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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郭韬略 刘超峰）一场时隔三年
后的老友谋面，虽然火花四溅却也精彩不足。昨日在海口进
行的中超联赛第五轮的一场比赛中，河南嵩山龙门与长春亚
泰苦战90分钟，谁也奈何不了对方，最终0∶0握手言和，嵩山
龙门延续了三轮的连胜势头被对手就此遏制。

本场比赛嵩山龙门主教练哈维尔进行了开赛以来最大
幅度的轮换，相比上一场在首发中更换了5名队员，阿德里安
被雪藏，由黄紫昌和多拉多、卡兰加在前场组成攻击线，迪力
穆拉提和马兴煜都是赛季第一次首发。另外，压哨加盟的门
将石笑天顶替了王国明，第一次代表嵩山龙门出场。

之前已经连续三年没有碰过面的嵩山龙门和长春亚泰，
一交手就火药味儿十足，开场还不到 8分钟，就出现了 3次队
员在拼抢中受伤倒地的情况。不过，之后的比赛激烈有余而
精彩不足，双方都把重点放在了抑制对手方面，再加上海口
闷热的天气因素，使得比赛节奏缓慢而且频频中断。

在连续两次因伤被动换人之后，在第 70分钟，哈维尔一
口气换上阿德里安、钟晋宝和韩东，试图利用最后 20分钟让
局面有所改观，但多拉多被换下，少了一个攻击点，而连续出
场的卡兰加这时候也明显力竭，并没能实现预定目标。

本报讯（记者 秦华）日前，郑州市 2022年文化创意设计
大赛官方网站正式上线，社会各界从事文化创意设计的个人、
企业和社会团体以及高校大学生，可通过官网页面（www.
zhengzhoucci.com）进一步了解参赛内容和赛事动态，并通
过报名通道提交报名信息。

郑州市2022年文化创意设计大赛由市委宣传部主办，郑报
多媒体公司承办。大赛以“逐梦黄河、创领未来”为主题，以黄河
文化资源为依托，旨在汇聚优秀文化创意设计，打造文化元素与
现代科技、艺术价值与实用价值、创意设计与市场需求相结合的
独具黄河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以更加丰富的比赛内容，更加
创新的活动方式，加快推进“设计郑州”建设，讲好“黄河故事”

“郑州故事”，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提供良好社会氛围。
郑州市 2022年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官方网站主要包括大

赛简介、赛事动态、我要报名、文创资讯等板块，可以让民众全
方位地了解大赛信息和最新动态。随着大赛日程逐步推进，
还将陆续推出作品展示、网络投票等板块，让优秀作品获得更
多的曝光量和关注度。同时，大赛的微信公众号和抖音账号
（均为“郑州文创”）也同步启用，广大市民可以通过不同平台
相互关联，关注大赛，了解大赛，参与大赛，为提升赛事热度、
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国
梦凝聚精神力量。

郑州文创大赛
官网正式上线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者从河南省游泳赛艇皮划艇
运动中心获悉，在当地时间 6月 19日结束的 2022年赛艇世
界杯波兰波兹南站比赛中，河南姑娘吕扬搭档国家队队友发
挥出色，勇夺女子四人双桨项目的金牌。此外，中国赛艇男队
还将本站比赛男子四人双桨项目的金牌收入囊中。

据了解，在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东京奥运会女子四人双
桨冠军吕扬、崔晓桐和陈云霞，与参加东京奥运会四人单桨项
目的鲁诗雨组成中国队，以6分 30秒 68夺得冠军。瑞士队获
得亚军，荷兰队获得第三名。

在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站夺得男子四人双桨项目桂冠的
臧哈、伊绪帝、刘治宇、阿迪里江·苏里坦四人继续携手出战，
决赛一开始就展现出了实力一直处于领先，最终以 5分 58秒
44的成绩摘得金牌。

赛艇世界杯波兰站收官
河南姑娘携手队友夺冠

0∶0战平长春亚泰
嵩山龙门终止连胜

6月19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2022年世界游泳
锦标赛花样游泳女子双人技术自选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柳懿/
王芊懿获得金牌。 新华社发

炎炎夏日,正是游泳的大好时光，我市多家游泳场馆利
用暑期组织了游泳培训班。昨日，向上体育首期游泳暑期
培训班在郑州师范学院向上游泳馆开启，200多名游泳爱好
者在教练指导下认真学习游泳技能。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摄

（上接一版）现在，让我们把视线放得
更远、更广，看看中原地区是如何形成更为
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
最终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一）距今 6000 年左右，
中原核心区强烈扩张形成文化
上的早期中国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成果显示：距今
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及西辽河等
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 5300年前
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了文明阶段；
距今 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
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
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

以往国内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原的中心
地位是从夏代才开始形成的，入选 2020年
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百年百大考
古发现的双槐树遗址，实证了河洛地区在
距今 5300 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
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
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的
空白，也以考古学的实证材料表明，以双槐
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是黄
河文化之根、华夏文明之魂。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
授韩建业在 2021年出版的《中华文明的起
源》一书中指出：“文化上早期中国的萌芽
和中国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8000多年
以前。距今 6000年左右，由于中原核心区
的强烈扩张影响，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正式
形成。距今 5000年左右，不少地区已经站
在或者迈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进入早期
中国的古国时代。距今 4000年左右的黄
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地区实力大增，长
江中下游地区全面步入低潮。距今 3800
年以后，以中原为中心，兼容并蓄，海纳百
川，形成了二里头广幅的王权国家或夏代
晚期国家，中国文明走向成熟。”

韩建业研究提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
东方模式、北方模式和中原模式。

东方模式覆盖区域以黄河、长江下游
为核心，还延伸到长江中游和西辽河流域；
北方模式覆盖区域以黄河中游为核心；中
原模式覆盖区域包括晋南、河南大部、河北
中南部在内的中原地区及西北的甘青地
区。三种模式的覆盖区域无可避免地在中
原交叠。

北方模式从表面上看比较迟缓、落后，
但却与较严酷的自然环境相适应，可以在
很大程度上避免资源的过度浪费，而能量
的有效蓄积也显然更有利于长期的发展。
东方模式虽然显得技术先进、发展迅速，但
却容易使社会养成铺张浪费、坐享其成、不
思进取的风气，并不见得利于长远的发展。

中原模式则兼采二者之长：存在一定
的社会地位差异但不强调贫富分化，社会
秩序井然但不靠严刑峻法，生产力逐步提
高但不尚奢华，关注现实而不是沉溺于宗

教，依靠血缘关系，重视集体利益，不疾不
徐，稳中求健，终于发展到二里头文化所代
表的成熟的文明社会——晚期夏王朝阶
段，而东方模式和北方模式在互相借鉴对
方许多优点后，其主体成分为后来的商和
先周社会分别继承。

（二）嵩山文化圈：南来北往，
东播西传，都难以越过中原沃野

“自成序列、连续发展是以嵩山地区为
核心的中原文明形成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

特征。这一特征随着近年来一系列重大成

果的问世而变得越来越清晰。”河南博物院

副院长张得水介绍说，嵩山南麓的许昌灵

井遗址；嵩山北麓的荥阳织机洞遗址；嵩山

东麓的郑州老奶奶庙遗址，新密李家沟遗

址，新郑裴李岗遗址、唐户遗址，郑州大河

村遗址、西山遗址，荥阳青台遗址、点军台

遗址的一脉相承，充分展现了以嵩山地区

为核心中原文明的连续性。

“尤其是大河村遗址，考古发现仰韶

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一

脉相承，延续发展下来，时间长达 3300多

年，构成了嵩山地区远古文化发展的完

整链条。”张得水表示，而豫中西部嵩山

地区的龙山文化，则是直接由大河村类

型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主要分布在嵩山周

围的伊、洛、颍、汝河流域。登封王城岗、

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禹州瓦店、荥阳大

师姑、郑州东赵等一系列城址的发现，展

示了进入文明时代前后嵩山及其周围地

区波澜壮阔的历史。

“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直到唐宋时期，

嵩山地区始终处于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

的核心区域。文献记载的有夏之居，禹都

阳城，后迁阳翟；夏启有钧台之享，夏都斟

鄩等，均在嵩山文化圈范围之内。传说中

的夏朝都邑和一些重大史事大多同这两个

地区有关。商汤灭夏，分别在‘夏墟’之地

嵩山东麓和北麓建立都城，即郑州商城和

偃师商城。而位于嵩山西麓的洛阳成周遗

址、东周王城遗址，分别是西周的东都洛邑

和东周国都。”张得水说。

谈及夏商周三代为何将嵩山地区作为

统治中心，张得水分析说，既有政治上的意

图，也有经济上的目的。从政治上是“宅兹

中国，自兹乂民”，而在经济上则是要达到

“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理均”。有各方诸

侯的进贡，又能够牢牢控制全国的资源，如

铜矿、盐矿等，所以又成为经济的中心。这

样就有足够的实力，在文化上对周围地区

以影响，从而成为文化的中心。

“也正是因为此，在三代时期奠定了华

夏礼乐文化的基石。尽管有所谓的三代

‘革命’，出现了政权的交替，但一脉相承的

礼乐文化在这一地区没有中断，反而有‘殷
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礼乐文化随着华

夏共同体的不断扩大而进一步得到发展。
到了周代，礼乐制度走向成熟和完备。一
个以礼为核心的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已经
形成。”张得水表示，虽然说在春秋以后，夏
商周三代古礼遭到了破坏，但它的影响却
是根深蒂固的，“从某种意义上，它影响着
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文明道路”。

（三）中原文明开放、包容，
不断汇聚与吸收四周文化精华

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是二里头夏
都遗址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这种铜牌
饰除了在偃师二里头遗址有较多发现外，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甘肃天水等地也有发
现，是夏商时期中原与这些地区文化交流
的物证。

据地质与地球物理学专家周昆叔考
证，围绕中原地区，我国中部自古便形成了
绵延不断的豫西、关中东西向与伏牛山、嵩
山、太行山东麓南北向十字形的交通要道
与文化古道，横向呈一条东起开封及中经
郑州、洛阳、三门峡而达西安的长约 600公
里的廊道，且自东向西有伊洛河、畛河、涧
河、青龙涧、苍龙涧、弘农涧、沙河、阳平河、
渭河等与黄河贯通，纵向在嵩山、伏牛山、
太行山的山前形成了长达 1000多公里的
南北向古今交通要道，这个十字要道不仅
促进了古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而
且对于文化的传输和交流更是发挥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要道沿线至今保存着大量的
历史文化遗存，足以说明以中原地区为中
心的中国境域内古文明的发展历史是多么
的鲜活与丰富。

“包容性、融合性是郑州地区文化的特
点。以嵩山为中心，郑州地区乃至中原文化
发展中，文明的碰撞、民族与文化融合构成
了历史的主旋律。而且这种交流与融合，一
开始就是双向的，既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吸
收，同时又以其核心的地位影响四周。可以
说，这种文化与文明的互动，贯穿于社会发
展的全过程。”郑州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涛对此进行了列举。

早在旧石器时代，嵩山地区就成为南
北的通道和东西方迁徙的中心，因此在发
展的过程中吸收了南方砾石工业、华北小
石器工业、石叶工业和细石叶工业的因素，

形成了交流融合明显又自成一体的特点。

新石器时代，从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

化、龙山文化，均有周边文化的进入和影

响。比较明显的例子，如以郑州地区为核
心分布区的裴李岗文化和河北境内的磁山
文化，二者既有相同的因素，又表现出明显
的不同，反映出文化间的互相交流、互相影
响、互相融合。

仰韶文化晚期，在嵩山地区大约同时
有来自于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文化和海
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因素的融入。含有屈
家岭文化遗存的遗址，在嵩山地区如郑州

大河村、荥阳青台等，大都与仰韶文化晚期
遗址共存，典型器物有盆形鼎、高圈足杯、
簋、圈足豆、双腹碗等。

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主要分布在豫
东地区，但其影响同样抵达嵩山地区。如
新郑唐户、荥阳点军台、郑州大河村遗址
等，曾出土有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如背
壶、盘形豆、平底或圈足尊、盉等，这一时期
的仰韶文化也同样吸收了来自东方的大汶
口文化因素。

“东方大汶口文化的西渐和南方屈家
岭文化的北进，充分表现出以郑州为中心
区域的中原文化的包容性、融合性。嵩山
地区特殊的地位优势和文化传统，在兼容
并蓄的基础上，促进了中原王朝文明的诞
生。逮至商周，文明中心地位的确立，使得
嵩山地区具有更加广阔的视域，获取周边
地区的资源和文明成果，最终在‘三代之
居’的河洛之间，形成璀璨的中国早期文
明。”刘涛总结说。

（四）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在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
生命力

嵩山地区作为“天下之中”，在文明的
起源与发展过程中，汇聚四方能量，吸收周
边文化之精华，如车辐集中于车毂的“辐
辏”现象。这不仅仅体现在周边区域，范围
之广令人惊叹。

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彩陶，其中有我们
非常熟悉的仰韶文化白衣彩陶钵，对比马
家窑文化彩陶盆，可以直观地看出，后者受
到前者的强势影响。主要分布于甘青地区
的马家窑文化，是中原与西亚彩陶交流互
鉴的重要见证。两大彩陶发源地各自影响
了广阔的区域，并在双方影响所及的边缘
地带发生了一定程度的相互借鉴。

自古以来，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和地
中海沿岸地区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
麦、马车、冶铜术、玻璃器等的东传，粟和
黍、丝绸、瓷器等的西渐，沟通中西贸易与
文化交流的玉石之路，这些都成为汉以后
丝绸之路的萌芽与先导。

中原沃土强大的包容力、融合性，使得
这种吸收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在同
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中原文明兼收并
蓄、博采众长，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比
如由西方传入中国的冶铜术。

冶铜术出现在西亚的时间不晚于距今
7000年，而中原地区最早出现的铜制品是
在距今 4000 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中原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陶范铸造，大
量用于铜礼器的制作，进而形成了一个辉
煌的青铜时代，将冶铜术的发展提升到了
一个新高度。

又如玉器。在史前时期，尤其是在仰
韶文化到龙山时代，当周边地区纷纷呈现
出玉文化繁荣的时候，在河南玉器似乎并
没有引起人们过多的关注。只是到了二里
头文化时期，才大量出现玉器。牙璋作为
二里头文化典型的玉礼器，随着二里头文
化的扩张，将王权礼制的影响辐射到南中
国和更广大的区域。二里头牙璋传播的模
式，反映出广域王权制度在东亚数千公里
范围内的波及，也印证出二里头政权成为
此广域政治核心的代表。

封闭和固化会导致落后和灭亡，开放
和交流才能让文明之花开得更艳。数千年
来，位居“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历经母亲
河的洗礼，赋予了郑州这座城市“华夏源
黄河魂”的精神文化内核。文明的辐辏与
辐射，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使这座古老而现
代的城市，富含文化的给养，成为新时代大
河文化之都奋力前行的基石。

新时代的郑州地区是我国铁路、公路、
航空、通信综合交通枢纽，居全国交通之十字
要冲，具有贯通东西、连接南北的战略地位。

随着 6 月 20 日济郑高铁濮郑段的开
通，郑州更是成了全国首个拥有“米”字形
高铁网的城市。素有“中国铁路心脏”之称
的郑州，从此将以全国特等客运站郑州车
站、“米”字高铁枢纽郑州东站和郑州航空
港站为引擎，带动“米”字形高铁网络在全
国高铁路网中发挥强劲作用。

到“十四五”末，郑州公路项目全部建
成后，全市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超过 810
公里，路网密度达到 11公里/百平方公里，
居全国前列，实现“都市圈 1小时通达、市
域范围内 15分钟上高速”的目标，形成“两
环多放射”高速公路路网格局。

以新郑国际机场为中心的航运线路通
达全国，乃至其他国家和地区，形成我国交
通网络的主要枢纽。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
者，必浚其泉源。”我们从蒙昧混沌中走来，
裹挟着先人的珍贵记忆，薪火相传。优越
的地理环境、古老而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
以及当今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
决定了郑州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使命。
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凝聚前行之信心
和力量；奋楫笃行，传承大河文明，践行发
展之责任与担当！

郑报全媒体记者 苏瑜 文 资料图片

“九问溯源 奋楫笃行”第八问

稳居“C位”到底有多重要？

位于嵩山北麓的荥阳织机洞遗址

郑州大河村房屋基址

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双连壶

新密新砦东城墙解剖沟

新郑望京楼遗址出土的夏代铜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