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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中原文化发展与中华民族 

精神建设研究》研究综述 

 

由郑州大学高丹盈教授主持的重大招标项目《中原文化发展与中华民族精神建

设研究》（05&ZD038），自中标以来，课题组各项研究进展顺利，取得较多的阶段

性成果。 

一、项目进展情况 

立项后，课题组多次邀请省内外专家召开研讨会，吸收专家评审组的修改意见

和建议，完善项目研究理论体系，确定写作提纲。课题组还补充商丘师范学院、周

口师范学院、河南师范大学等单位一批有田野和社会工作经验的研究人员，以增强

课题组的调查工作力量。实施研究后，课题组每半月召开一次协调会议，交流研究

信息，共同解决研究中的疑难问题。 

课题组的文献搜集整理工作已经完成。在大量阅读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做读书

笔记12万余字，撰写初稿23万字。 

课题组的调研工作也全面展开。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域，即狭义的“河洛地区”

非物质文化遗存的田野调查工作基本结束，获得相关材料23项（文字、表格、音

像、图片等）。同时，正在铺开的地区有商丘、平顶山、三门峡、济源、信阳、周

口等，预计2007年3月份完成河南省境内中原文化资源的调查工作，4月至9月完成周

边省份的调查工作。 

为实现资料共享，课题组进行《中原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和《中原文

化百年研究论文数据库》建设和《中原文化研究资料汇编》的编辑工作。目前已搜

集论文：近代部分27篇，1980年至1993年600余篇，1994年以来1000余篇；海外部

分近20篇；只有索引的文章有2000余篇。 

二、项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目前，研究取得较多的阶段性成果，完成著作2部，发表学术论文14篇。分别

是：专著《中原文化研究资料汇编》和《中原文化精神》，论文《夏商周中原文明

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商周中原文明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

化进程的影响》、《中原文化遗产的十大特征及其表现》、《地理环境与中原文化

的特征》、《地理环境、农耕文明与中原文化的基本趋向》、《地理环境、饮食结

构与中原文化特征的形成》、《羊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新阐释》、《文化纽带与

国家统一 —— 以中原文化为中心》、《论中原文化在国家统一进程中的作用》、

《论中原文化道、儒、法、释思想内核的形成》、《太子晋的成年礼》，《中原传

统思想文化的现时代意义》、《创新文化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根本》、《文化自觉

与自主创新》等。 

《中原文化发展与中华民族精神建设研究》文中指出，中原文化既有价值观念

的稳定性，又有内部构成的多元性。中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和谐共存的自然

观念，和谐共处的社会观念，反分重合的国家观念，以人为本的人学观念，知行并

重的求知观念，有所作为的人生观念，重德守信的伦理观念，尚俭节用的经济观

念，开放包容的文化观念等九个方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中原文化反映出

来的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对增强民族自信心、激励民族创造热情具有重要意义，

对当代社会的思想建设和中华民族精神研究具有借鉴意义。 

《夏商周中原文明对淮河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一文指出，中原夏

文化对淮河流域上中游地区存在着直接、强烈的影响，又间接影响到豫西、鲁东、

皖北。商文化的冲击使东夷、淮夷文化的格局与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东

夷文化部分地与商文化融合，鲁南、苏北地区成为商文化的波及地区，淮夷文化成

为商文化的地方类型。周文化不但影响了淮河流域古代文化的面貌，而且很大程度

上改变了淮河流域古代居民的结构和成分。淮河流域古代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吸收和

融合了夏商周古代文明的多种因素，从而为淮河流域古代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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