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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学研究中的“漯河样本”

◇张新斌

中原学研究是对河南地方学研究的高度理论概括。中原学一经提出［1］，便得到省内学界的高度重视［2］。

中原学重点在“学”，核心在“用”。也就是说，中原学本质上讲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问，这也体现了地方学

最大的特点，就是“学以致用”。漯河围绕地方文化，深挖潜力，探寻特色，并将“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作

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值得探讨与关注。

一、中原学的本质特点在于“用”

（一）中原学的创立是河南实践的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的发展持续而快速。但是河南发展面临许多问题。一方面是河南如何由文化资源

大省向文化强省跨越。从夏代至北宋，河南在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上为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

正是因为中原历史上的辉煌，表现为文化资源的丰富。“河南有不可移动文物65519处，包括世界文化遗产5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8处，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1283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000余处，由各级政

府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数量，也是全国第一。”［3］这些资源是河南宝贵的文化财富，如何发掘和利用，如何传

承与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另一方面就是河南如何从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跨越。多年来，河

南经济总量始终位居全国第五，工业增加值也居全国第五。但是，河南的工业经济体系还没有形成，国际知

名品牌、龙头型企业、特色新兴产业还不多或不成规模。人均GDP排序靠后，经济后劲不足。这也要求河南

理论界加大研究力度，为河南发展献计献策。中国历史上，河南有过“六大出彩”，这就是都城闪亮彩、根亲

出重彩、人才争出彩、思想起“风彩”、科技出头彩、文艺放光彩［4］。总书记提出让河南更加出彩，我们就应该

认真地研究当代河南怎样出彩、出什么彩。因此，中原学就是因应现实需要破土而出的与地方发展相关的

“实”学问。

（二）中原学建立要解决河南面临的现实问题

地方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城市学。二十多年来，城市学应运而生，如北京学、上海学、西安学、广州学、

泉州学、杭州学、洛阳学等，均已举办过相关的学术活动或出版过文集，并进行过较为充分的讨论。这些城

市学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要解决当代城市发展面临的问题。例如，北京面临新的挑战，研究北京学“首先应

当通过对北京特色的分析找出这座城市发展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出其发展的机理”［5］。陕西

在提出“长安学”的同时，便有“西安学”的说法。“西安学”，就是“通过多学科的深入综合研究，上升到更高层

次的总结和提炼，上升到学理高度，总结出西安历史发展的区域特点，发现西安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本质内

涵，构建西安的和谐精神，从而为推动和谐西安及和谐关中的建设服务”［6］。大家对洛阳学的研究，尽管有洛

摘要：中原学研究最大的特点是观照现实，学以致用。要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过程

中，汲取养分，研究探索。漯河市的“四城同建”，尤其是“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对于中原城市群的提升

和河南文化高地的建设，具有样本示范意义。

关键词：中原学；“漯河样本”；中华汉字文化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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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学与河洛学的不同叫法，但要加强对洛阳现实问题的研究，却是共识。“洛阳学应该是以洛阳的历史文化

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古今洛阳城市的发展规律探索的学问。……就时间而言，以古代厚重的洛阳历史文化

研究为重点，但要涵盖古今洛阳城市发展规律、文化资源利用、文化品牌打造、文化产业拓展的综合性、系统

性研究。”［7］从我们所看到的城市学研究成果来看，城市学最接地气的研究，就是现实问题研究，或者说是立

足于历史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探索，最终回应的还是当今城市如何发展的大问题。

从中原学讨论之初，大家就注意到地方学研究的这一属性。李庚香先生在他提出中原学这一概念时，

专门强调“让中原更加出彩需要建构中原学”。也就是说，中原学因现实召唤应运而生。而且，“中原学不仅

要研究中原传统文化的内涵、发展历程与特质，研究中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影响，实现中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还要研究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推进中原发展的理论创

新，引领时代思潮，构建中原学与当代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体系”［8］。这里边也讲到现实问题，这其实是

地方学综合性特点的关键部分。对于为什么要研究中原学，笔者提出“构建中原学是为了破解中原甚至中

国发展所面临问题的一条路径”。笔者认为，“中原学，既要研究中原发展所面临的大问题、深层次问题，也

要研究具体的问题，更要从区域板块内，去探寻各自所面临的问题”。而且对这些现实问题的研究，“是中原

学活力永恒的关键所在”［1］。我们强调中原学的实践性，并不是中原学没有学理性，而是中原学作为地方学，

因应现实需要是其重要职责。“中原学的研究需要审视历史，总结规律，会通学理；更需要以史为鉴，把握当

下，观照现实。中原学应是学与术兼备之学。”因此，中原学就是要因应现实发展需要的“活”学问。

二、中原学研究要从伟大实践中探寻更多的“模式”与“样本”

（一）要在中原城市群中寻找各个城市发展的定位与特色

中原城市群是国家城市群战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原城市群涉及5省29个城市［9］，这些城市区位

不同、基础不同、资源不同、规模不同，面临的任务与发展的方向等方面都不尽相同。就河南的18个省辖市

而言，郑州与漯河可以作为两个模板。郑州为河南省会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综合优势。其总体发展持续

向上，国家战略叠加效应明显。2018年，郑州经济总量突破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0万元，常住人口突破

1000万，各项指标表明其已向特大城市迈进。郑州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其交通枢纽作用还有待发挥，国家贸

易中心地位有待加强，金融科技中心地位有待提升［10］，但总体而言，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的龙头城市，作为

中部的双中心城市之一的格局已经形成。应该从更高的角度，对郑州模式进行研究与总结。漯河作为中原

城市群中的中小城市，规模不大，人口不多，工业基础不强，科教水平不高。但规模不大便于提升，总体平衡

便于突破。多年来，漯河以“双汇”龙头企业为突破口、以肉加工为特色，并将这种特色叫响中国，走向世

界。应该说，漯河为中小城市的发展探索了一条可遵循的路径，也找到了漯河在中原城市群中的定位。

（二）漯河市提出的“四城同建”为中小城市综合发展创造了有益的样板

2019年2月，漯河市委、市政府提出了《关于加快推进“四城同建”的指导意见》。所谓“四城同建”，包括

“站位为河南振兴添浓彩、建设豫中南地区性中心城市，站位为中原崛起添浓彩、建设中原生态水城，站位为

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添浓彩、建设中国食品名城，站位为扩大中华文化影响添浓彩、建设中华汉字文化名

城”。从漯河发展的战略目标看，有以下特点：一是站位高。从河南到全国，从中原到中华，高瞻远瞩地提出

了切实可行的漯河发展目标。二是涉及面广。这不是一个单一的城市发展目标，而是根据漯河的基础和现

实，从经济、社会、生态到文化，满足了新时代漯河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全方位地勾勒了漯河美好的未

来。三是目标具体。如依托漯河经济基础，提出的“豫中南地区性中心城市”建设，定位为“辐射带动能力

强”，这是针对豫中南驻马店、信阳相比较的实力自信。依托城市两水交汇、河水穿城的特点，提出的“中原

生态水城”建设，定位为“宜居宜业”，这是针对北方城市缺水，而漯河水资源相对丰富的环境自信。依托以

78



河南社科文摘 52021

中原学应用研究 ZHONGYUANXUEYINGYONGYANJIU

“双汇”为代表的知名企业与品牌，提出的“中国食品名城”建设，定位为“国内领先优势凸显”，这是针对漯河

经济长期积累形成的以食品加工为代表的经济自信。依托以贾湖遗址、许慎故里、三绝碑、彼岸寺经幢所形

成的“四个一”为代表的汉字文化资源，提出的“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定位为“具有国际影响力”，这是针

对自身的资源特色与多年实践而形成的文化自信。四是可操作性强。不但有“四城同建”的指导意见，而且

还有《关于漯河市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漯河市豫中南地区性中心城市建设的实施意

见》《关于漯河市中原生态水城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漯河市中国食品名城建设的实施意见》，每个意见都

涉及建设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建设目标、主要任务、政策措施、组织领导。“四城同建”每个建设目标，都有

年度工作方案。扎扎实实，行之有效。因此，如果措施得当，持之以恒，漯河未来的发展一定会再上一个新

的台阶。

三、中原学研究中文化建设上的“漯河样板”

（一）“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中的漯河探索

漯河是个小市，资源特色不明显，但在文化资源挖掘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从《关于漯河市中华汉

字文化名城建设的实施意见》中可以看出，漯河市提炼的一个主线就是汉字文化，以“三区一中心”为建设目

标，即中华汉字文化传承创新区、汉字文化产业发展先行区、汉字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和国内外知名的

许慎文化研究教育传播中心。其建设步骤为“三步走”。建设周期，是从2019年到2035年。建设任务是“五

大行动”，即汉字文化传承弘扬行动、汉字文化标识体系建设行动、汉字文创产业培育行动、汉字文化旅游融

合发展行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行动。

从上述意见可以看出，漯河市在城市文化探索方面的特点：一是资源提炼的特色性。将漯河的文化资

源以“汉字文化”为主线串连起来，形成一批最早的汉字符号，一部最早的汉字字典，一块最具代表性的汉字

隶书碑刻，一篇最有典型意义的彼岸寺经幢篆书碑铭。而这“四个一”的汉字资源，尤其是根基于许慎与《说

文解字》这一独特的资源，加之贾湖遗址考古发现中的一批中国最早的文字符号，从而为漯河的汉字文化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是目标定位的高端性。漯河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对许慎文化进行研究与传承，新

世纪以来市级层面多次召开了许慎文化国际研讨会，建设了许慎文化园，并与国内各知名高校的汉字研究

专家建立了广泛联系，其相关建议都是专家提出，并得到了很好的采纳。因此，“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在国内

具有垄断性，在学界得到认可。三是建设任务的全面性。其“五大行动”，涉及遗产保护、汉字教育、汉字研

究、景观建设、产业培育、城市符号、文旅融合、公共文化服务、核心价值观培育等方方面面，对城市文化的建

设与提升，具有样本意义。四是文化建设的持续性。建设周期为2019—2035年，其中2019—2021年为第一

阶段，2022—2025年为第二阶段，2026—2035年为第三阶段。每个阶段都有目标和行动计划，每年都有具体

的工作方案。周期较长，反映了漯河党政决策者的决心和意志。第一、二阶段，相对时间较短，反映在可预

期的未来，名城的建设要初具规模。

漯河市加快推进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对中原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样板。厚重的中原文

化资源如何利用，如何加快文化高地建设，是中原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这一课题，一方面要从学理上加强研

究、探寻规律、提出方案。另一方面，要深入基层，积极总结和归纳已有的实践经验，向全省提供好的样本。

笔者认为从中原学的角度来看，“漯河样本”重点在于为中小城市的城市提质、文化建设提供了参考与借

鉴。中小城市最大的优势是船小好掉头，围绕一条主线，打造一个城市知名文化品牌，甚至可以叫响世界。

漯河实践的意义，就在于此。

（二）“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1）打造标志性景观。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是一个十分宏伟的目标，某种程度上具有国家标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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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目前的构想缺少具有震撼力的城市文化符号与大型标志性文化景观，这个景观可以是一个许慎像，可

以是一本《说文解字》，也可以是抽象的汉字符号，不管用什么内容提炼，但这个大型景观一定要有，因为这

是中华汉字文化名城的象征与代表。

（2）做大龙头产品。龙头文化产品，一个是许慎文化园，另一个就是贾湖遗址。许慎文化园总的来说，

有一些规划和构想，内部的产品还可以考虑更多的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项目。但是最有潜力可以挖掘的是贾

湖遗址，贾湖遗址目前考虑的是考古遗址公园。贾湖遗址的内容非常丰富，全面揭示聚落的全貌，对于我们

认识七千年前的农耕生活极为有意义。在这里一方面是已挖掘遗址面貌的全面展示，另一方面就是正在进

行中的考古发掘的观察与体验。要突出文字符号这条主线，讲清楚这个氏族为什么要有文字符号，什么人

掌握这些文字符号和骨笛乐器，以及当时人们的物质与精神世界。贾湖遗址公园的全面揭示与体验，是漯

河文旅融合最具代表性的综合体，也是名城建设的重要亮点。

（3）创新平台建设。要集合国内外的汉字专家与研究机构，为漯河所用。为他们提供高端的研究平台，

与高端媒体合作举办汉字大会，与高级别学术团体合作发布每年的代表性汉字等。要充分发挥漯河小的优

势，将漯河打造成国内第一个以汉字为主题的全域文化旅游体验目的地。

（4）探索文化开发模式。漯河在“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过程中，要依托汉字这个主元素，打造以“汉

字+”为代表的文旅融合模式。将“汉字+”全文化链条拉长，将汉字文化进行到底。“汉字+”应该在“漯河样

板”中最具示范意义。

总之，作为地方学的中原学，其最大活力是观照现实，学以致用。要将研究深深根植于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而漯河的“四城同建”，尤其是“中华汉字文化名城”建设，对于河南省文化高地建

设、文化强省建设都具有样本示范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庚香.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奋力建设思想河南：从中原发展哲学的视角考察［J］.河南社会科学，2016
（6）：1-16.

［2］李庚香，关爱和，丁素，等.推进中原学建设让中原更加出彩［N］.河南日报，2018-11-08（8）.
［3］张新斌.中原文化概说［J］.地域文化研究，2018（6）：12-20，149.
［4］张新斌.河南历史文化“六大出彩”［N］.河南日报，2019-02-13（6）.
［5］李颍伯，王燕美.北京学的缘起［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0（1）：140-142.
［6］王社教.对西安学研究的几点思考［J］.唐都学刊，2009（4）：84-86.
［7］张新斌.河洛文化与洛阳学［J］.中州学刊，2016（12）：126-132.
［8］张新斌.中原学探论［J］.河南社会科学，2017（10）：119-124.
［9］李小建，杨慧敏.中原城市群产城协调发展分析［J］.区域经济评论，2017（4）：47-54.
［10］倪鹏飞，杨东方，王雨飞，等.国家中心城市视角下的郑州方位［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作者简介：张新斌，男，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河南省“特支”千人计划人

选，“中原文化名家”，河南省优秀专家。

（摘自：《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