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
传承好、传播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
考察时关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
重要指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创新指明了方向。河南省委书记刘宁
强调，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融合好悠
久历史和现代文明，讲好历史文化故
事、根亲文化故事、名人文化故事、豫菜
文化故事、革命文化故事、山水文化故
事、乡村文化故事，把故事讲出品位、讲
出特色、讲成经典，推动文化繁荣兴
盛。郑州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会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南及郑州工作高度
重视，今年 5月 19日至 20日莅临河南
考察并在郑州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两
高四着力”重大要求，具有极强的政治
性、战略性、指导性和针对性，要当标
杆、做示范，立足实际、强化支撑、系统
推进各项工作，在着力推动文化繁荣兴
盛上奋勇争先，加快建设全景式文明展
示体系，讲好郑州文化故事。

郑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居天地
之中，地处华夏文明起源的核心地带，
历史文化资源十分厚重，历史文化名人
资源禀赋突出，但在保护利用过程中还
有制度体系存在政策洼地、协同治理陷
碎片化困局、宣传内容形式单一等问
题。本文通过现状梳理、问题剖析，提
出以“树牢保护意识—做好传承挖掘
—创新传播模式”为核心的优化路径，
建议通过建立健全协同机制与制度体
系、孵化打造名人文化名片和品牌、开
发AI导览、构建沉浸传播矩阵等策略，
将名人文化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助力
郑州擦亮“天地之中、黄帝故里、功夫郑
州”的城市品牌。

一、郑州历史文化名人资源概况
郑州作为中华文明 5000余年绵延

不断的核心见证地，以完整连续的考古
学文化序列构建起人类文明发展的时间
坐标。织机洞遗址揭示 10万年前古人
类穴居痕迹，新密李家沟遗址出土的距
今 1万年的陶器与磨制石器，裴李岗遗
址（距今 8000~7500年）实证农业体系
形成，大河村遗址（距今6800~4800年）
彩陶纹饰展现仰韶文化鼎盛期艺术成就，
双槐树遗址（距今5300年）北斗九星遗迹
印证“河洛古国”的礼制雏形；登封王城岗
遗址（距今4100年）夯土城垣与青铜礼器
残片指向早期国家形态；商城遗址（距今
3600年）周长 7公里的城垣与青铜作坊
群，完整呈现商代都邑建制。这些构成了
完整的文明演进链条，是对华夏文明孕
育、创新、发展的全景展示。

从远古到近代，不同时期都在这里
留下了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文化资源，
历史文化名人资源更是丰富并且多元，
涵盖政治、思想、文学、科技等多个领
域。存在着为数众多的与名人相关的历
史遗迹（故居、故里、墓地碑刻、历史遗
物、生活工作学习游历地等）、纪念场所、
名人笔下的山川风貌及名人命名的风景
名胜等实体资源，也广泛流传着与名人
相关的生平事迹、传世作品、学说思想及
逸闻趣事等。郑州这些跨越古今的历史
文化名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始祖王侯先贤
黄帝生于新郑轩辕丘，被尊为中华

民族的“人文始祖”，其治国思想与统一
功绩奠定华夏文明基础。伏羲推演八
卦、嫘祖种桑养蚕、许由洗耳隐居、大禹
治理洪水，登封王城岗遗址印证“禹都
阳城”的历史记载。“桓”“武”“庄”三公
苦心经营使郑国成为春秋初期霸主之
一，子产、申不害等贤臣变法图强。之
后的历朝历代的政治舞台上也都活跃
着郑州人的身影。荥阳郑氏，汉朝至隋
唐时期的名门望族，在南北朝北魏时
期，与范阳卢氏清河崔氏、太原王氏并
称为四姓，唐代荥阳郑氏有 12位宰相，
为“七姓十家”之一。郑州上街马固王
氏，北宋时五代在朝为官，仁宗、英宗、
神宗三朝，王博文祖孙三代同仕枢密
使，王畴九子进士及第，被誉为“三朝枢
密院，九子进士公”。

近代，有韩风楼、董天知等爱国将
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郑州
人追求理想和进步的英雄赞歌。1923
年，林祥谦在郑州领导罢工时被捕就
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牺牲的烈士代
表，其抗争精神推动了中国工人运动发
展。布衣将军冯玉祥两次主政河南，曾
主导建设碧沙岗烈士陵园，其军事与政
治活动深刻影响中原政局。

（二）文学艺术巨匠
《诗经·国风》中，《郑风》有 21首，

是十五国风中存诗最多的。这些音乐
诗歌文化，为郑州地区奠定了深厚的
文化底蕴。其后至唐宋时期，郑州更
是涌现了以“云霞出海曙”的工整对仗
奠定近体诗格律的杜审言、“以“三吏
三别”等“诗史”镌刻时代苦难的“诗
圣”杜甫、承袭平民视角让《长恨歌》
《琵琶行》传唱四海的“诗魔”白居易、
在《锦瑟》的朦胧意象中发展出东方象
征主义的李商隐、以《竹枝词》融合民
歌清新与文人哲思的刘禹锡、以“诗书
画三绝”诠释中原文化多维创造力的
郑虔、以《夜上受降城闻笛》写尽征人
哀思的中唐边塞诗人李益、以《小儿垂
钓》展现田园意趣的胡令能、开创中国
悼亡题材的西晋美男子与文学家潘岳
等一大批文坛巨匠。

近现代，豫剧大师常香玉响应抗美
援朝号召，率香玉剧社全国巡回演出半
年，辗转 6省 23市演出 180 余场，用演
出的全部收入捐赠“香玉剧社号”战斗
机，其创排的《花木兰》唱段以“谁说女
子不如男”的铿锵之音激发全民爱国热
忱，被国务院追授“人民艺术家”荣誉称
号。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魏巍，以
文学记录时代精神，被一代代青年人阅
读、熟知，“最可爱的人”成为志愿军代
称，彰显其跨越世纪的精神感召力。

（三）学术科技先驱
列子本名列御寇，是介于老子与庄

子之间道家学派承前启后的重要人
物。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
为，归同于老庄，创立了先秦哲学学派
贵虚学派（列子学）。郑国人申不害是
战国晚期百家争鸣中法家的代表人
物。他能言善辩，大力推进“术”治，进
行军事改革，鼓励百姓开垦荒地，重视
手工业的发展，使韩国实力显著增强，
出现了“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
者”的局面。战国时期韩国人韩非子，

从道家、法家甚至儒家中广泛汲取营
养，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
到的“势”集于一身，并且将老子的辩证
法、朴素唯物主义与法融为一体，终集
大成于一身，成为秦一统六国帝业的有
力推手。

历史上的郑州在科技领域同样熠
熠生辉。西晋时，巩义人嵇含是世界
上最早的植物学家之一，著《南方草木
状》，记载岭南地区 80 余种植物的形
态、用途，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分类
学专著，比西方同类著作早 1000 余
年。北宋时，李诫一生为朝廷建筑事
业奔波，积累了大量建造经验，编传世
巨作《营造法式》，是中国古籍中最完
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集历代建筑
之大成，在我国建筑史上具有划时代
意义。

（四）商业精神典范
春秋时期郑国商人弦高，以“智退

秦师”之举名垂青史。他行商途中遇
秦军偷袭郑国，当机立断假传君命，以
十二头牛犒劳秦军，使其误判郑国已
有防备而退兵。这一壮举被载入《左
传》《吕氏春秋》，被后世誉为最早“豫
商之魂”，其“谋利不忘家国”的精神至
今仍是郑州商业文化中“义利并重”的
核心基因。

至明清时期，巩义康百万家族将商
业智慧推向巅峰。其鼎盛时产业横跨
豫、陕、鲁三省，拥有“马跑千里不食他
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的庞大商业
网络。康家以“留余”哲学立世，第七代
家主康应魁 75岁寿宴上焚毁乡邻万两
欠债，践行“留余于天，留余于人”的家
训。现存 1300 余间房舍的康百万庄
园，不仅是中国三大庄园之一，更以“留
余匾”“三上成文”等典故，生动诠释了

“重信守义、富而好德”的儒商风范。
二、郑州历史文化名人保护利用的

现状与存在问题
历史上，郑州地区人文荟萃，英才

辈出。这些杰出人物活跃在政治、思
想、文化、艺术、科技、商业等各个领
域，以故居、祠墓、著述、轶事等多元形
式，构建起丰富的文化遗产体系，留下
了众多可供开发利用的珍贵资源，包
括名人故居、名人纪念馆、名人墓地、
名人主题公园广场等多种资源类型。
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这些中华文化
瑰宝，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
文化自信的责任所在，也是郑州推进
现代化建设的力量所在，意义重大、使
命光荣。近年来，郑州在名人文化保
护研究、文旅融合、宣传传播等方面开
展了扎实有效的工作，但也存在一些
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保护利用现状
1.保护研究方面。郑州市现存 41

处名人文保单位，其中被列为全国重点
文保单位的有 6处，被列为省级文保单
位的有 9处，被列为市级文保单位的有
26处。2008 年，郑州市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郑州市社会科学院的宫银峰等出
版《郑州古代名人》，书中对近 50位郑
州古代历史名人的生平、功绩、思想文
化特点、地位和作用等进行了系统的研
究。2020 年，河南省政协原副主席张

广智出版散文集《郑州 郑州》，书中既有
对郑州地理风貌、文化古迹的介绍，也
有对出生于郑州或在郑州留下重要活
动轨迹的历史名人，如唐代诗人杜甫、
白居易、李商隐、刘禹锡，明朝中期内阁
首辅高拱的详细介绍。

2.文旅融合方面。通过“科技赋
能+文化活化”双轮驱动，构建沉浸式文
旅体验新范式。国家4A级景区黄帝故
里以“根亲文化”为核心，利用先进的
声、光、电科技手段实景演出的《黄帝千
古情》，动态演绎“仓颉造字”“嫘祖始
蚕”等史诗篇章，向世界展示黄帝文化、
中原文化、黄河文化的独特魅力。巩义
市深耕“诗歌+”文旅融合模式，自 2015
年起连续举办十一届“杜甫故里诗歌
周”，大力弘扬杜甫文化，创新推出“诗
圣足迹”研学线路，串联杜甫陵园、康百
万庄园等节点，推动杜甫故里景区跻身
中原研学旅行首选地，杜甫故里景区的
知名度、影响力不断提升。

3.宣传传播方面。2021年，郑州市
委宣传部组织拍摄郑州城市生态影像
片《天地之中是吾乡》，以诗圣杜甫为蓝
本，讲述了杜甫一代诗圣的故事。破了
狭义城市宣传片框架，将对城市的宣传
主题延展至一座城的精神文化层面，透
过杜甫的价值思想和古今同样的精神
追求，传递出千万郑州人仁爱、豁达、兼
济天下的千年精神传承。凭借杜甫 IP
的世界影响力、中华传统的文化基因、
文化情怀和东方美学的感染力，这部独
树一帜的城市生态影像片在全球引起
热烈反响，赢得了无数人的点赞，为观
众带来了一场浸润中华民族的血脉、精
神基因且符合当代审美价值的世界级
文化追溯之旅，进一步提升了郑州的影
响力。

（二）目前存在问题
1.认知缺位，保护体系存在政策

洼地。对历史文化名人资源的重要
性认识不足，尚未构建专项保护利用
的制度体系。现有文物保护类法规
仅覆盖文物类遗迹（如杜甫陵园、李
诫墓），而数量更多的非文物类资源
（如列子传说地、潘安故事发源地等）
处于制度真空。在《郑州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规划（2020—2035 年）》和《郑
州市“十四五”文化广电和旅游发展
规划》等文件中都未对郑州历史文化
名人资源的保护、传承、传播做出系
统全面的规划，在城市规划建设中也
未能有效地融入能够彰显郑州地域
特色的名人文化要素。

2.资源分散，整合力度不够。郑州
名人资源天然存在空间分布碎片化的
特点，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地理格
局，这严重制约了名人文化资源的整体
效能释放。例如“唐诗之路”需串联巩
义（杜甫）、荥阳（李商隐）、新郑（白居
易），但因空间联动不够，未将分散资源转
化成连续性名人文化带。

3.传播乏力，宣传内容形式单一传
统。现有传播体系主要依赖传统媒介，
过度集中于节庆活动（如黄帝拜祖大
典）与主流媒体报道，新媒体平台原创
内容占比较少，短视频、直播等轻量化
传播形式开发滞后，难以适配数字时代

需求。宣传内容多为单向输出，缺乏用
户共创、沉浸式交互等参与式传播设
计。未与影视、游戏、动漫等产业深度
融合，郑州名人 IP 衍生内容稀缺。此
外，社会参与机制不够，公众常态化参
与渠道缺失，导致文化软实力输出效能
亟待提升。

三、郑州历史文化名人保护、传承、
传播工作的对策建议

（一）树牢保护意识，建立健全协同
机制与制度体系

一是加快制度法规体系构建。加
大对历史文化名人资源的保护力度，在
已有城市文化建设政策的基础上，制定
出台《郑州市历史文化名人遗址遗存保
护办法》和《郑州市历史文化名人资源
开发利用实施方案》等，明确非文物类
遗迹的认定标准与保护细则，进一步完
善历史文化名人资源保护机构、开发利
用制度、人才培养、经费保障等各项管
理机制，设立专项保护基金，建立分级
分类管理体系。

二是做好文化地理空间规划。构
建“一核引领、双轴联动、三带协同、多
点激活”的名人文化空间战略。以商城
遗址为核心，联动省博物院等打造“最
早中国”文化地标。黄河、嵩山双轴联
动，沿黄河文化轴布局“诗画黄河”景观
带，沿嵩山文化轴建设“天地之中”研学
走廊。黄帝文化带、法家思想带、唐宋
诗韵带，三带协同。李诫故里、列子思
想、潘安传说等多点激活，形成“一县一
IP”“一人一 IP”的活化矩阵。

三是建立全域联动协同机制。打
破行政壁垒，参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联
席会议等机制建立历史文化名人资源
保护利用相关工作机制，统筹各部门职
责权限、协调各区县（市）形成工作合
力，统一标识系统与票务平台，形成联
动宣传推广格局。根据郑州市域空间
形态，历史文化街区和传统风貌古城等
特色魅力区，以及各县（市）总体城市设
计划定的重点地区，结合各自历史文化
名人资源的优势，实现名人文化保护与
城市更新的有机统一。

（二）做好传承挖掘，孵化打造名人
文化名片和品牌

一是推进系统性研究和挖掘。组
织专家加大对郑州名人文化的研究，深
入挖掘名人文化资源，认真梳理郑州市
名人文化资源和名人故居的现状，加强
对历史文化名人思想精神的传承保护
弘扬工作，使历史文化名人的品格与郑
州城市内涵进一步贴合。鼓励支持高
校、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等开展郑州名
人文化研究，开展与郑州历史名人文化
相关的基础性研究，开展历史名人文化
的当代价值与转化利用方面的研究。

二是推动相关成果宣传推广。适
时成立专门的名人文化研究中心，举
办名人文化学术研讨会、交流会等文
化活动。协调各研究机构、高校等联
合召开郑州名人文化论坛，以对话、
交流等方式再现郑州名人风采与精
神风貌。利用市属媒体和《郑州地情
活页》等各类宣传资料，通过成果发
布、理论研讨等方式加强理论成果传
播推广，积极向中央、省级媒体平台

宣传成果及成效，扩大郑州名人文化
传播效应。

三是打造文化名片传播品牌。出
版发行历史文化名人的相关著作，推
出适合青少年阅读的郑州名人文化
读物。推动名人文化进课堂，举办面
向中小学生的讲名人故事、演讲、朗
诵等活动。利用名人故居、纪念馆、
主题广场等开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和红色文化的现场教学活动，使
弘扬郑州名人文化成为一种体验式、
沉浸式的文化熏陶。塑造郑州名人
文化的学术品牌、节庆品牌、教育品
牌，努力把名人文化打造成郑州的一
张张文化名片。

（三）创新传播模式，开发 AI 导览,
构建沉浸宣传矩阵

一是构建沉浸式全媒介传播。构
建“虚实融合”的全媒介传播体系，推动
名人文化破圈传播。开展以郑州历史
名人为主题的评选活动，推出专题片、
纪录片、影视剧、短视频、动画动漫等多
种形式的文艺作品。同时在城市景观
中，设置名人雕塑、名人文化长廊，用历
史名人为街巷、道路命名等，让名人走
出历史、走进当代生活。通过各类媒体
平台、实体空间多平台传播展示名人文
化，增加曝光量，让历史名人“活起来”

“火起来”。
二是重点打造核心文化符号。推

进黄帝、杜甫、白居易等历史名人 IP的
打造，构建“内容创作—产品开发—场
景运营”产业生态链。将历史名人具化
为形象的文化符号，融入文化、旅游、科
技、农业等产业中，促进名人文化资源
产业化与产业链延伸，通过文艺演出及
开发工艺品、文创商品等满足市场多样
化需求。将传统媒体与微信、抖音等新
媒体平台相结合，推动文化品牌的营销
传播。

三是开发 AI导览地图小程序。构
建数字化文旅新基建，在地图中标示名
人资源内容，包括历史遗迹、纪念场所、
纪念建筑，名人笔下的山川风貌等，链
接名人年谱、游历路线、社会关系等更
多信息，集成 AR实景导航、AI智能讲
解、VR虚拟漫游三大模块，并设置评论
点赞互动以及游戏闯关解锁文旅消费
券等功能。同时，接入景区票务系统，
可同步浏览周边美食及住宿条件等情
况，形成“线上引流—线下体验—二次
传播”的数字化文旅新生态。

全面系统梳理郑州历史文化名人
资源，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这些属于
郑州的中华文化瑰宝，是我们必须担起
的历史责任、政治责任，是增进中华民
族文化自信的使命所在。要让收藏在
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将
名人文化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进一步
助力郑州擦亮“天地之中、黄帝故里、功
夫郑州”的城市品牌，培育独具特色的
文旅文创旗舰劲旅，促进文商旅深度融
合，加快建设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
地全国重地，建设文旅强市和世界文化
旅游胜地。

（作者单位：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和
地方史志研究室）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历史文化名人资源

张 凯 高 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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