选取地方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内涵，如此方能收到良好效果。在中原文化中，最有代

表性的应是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河洛文化。这是中原文化以至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核心，在全世界华人中极具吸引力和号召力。二

是姓氏文化。河南是万姓之根地，这在全国都认同，是我们的一大优势，也有利于打造“老家河南”品牌。三

是殷商文化。这是包括安阳殷墟、甲骨文等中国著名古都文化，是人类文明智慧发展的重要标志，具有重大

国际影响。这方面还包括商丘的古商文化，郑州的商都文化等。《封神演义》中的故事就是殷商文化的反

映。四是诸子文化。春秋战国，诸子迭出，百家争鸣，这在河南最集中、最活跃，极有研究价值，其对中华文

化的影响非常重大。五是宋文化。北宋建都中原，这是一个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科技、艺术都极为发达

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令人称道，也很有研究价值。《水浒传》中的故事就是宋文化的反映。六是

汉文化。东汉定都洛阳，河南汉文化遗迹众多，尤其是南阳是中兴之主刘秀的家乡，商丘是西汉梁孝王刘武

的封地，汉墓、汉画等不计其数，都为研究汉文化提供了良好条件。《三国演义》中的故事就是汉文化的反

映。七是黄河文化。黄河文明即中华文明，黄河文化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华文化。而黄河中下游主要在河南

境内，所以河南研究黄河最有条件和优势。八是儒家文化。春秋时孔子周游列国，主要就是在中原大地活

动，其思想也主要是在中原大地传播。到宋朝时，理学在中原大地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涌现了一批大思

想家，如周敦颐、张载、二程、邵雍等，特别是二程，他们把儒家思想发展到空前的高度，形成了具有哲学意义

的理学，从而使这一原来的政治伦理学说发展成为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四）价值性

中原学的研究要与河南文化高地建设相联系，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相联系，突出重点，有所

为有所不为。

第一，要强化应用研究。理论的价值全在于运用，我们要高度聚焦党和政府关心的、人民群众关注的、

社会迫切需要破解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要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方面来，不能事无巨细、抓到什么算什

21



河南社科文摘52021

中原学理论研究 ZHONGYUANXUELILUNYANJIU

么，或纯粹是对什么感兴趣就研究什么，要有明确的目的性，就是研究古代的也要古为今用，不能为研究而

研究。第二，要瞄准我们的优势领域。有独特资源优势的地方是最容易出成果的。前面提到的河洛文化等

领域，这些方面我们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必须多下功夫、下大功夫，通过深入研究推出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

研究成果，从而奠定在全国的独特地位。第三，要形成广泛影响。我们每做一个课题，都要深挖、细究，力争

出新、创新，不能浅尝辄止，推出的成果都要是精品力作，如果是价值不大、水平不高的课题，宁可不做。

二、构建四大体系

地方学的研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尚无成熟的经验与体系，即使已经提出并有一定影响的徽学、闽

学、桂学等，也是在研究探索之中。中原学今后要真正形成为“学”，就必须思考建立相应的体系和组织，形

成独特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理论方法，推出一批研究大家，形成一个理论体系，开展系统化的研究和推

进。具体可考虑建立四大体系：

（一）学科体系

学科体系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包括学科定位、学科队伍、学科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平台、学科管

理等，每个学科具有知识和理论体系的丰富性、完善性，更具有知识和理论体系的独立性、学理性。构建中

原学必须注重学科建设。

首先要明确研究对象。中原学的体系构建应按照典型性、代表性的要求，应包括如下学科：河洛学、嵩

山学、黄河学、先秦学、诸子学、汉学（包括汉画像）、三国学、宋学、理学、姓氏学、周易学、太极学、古都学、少

林武术学、文字学等。内容可主要框定在传统文化范畴。一个学科要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内容和系统化

的研究体系（当然，这个学科概念与国家设定的学科不是同一概念，有较大区别）。可考虑以上述学科为基

础，组织“中原学书库”编写出版，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每年推出若干册，最终形成一个系统的中

原学研究体系。

（二）研究体系

学术研究、学科发展离不开学科队伍、研究体系的支撑。为推动学科体系研究，要有意识、有计划地促

进成立若干研究中心、研究院、研究所、研究基地、资料中心、协同创新中心等，组织遴选一批相关专家学者，

尤其是那些对中原学情怀深、功底厚、思维新的专家学者，组建研究的基本队伍，形成研究的根据地和大本

营，具有实体依托。此项工作要与河南的文化高地建设和高校学科建设相联系，与文化河南建设相联系。

同时，到一定程度时，省社科联要整合这些研究体系，使之形成中原学智库联盟，开展协同研究、协同攻关、

协同创新，充分发挥研究的整体合力。要有计划地组织重点，课题改关，力争在一些重要领域取得突破性进

展。

（三）支撑体系

支撑体系包括领导、经费、项目、媒体平台等几个方面。其一，要争取省有关领导和部门的支持，把中原

学作为我省的文化高地来打造；其二，要营造吸引力，坚持以项目为纽带，设立研究资助项目（省级），申报国

家社科基金，组织系列研讨活动，确定成果发布展示平台（包括刊播的媒体）等，吸引专家参加；其三，建立良

好的激励机制，形成强大的动力源，不能仅凭热情去干，否则是很难持久的。其四，努力在科学研究、人才培

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发挥作用，通过一定途径和方式，争取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同与支持。

（四）地域体系

推动包括洛阳学、开封学、郑州学、南阳学、安阳学、商丘学等在内的地方学研究，以及一些地方对重要

人物和思想的研究，如老子学、周易学、墨学、理学、冯友兰哲学思想等，将其纳入中原学研究体系，形成中原

学的地域支撑和配合体系，做到省级层面与地市级层面和地方的协同作战。

22



河南社科文摘 52021

中原学理论研究 ZHONGYUANXUELILUNYANJIU

为推进以上四个体系的建立和有效运转，可考虑成立中原学研究会，予以具体推动。

三、确定研究的方式方法

中原学的研究可考虑应用考古学、区域文化学、比较文化学、地缘社会学、审美人类学等方式方法。

研究方法非常重要。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的发展史上之所以能够创造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华文明

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中华民族性格之所以显示出大异于西方的特征，皆与其从摇

篮到繁盛深受中原文化的滋养、熏染有密切关系，与中原文化的精神特质有密切关系，即它们之间有相当密

切的地域文化学关系。如从比较文化学来说，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有包容、勤劳、睿智、坚忍、通变等特点，

欧洲等西方民族则有自我、契约、探险等特点。体现在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上，中华民族更注重单位集体、大

一统，强调道德养成等，西方则更注重人身个体、法治、福利等。体现在思想、政治和体制特征上，西方更强

调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法律至上、三权分立、权力制衡等，中华民族更强调集体主义、家国情怀、民主集

中制等。正是建立在比较文化学上，我们才能更加看清楚这些东西都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等方面的不

同特点和传统的，不是本来如此。所以，研究方法的采用意义不可小视。

再者，中原学研究还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其一，地方学研究的独特性视角是地域，河南是中华文化的

源头和核心，由此构成了中原学的特殊形态。其二，地方学研究要体现独到的学术价值，中原学研究既要追

溯学术之源，也要关注当前和未来的应用价值。其三，地方学研究的社会意义，要着力体现在对传统文化的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四，地方学研究既要按照历史、经济、文化、生态

等学科研究，也要实行跨学科研究；既要着重对自己脚下这一方土地的研究，也要抬起头来看周围、看全国、

看世界，要在中国的视野下，在对世界地方学研究的深刻了解下开展地方学研究。

作者简介：王喜成，男，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研究员。

（摘自：《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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