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 23日至24日，古都郑
州 迎 来 了 一 场 陶 瓷 界 的 盛
会——“大唐·青花瓷学术研讨
会”（如图）。此次研讨会内容丰
富多样，涵盖学术讨论、青年沙
龙、实地参观调研等环节，吸引
了众多国内外一流专家学者齐
聚一堂，共同围绕唐代青花瓷的
历史溯源、工艺革新、丝路传播
及现代价值等核心议题展开深
度研讨，为中国陶瓷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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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左丽慧 李居正）5月
24日，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
会（以下简称“研究会”）第三届第一次
会员大会在郑州嵩山饭店举办。会议
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和新一届领
导班子，为研究会持续推进中华文明
探源与嵩山文明研究注入新动能。中
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韩建业教授当选
新一届会长。

大会全面总结了研究会第二届理
事会以来的工作：研究会以中华之源与
嵩山文明研究为中心，以课题项目为依
托，以各类研讨活动为抓手，搭建为全
国学界开展研究的开放式平台，推进中
华文明的起源研究，挖掘阐释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7年来，研究会以课题为依托，推
进了 9个重大课题、90个年度课题的
研究，涉及考古、历史、哲学、地质、水
利、华夏文明传承、中原城市历史等领
域。多年来，研究会汇聚了众多国内
外知名学者、顶尖专家，研究成果丰
硕，多个重大项目结项后在全国范围
内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华文明起源
研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新任会长韩建业表示，在今后的
工作中，将在研究会取得的成就基础
上全方位推进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
和早期发展研究。以考古学、历史学

为基础，多学科结合，聚焦研究重点，
推进世界范围早期文明比较研究，为
中华文明史研究拓宽国际视野；开展
文明化进程中不同模式或路径研究，
深入探究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内在规
律；加强中华文明特质和基因研究，探
究中华文明数千年延续发展的原因；
加强中华文化圈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
起源形成研究，探讨文化或族群之间
的交往、交流、交融；深入开展裴李岗
文化研究、仰韶文化研究、中原龙山文
化研究、三皇五帝时代研究、夏文化研
究、商文化研究，探索嵩山和中原地区
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过
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
第三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举行

群英荟萃
共话唐青花学术盛宴

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孙新民、复旦大
学教授沈岳明、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李建毛、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冯小琦等知名专家，以
及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
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扬州博物馆、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郑州大学考古与
文化遗产学院、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景
德镇陶瓷大学等国内外顶尖文博机构、高
校及科研院所的百余位专家学者参与了此
次研讨会。

在学术研讨环节，专家们各抒己见，分
享了各自在唐代青花瓷研究领域的最新成
果与独特见解。思想的碰撞与交流，让与
会者对唐青花的认识更加深入全面。

此外，专家学者还实地参观考察了河
南南水北调博物馆“丝路华章——大唐青
花瓷瑰宝展”、郑州大象陶瓷博物馆“丝路
融合之美——西域来通大唐杯”专题展、巩
县窑遗址、巩义市博物馆等地。近距离观
察唐青花文物及遗址，让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直观的依据。

唐青花：
改写中国陶瓷史的璀璨明珠
作为中国瓷器主流品种之一，青花瓷

以其清新典雅的风格、独特的制作工艺和
深厚的文化内涵闻名于世。长期以来，青
花瓷被认为成熟于元代，但不断出土的考
古发现改写了这一认知。

进入 21世纪以后，“黑石号”沉船唐代
青花瓷盘的展出、巩县黄冶窑遗址的抢救
发掘，以及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郑州
上街唐代墓葬发掘出土的白釉青花瓷塔式
罐，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证实了唐代中晚
期，我国已掌握青花瓷烧制技术，巩县窑生
产的唐代青花瓷，正是青花瓷技艺的源头。

深圳文物考古鉴定所所长任志录表

示，唐青花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巩县窑
作为北方较早的窑场之一，拥有丰富的资
源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在盛唐时期，其
生产白瓷、三彩、黑瓷等多种瓷器的工艺已
相当成熟。晚唐时期，陶瓷技艺、质量及原
材料应用都达到了较高水平，为唐青花的
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时，唐青花也是丝路文化交流的产
物，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中原地区的
匠人们汇聚中外文化优秀元素，创造出了
这一艺术瑰宝。

郑州：
当之无愧的“青花瓷故乡”
1975年，扬州唐城遗址首次出土唐代

青花瓷片，当时学界对其认知尚不明确。
20世纪 80年代，越来越多的白底蓝彩标本
被发现，它们一致将青花瓷的产地指向郑
州巩县窑，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研讨会上，“唐青花是青花鼻祖”“郑州
是青花瓷的故乡”“巩县窑是目前唯一已知
的唐青花产地”等观点引发热烈讨论。巩县
窑是古代巩县（今巩义市）窑场总称，以黄冶
窑、白河窑为代表，创烧了中国最早的白瓷

器，诞生了唐三彩和唐青花，是青花瓷文化

的璀璨起点，展现了唐代陶瓷艺术的巅峰。

孙新民表示，扬州唐城遗址及“黑石

号”沉船文物与巩县窑遗址出土的唐代青

花瓷器（片）完全相同，说明它们均为巩县

窑产品，巩县窑就是唐青花的发源地。巩

县窑遗址多次考古发掘，为了解唐青花烧

造情况提供了丰富实物资料。

河南省文物局二级调研员陈彦堂表

示，郑州地区出土的青花瓷器与学界定义

的青花瓷标准完全吻合，世界上最早的青

花瓷产自郑州巩县窑。青花瓷的诞生是中

国陶瓷界的里程碑式突破，它确立了以钴

料作为蓝色装饰的传统技艺，开创了全新

艺术门类，其展现的蓝色审美不仅源于中

国传统，更对世界审美取向产生了深远持

久的影响。在欧洲的绘画作品和宫廷收藏

中，都能看到中国青花瓷的身影，意大利、

德国、荷兰等地创烧的青花瓷器在造型风

格和图案布局方面也能找到中国青花瓷的

渊源。唐青花作为黄河文化使者，将东方

美学精髓播撒至世界，在朝鲜半岛、日本列

岛、中南半岛、中东及北欧地区，都能看到

其对当地文化的深远影响。

通过窑址考古、文物比对和文献考证，
与会专家一致认定，巩县窑是迄今唯一已
知的唐代青花瓷产地，郑州成为青花瓷技
艺的源头，是当之无愧的“青花瓷故乡”。

研讨会：
开启河南陶瓷文化发展新征程

此次研讨会不仅达成了多项学术共
识，更进一步明确了未来研究方向，为古陶

瓷研究、中华陶瓷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带来

了有利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石自社称此次研讨会是陶瓷界的盛会，也

是全国首次专门为唐青花举办的研讨会，

意义非凡，必然能成为陶瓷界的一个里程

碑。郑州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成果串联起了

大郑州地区的历史脉络，此次研讨会不仅

是对唐青花的研究，更是对郑州历史文化

的深入探讨。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背

景下，河南作为中原地区的核心，可借助瓷

器传统产业与世界对话，推动创新发展。

现有的瓷窑遗址是珍贵的文化遗产，应保

护好、传承好并充分利用好，通过发展文旅

文创产业，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让河南借助

“一带一路”再次闪耀世界。

任志录认为，此次郑州唐青花系列活

动非常重要。不同领域的学者研究存在局

限性，观点也可能存在差异，通过这样的会

议，大家得以相互启发，碰撞出新的思想火

花，将唐青花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唐青

花”学术会议深度交流探讨在国内尚属首

次，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唐青花的认识。

景德镇御窑博物馆荣誉研究员李宝

平也提出，此次郑州举办的唐青花系列活

动对推动学术研究及公众教育和传播具

有重要的意义。“巩县窑是唐青花之产地，

郑州打造‘唐青花的故乡’这一 IP，既明确

突出了时代之早，也避免了可能会有的无

谓争议。”

唐青花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华文

明兼收并蓄的胸怀。“大唐·青花瓷学术研

讨会”完成了一次跨越千年的文明对话。

当郑州以“青花瓷故乡”之名走向世界，这

场研讨会播下的种子，必将在未来绽放出

更加绚丽的文明之花。

本报讯（记者 陈凯）5月 25日，首届郑州市青少年三大球
联赛开幕式在郑州市第九中学体育场举行。未来数月，来自
全市48支队伍的800余名青少年三大球选手，将在足、篮、排
球三个项目上展开激烈角逐，展现我市青少年选手实力和风
采的同时，助力我市三大球人才培养。

作为郑州市竞技体育青少年竞赛体系中新增的一项重
磅赛事，本届郑州市青少年三大球联赛由河南省体育局指
导，郑州市人民政府主办，郑州市体育局、郑州市教育局、共
青团郑州市委员会联合承办。本届联赛实行主客场循环赛，
足球、排球、篮球项目各分为男组和女组。在赛制设置上，足
球采用十一人制，篮球采用五人制，排球采用六人制。参赛
队伍来自郑州市足球、篮球、排球传统项目特色学校。作为
郑州市落实体育强国战略的重要抓手，本届联赛既完善了青
少年三大球赛事体系，又为河南省竞技体育发展储备了优质
后备人才，在联赛中成绩优秀的队伍可推荐代表郑州市参加
省级以上联赛。

近年来，郑州市高度重视青少年体育工作，通过高规格
赛事激发青少年参与热情，弘扬三大球文化。本届郑州市青
少年三大球联赛采用“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办
赛模式。在市体育局、市教育局、团市委的联合承办下，局属
训练单位、各区县（市）体育部门、相关体育协会及学校、俱乐
部共同协办，形成了强大的办赛合力。这种多方协作的模
式，既确保了赛事的高质量举办，又为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探
索了新路径。

作为郑州市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青少年三大球赛事，
本届联赛旨在推动三大球运动在郑州市的普及和发展，吸引
更多青少年参与三大球运动，打造具有郑州特色的三大球联
赛体系，进一步提升郑州市的青少年体育文化氛围，为郑州
体育强市建设注入青春活力。

“大唐·青花瓷学术研讨会”在郑举行

共探唐青花奥秘
推动陶瓷文化传承发展

本报记者 左丽慧 文/图

我市竞技体育再添重磅赛事

首届郑州市青少年
三大球联赛启幕

本报讯（记者 陈凯 文/图）2010年，《河南省体育发展条
例》将每年的 5月确定为河南省“全民健身活动月”。5月 24
日，2025年郑州市全民健身活动月启动仪式暨“共享太极·共
享健康”登封市太极拳健身大赛在登封市市民文化中心举
行，来自社会各界的 500多名体育健身爱好者汇聚“武术之
乡”，用矫健的身姿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展示体育运动带
给他们的激情、活力与健康。

本次活动由郑州市体育局、郑州市体育总会、登封市人
民政府主办，郑州市社会体育指导员协会、登封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承办。活动中，市民代表宣读了全民健身倡议
书，呼吁大家从自身做起，以实际行动践行健康理念，与家
人、朋友共同参与，形成“全民健身 你我同行”的良好风尚。

活动现场，不同年龄、不同爱好的健身爱好者，你方唱罢
我登场，分别展示了少儿花样篮球、广场舞、健身操舞、武术、
健步操、广播体操等，用轻盈的动作和灿烂的笑脸，诠释出

“动起来·郑精彩”的魅力。“我们都是利用早上上班之前，或
者送孩子上学之后抽出时间锻炼一会儿，锻炼项目有太极
拳、太极剑、太极扇等。”年近六旬的张大姐坚持锻炼已经 8
年，感觉锻炼不仅有益身体，也平和了心性，“健康的体魄带
来了积极、乐观、自信的心境，曾经急躁的脾气也好多了。”

今年全民健身活动月期间，郑州市除了举办一系列群众
喜闻乐见、参与度高、覆盖面广的全民健身活动外，还承办了
第十五届全运会群众比赛网球项目（单项）预赛，既是全国群
众体育风采的展示窗口，也是我市“以赛引人，以赛育产，以
赛惠民，以赛兴城”发展理念的具体实践。接下来，全市各级
体育部门还将继续加强全民健身与文旅、卫健、科技、乡村振
兴等领域融合发展，举办“全民健身+”系列赛事活动，进一步
拓展全民健身覆盖领域，丰富全民健身活动内容，积极构建
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全民健身活动月
绿城涌动健身潮

健身爱好者在进行太极拳展示

本报讯（记者 秦华 文/图）粽叶飘香传古韵，书香雅趣话
端阳。5月 25日，由河南省图书馆主办的“艾香书韵·端午雅
集”活动在健康路馆区举行，带大家共同度过了一场沉浸式
的传统文化盛宴。

活动通过非遗技艺体验、民俗互动、诗词雅集等形式，吸
引了众多读者参与，其中既有身着汉服的青少年，有结伴而
来的银发家庭，也有预约而来的“自闭症”青少年群体。

活动以郑东新区艺术小学学子的诗朗诵《一岁一端阳》
开场，孩子们清脆的童声演绎，把端午意象与当代生活巧妙
勾连，引发全场共鸣。“端午诗词大挑战”游戏中，参与者通过
飞花令、诗句接龙等形式比拼文化储备，现场书声琅琅，古韵
悠长。“端午文化大挑战”更是妙趣横生，大家争先恐后，跃跃
欲试。来自苏贝特乐萌艺术团的文化志愿者演奏的《我的祖
国》，更是把活动推向高潮。

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成为活动最大亮点。在“五彩丝
缠·岁岁祯祥”环节，非物质文化遗产“编织技艺”传承人手把
手教授读者编织象征吉祥的端午五彩绳，吸引数十名年轻人
驻足学习。另一侧的“五毒祛疫·剪纸纳吉”活动区，非遗剪
纸艺术家曹惠贞以剪刀为笔，在红纸上勾勒出栩栩如生的

“五毒”图腾。不少家长带着孩子一同体验，将驱邪纳福的剪
纸作品带回家。在“端午手作”专区，非遗香囊制作、艾草花
束 DIY等环节让读者化身“手作达人”。读者在非遗香包传
承人王彩红的指导下，将艾草、薄荷等中药材装入素绢香囊，
既体验传统药理智慧，又收获实用文创。

众多汉服爱好者成为活动现场一道流动的风景线，他们身
着传统服饰穿梭其中，在“端午记忆·祝福墙”上写下“岁岁安
康”“家国同源”等寄语，或手持艾草花束与漆扇合影留念。

该馆特别设置的“集章打卡”机制，让读者通过参与不同
活动收集专属印章，换取端午书香小文创，进一步激发参与
者热情。此外，“雄黄点额”仪式重现传统祈福场景，传递驱
邪避疫的美好寓意。

活动当天共开展非遗体验 12场次，通过场景化、年轻化
的表达，让图书馆成为传统节日文化活态传承的“客厅”。未
来，河南省图书馆将持续探索这种非静态阅读的模式，让更
多人感受中华文脉的温度。

传统文化与现代书香交织

“艾香书韵·端午雅集”举办

本报讯（记者 陈凯 刘超
峰 文/图）5 月 24 日，2025 年
361°儿童全国跳绳大赛（郑州
站）在郑州二七杉杉奥特莱斯
购物广场激情举行。来自河南
省内外的近千名小选手欢聚郑
州，切磋交流以绳会友，展现跳
绳运动的风采和魅力。

本次郑州站的比赛按照参
赛选手的年龄分为幼儿组、小
学 1～3 年级组、小学 4～6 年
级组，竞赛项目设有 30秒单摇
跳（普通组）、30 秒单摇跳（精
英组）、30 秒双摇跳等项目。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从 郑 州 走 出
去的跳绳世界冠军杜婷婷也
携中国跳绳队队友来到郑州
站 比 赛 现 场 ，与 参 赛 小 选 手
们进行热情互动。她的个人

“花样秀”更是燃动全场，引来
参赛小选手和观众的阵阵掌声
和欢呼声。

据了解，作为中国跳绳国
家队战略合作伙伴，361°儿童
自 2023 年起打造全国跳绳大
赛这一全国性赛事 IP，该项赛
事目前已在国内数十个城市掀
起跳绳热潮，累计吸引 20余万
青少年参与其中。今年是该项
赛事第四次在郑州举办。

与以往相比，参加今年赛
事郑州站比赛的小选手不仅
人 数 众 多 ，而 且 水 平 也 非 常
高，“我们希望能通过这次比
赛以及各地市的分站赛，从河
南全省选拔出优秀苗子，为中
国跳绳队挖掘更多优秀后备
力量。未来，我们推广的全民
健 身 活 动 不 仅 仅 是 跳 绳 ，跑
步、足球、篮球和羽毛球等项
目也都在推广，希望更多的青
少年儿童能从参与运动中找
到健康和快乐。”赛事主办方
负责人说。

近千名小选手聚郑以绳会友

这场全国跳绳大赛
跃动“天地之中”

本报讯（记者 李居正）5月 25日，2025年全国文物行业
职业技能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在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拉开
帷幕，来自全省各地市文博单位、职业院校、企业单位共计
140名选手参与比赛。

本次大赛以“保护文化遗产 弘扬工匠精神”为主题，赛事
由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南省总
工会主办，河南博物院（河南省博物馆学会藏品保护专委
会）、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承办，旨在推动河南省文物行业
高技能人才培养，把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助力新时代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省级行业一类赛，本次选拔赛是河南省文物行业规
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职业技能竞赛。选拔过程既有理论考
核也有现场实操，全方位考验选手对文物知识的掌握情况与
动手实操的修复水平。选拔赛设有金属文物修复师、陶瓷文
物修复师、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木作文物修复师、泥瓦作文
物修复师、考古探掘工共计6个项目。

赛场中，既有“木作文物”考场上参赛选手将铁锯奋力抽
动于木块之间，也能看到“纸张书画文物”修复师们小心翼翼
地张开宣纸，准备下一步的修复工作。在“陶瓷文物修复”实
操考场，来自河南博物院的参赛选手告诉记者，文物修复是
一门技术活，对于陶瓷修复而言，需要对其进行清洗、粘贴、
加固、打磨、上色等程序，最大程度保护并还原瓷器原貌，延
长其存续时间，才能传承并保护好这些文化瑰宝。

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
大赛河南省选拔赛开幕

杜婷婷在郑州站比赛现场进行表演

市民热情参与“集章打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