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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研究》出版座谈会召开 

2012-12-11 9:21:04  来源：河南社科院中原文化研究中心

  2012年12月3日下午，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加快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适逢国务院正式发布《中原经济区规划

(2012-2020年)》之际，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举行了《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研究》一书的出版座谈会，为进一步深化华夏历史文

明传承创新研究，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提供理论支撑和智力支持。河南省人民政府参事、省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郑泰

森研究员，河南日报理论部主任、高级记者孙德中先生，郑州大学中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保国教授，河南

省委政策研究室社会处李同昌副处长，中原传媒出版集团的编审杨光女士，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新斌研究员，文

学所资深研究员韩宇宏先生，哲学所副所长高秀昌研究员，安继民研究员，媒体记者以及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的部分研究人员出席

了本次座谈会。会议由院科研处处长袁凯声研究员主持，谷建全副院长到会致辞。 

  谷建全副院长发表了声情并茂的致辞。他从《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的五大战略定位谈

起，指出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是河南承担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大历史责任，更是中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契机。

2011年8月成立的中原文化研究中心，就是院按照省委省政府的指示和要求，实现科研转型、推动重点学科建设、发挥智库作用

而采取的重大举措。这部书稿是中原文化研究中心的第一个集体攻关项目。该书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对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提供理论支撑，对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

区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应特别指出，这部学术专著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同时也是中原经济区建设开始实施的第

二年这个大背景下面世的，因此具有特别的意义。 

  作为主编，卫绍生研究员从四个方面介绍了该书的总体编纂情况。第一，写作缘起。表现在三个方面，即服务大局的需要、

重点学科的职责、科研转型的探索。第二，前期准备。关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的研究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发表于《中州



学刊》2011年第1期的《建设华夏历史文明重要传承区刍议》；根据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要求撰写的《“中原”的由来及嬗变》，

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肯定性批示；完成了一批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研究相关的省社科规划项目、院重点课题、省政府招标

课题等；在院领导的具体指导下，围绕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形成了“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研究”系

列文章，先后在国内主流媒体发表，引起了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第三，总体架构。主要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一是

关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研究的理论探讨，不仅要解决为什么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如何传承创新

华夏历史文明的问题；二是关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实践层面，主要论述了九个方面的内容。第四，主要特色。一是

对老问题(即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的新探讨，二是对新话题(即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新研究。卫绍生主编的介绍言

简意赅，深入浅出，对与会人员深入理解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的理论与实践很有帮助。 

  河南人民出版社编审、副处长杨光女士作为该书的责任编辑，详细介绍了《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研究》的编辑过程和出版

情况。她说，这是一部关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的较好的、详细的解疑释惑的理论著作，自8月份至11月份运作了两个多月，

既有纵向的考察分析，又有横向的对比研究，封面设计也经过多次的探讨与修改，堪称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出团队的合作精

神，是一部精心打造的兼具理论与实践的学术著作。 

  这次座谈会的专家座谈环节异常热烈。与会的专家学者先后就该书发表了精彩的言论，给予《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研究》

以高度评价。大家一致认为，如何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对于省委省政府和全省人民而言，既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也

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推出的《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研究》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项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更是目

前国内针对如何传承创新华夏历史文明推出的第一部系统性理论著作，是第一个出版的关于中原经济区建设五大功能定位的研究

著作，是河南在文化规划方面的又一个权威读本，既从理论层面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为什么要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

问题，又对如何在实践层面深入推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进行了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与会专

家也就书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交换了意见。 

  最后，袁凯声处长从三个方面对本次座谈会进行了生动的总结。第一，《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研究》一书的撰写和出版，

体现出省社科院试图尽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科研转型、服务社会的努力和探索。第二，各位与会专家坦诚、理性的建议，有助于引

起学术争鸣、学术反思，进而推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特别是关于一些比较棘手问题的处理方法，都为我们学理层

面的论述和实践层面的推动提供了有益帮助。第三，这次座谈会的氛围非常好，很有点学术研讨会的风格，专家们提出的批评建

议见仁见智，体现出学术研讨的民主氛围。总之，以后我们要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将十八大提出的“扎实推进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提升，

为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持续不断地注入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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