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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喜民、陈道山等六位学者致力于商丘历史文
化的深度挖掘和现代性转换研究，多年来孜孜以
求，以长期的学术积累为基础，充分吸收考古学和
文化遗产基础研究的成果，在 《世界遗产公约》 的
遗产价值体系框架下，结合中国实际，于近期完成
了商丘古城申报世界遗产的“前置研究报告”，为商
丘古城申遗打下最坚实的学术基础，也为推进相关
申遗工作迈出关键一步。

《商丘古城申遗研究》 为三篇，共 7 章，即基
础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理论与实践，探索篇
——商丘古城的文化特质与遗产价值和对策篇——
商丘古城申遗研究，加上导论和结语，结构完整，
内容丰富。基础篇中，既有世界遗产理论背景的论
述，又有古代城市 （城址） 遗产的专论以及古城类
世界遗产案例的深度分析。探索篇是全书的重点，
系统阐述商丘古城作为“遗产本体”所涉及到的基
本概念、时间和空间范围与边界、遗产的基本构成
要素和内涵，也就是本著作所说的商丘古城的文化
特质。以此为基础，本篇使用两章来系统挖掘并分
析商丘古城有哪些历史文化资源，从纵、横不同角
度阐明商丘古城所具有的世界遗产价值的内涵，其
核心就是科学阐述商丘古城的真实性、完整性，
以及申报世界遗产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唯一性
价值和突出的普遍性价值。接下来，陈述申遗对策
和行动方略，即商丘古城申遗的路径分析与选择策
略、当前以及未来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等，为决策
部门如何在机遇和挑战之间寻求平衡提供了依据和
参考。

以商丘古城申遗为主题的本研究，第一篇就是
国际视野 （或全球文明史视野），第二篇是商丘故事
（商丘古城的遗产叙事），第三篇就是行动方案 （有
了方案文本，后续才能制定规划落地的图纸）。三篇
环环相扣，层层递进。

申报世界遗产和维持世界遗产地位，既是一项
难度极大的专业性工作，更是一项涉及全人类的伟
大事业。从列入我国的预备名单，到正式提交世界
遗产大会，至少需要 5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即便提
交到世界遗产大会，也还会出现“延迟”或“否
决”的情况，可能持续更长的时间。除了遗产本身
的工作外，还涉及到城市总体环境提升、遗产街区
整治、居民搬迁以及展示利用等方面工作，而且这
些更基础性的工作，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对
许多地方政府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因此，
一旦确定申报世界遗产，一定要从长计议，统筹谋
划，系统联动，久久为功。

自 1972年 《世界遗产公约》 实施以来，迄今已
经 50年了，人类共同遗产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我
国虽然加入公约的时间较晚 （1985 年），但后来居
上，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遗产大国。除了

世界遗产公约中的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以及双料遗
产外，我们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球重要农业
遗产、记忆遗产等领域，都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
绩。全国范围的遗产申报体系、管理体系和工作模
式基本建立起来了，遗产相关的诸学科已经成熟，
人才队伍体系也得以建立。因此，在当前情况下，
提出“申遗任务”的确面临巨大竞争机会。

从人类文明和世界遗产的高度来进行价值阐
述，既要立足以我为主，更要建立全球比较视野，
从“人类文明整体性”的高度，加以总结、归纳与
提升。

大约 30年前，著名考古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张
光直先生曾致力于“商丘寻商”的考古学探索。他
带领一个跨学科的国际团队来到豫东，用考古手铲
和科学仪器，重塑商代文明之源。那个时候，俞伟
超、徐苹芳等都极力劝止，历史上黄河数次泛滥，
开封、商丘如今的地层为厚厚的黄土覆盖，考古工
作难度甚大。那个时候，张光直先生已经被查出患
有帕金森，他深知自己可以健康工作的时间不会太
多，他把商丘考古看作自己学术生涯的最后一站，

因此在他的心目中商丘在早期文明中具有崇高的学
术地位。当然，这项工作的最终成果并没有如他所
预料的那样巨大，而的确如俞、徐二位先生的估
计，难度太大。

本著作提出的商丘古城申遗，主要依据的是明
代“归德府城”，时间上溯至商代 （或更早），下延
至清代，提出了一个类似“城市连续体”的概念。
这个在以往的古城申遗中还不曾有过的。本研究尝
试使用“文化集群”概念来建立阐释世界遗产价值
的新逻辑，是一种有益尝试，但要获得普遍性认可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何文化都是互动杂糅的结
果，人类学家曾使用“文化丛 （结） ”来概括和
描述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复杂存在，诸多面相之间
综合作用，和这里的“文化集群”异曲同工。遗产
领 域 鼓 励 创 新 ， 如 线 性 遗 产 就 是 借 用 “ 遗 产 廊
道”等提出来的，如今大运河申遗、丝绸之路—天
山廊道等，都是借用这些新概念，形成了对遗产的
新解释。

以个人浅见，商丘古城的申遗最能够落实的
“主体部分”是明代归德府城 （墙），其重要性并不
足够。这是 1996年才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后期古城”，且在全国的古城系列文物保护单位
中，其在行政区划上的级别、完整性和保存程度，
并不突出。或者说，本著作的研究结论仍然需要进
一步规划和提升。因此，许多重要的支撑材料还需
要考古学家们持续深入地开展工作，需要挖到“最
坚实的实证材料”，最好尽快以“申遗”为考古学目
标，有针对性地开展重点发掘工作，把张光直先生
等已经开创的豫东考古学新路，发扬光大。

申遗不仅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学术工作，更是一
项重要的社会服务任务。遗产价值的挖掘、归纳、
提升与认定，要以坚实的长期学术积累为依据，更
需要创新和创造性的转化工作。

这些年来，因为学术和工作上的关系，我与道
山有深厚之谊，知道他对于家乡商丘的深深情感。
犹记得，多年前在论证“商丘是中国旅游发源地”
的时候，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废寝忘食，反复考
证，甚至不惜和一些权威论辩，其情其景历历在
目。但，在终获成功之后，他不争功不表功，已悄
悄开始了下一个任务，选定“商丘古城申遗”作为
自己的新的学术目标了。这本著作是河南省高等学
校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从
2015 年立项，至今已经七年过去了。其间，疫情带
来了种种不便和困扰，喜民和道山为课题有效开
展，特别是要在理论和认识上有所突破，一定经历
了更多废寝忘食的日日夜夜。

这本著作的出版已经在向世界宣告：商丘古城
申遗已经就此起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期待美好
的日子来临。

《商丘古城申遗研究》序
□ 潘守永

《商丘古城申遗研究》 封面。

本报讯 （记者 白 鹏）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5 周年之际，近
日，梁园区图书馆和“梁园吟”读书会走进武警商丘市支队梁园区某中
队，开展全民阅读进军营活动。

本次活动以诵读形式进行，现场 6 名武警官兵诵读者和“梁园吟”
读书会的 10 名诵读者，共同为武警官兵献上了一场感人至深的经典诵
读演出。梁园区图书馆负责人为参演的武警官兵颁发了“梁园吟”读书
会诵读者聘书。

全民阅读进军营活动，不仅是梁园区图书馆推动全民阅读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拥军的重要内容。该馆持续多年开展“八一”拥
军、图书进军营等活动，助推全民阅读活动开展。同时，丰富官兵们的
精神文化生活，加强军地文化资源共享，促进军地文化融合发展。

全民阅读进军营 书香浸润双拥情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玄鸟生商，最早并不是传
说。玄鸟最早来自东夷族的玄鸟氏、玄鸟图腾。商族
是由东夷族而来，所以商族的后代就说是“玄鸟生商”。

研究殷商文化，首先要搞清楚“商”是怎么来
的？一个“商”字，有四层含义：地名、族名、国
名、朝代名，即商地、商族、商国、商朝，而后又引
申为商业、商人、商品的“商”。

商丘是“殷商之源”。殷、商最早都是地名，后来
殷、商并称，“殷商”成为商朝的代称。100 多年来，寻
找神秘的殷商王朝、寻找殷商文化之源，伴随着中国
近现代史的荣辱兴衰。

一、玄鸟生商，不是传说

《诗经·商颂·玄鸟》 云：“天命玄鸟，降而生
商，宅殷土芒芒。”商族的起源，通常被认为源自

“玄鸟生商”的传说。
司马迁所著的 《史记·殷本纪》 是以记述契的

诞生开始的：“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
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
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
子氏。”

吞鸟卵降生的神话主题，在早期历史时代广泛存
在于中国东部的海滨地区。文献记载不尽相同，但始
终没有改变“玄鸟生商”的主题。人们始终把玄鸟作
为商族的图腾，玄鸟也就成了商最初的氏族祖先，是
商族的庇护者。鸟卵只会孵化出鸟，不会生出人，于
是有人才把玄鸟卵与人的生育联系起来，有了简狄吞
玄鸟蛋孕而生契等神话。

玄鸟又是怎么来的？
玄鸟最早来自玄鸟氏。玄鸟氏亦省称“玄鸟”，

上古时代神话传说中少昊帝时官名。少昊以鸟为官职
名，玄鸟氏掌春分、秋分。

少昊是东夷部族的首领，相传是轩辕黄帝的长子
玄嚣，也是帝喾的祖父。少昊最早以玄鸟作为本部的
图腾，后在穷桑即位部落联盟首领时，有凤鸟飞来，
大喜，于是改以凤鸟为族神，崇拜凤鸟图腾。不久，
少昊迁都曲阜，所辖部落以鸟为名，有鸿鸟氏、凤鸟
氏、玄鸟氏、青鸟氏，共 24个氏族，形成一个庞大的
以凤鸟为图腾的完整的原始氏族部落联盟社会。

商族的起源和东夷族密不可分。著名的美籍华人
学者、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张光直和张长寿在执笔发
表于 《考古》 1997 年第 4 期的 《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
明调查发掘初步报告》 一文中这样写道：“考古学材
料给了我们一条很坚强、很清楚的线索，说明先商文
化自东海岸沿着现在陇海路的路线从苏北经徐州进入
豫东，征服了土著，在商丘一带建立了他的第一个都

城——商，这种可能性是可以郑重考虑的。”
玄鸟生商，最早并不是传说。玄鸟最早来自东夷

族的玄鸟氏、玄鸟图腾。商族是由东夷族而来，所以
商族的后代就说是“玄鸟生商”。

二、殷商之源，源头在商

商丘，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源地之
一，是“商祖、商人、商业、商品、商文化”的发源
地，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心中的“殷商之源”。

探讨和研究殷商文化，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殷
商”？

殷、商最早都是地名，后来殷、商并称，“殷
商”成为商朝的代称。殷商的先世——商族是兴起
于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商的始祖契与禹同时。
夏朝方国商国的君主商汤灭夏后，以“商”为国
号，在亳 （今商丘附近） 建立商朝。之后，商朝国
都频繁迁移，至其后裔盘庚迁殷后，国都才稳定下
来 ， 在 殷 建 都 达 273 年 ， 因 此 商朝又被后世称为

“殷”或“殷商”。
研究殷商文化，要搞清楚“商”是怎么来的？

“商”意味着什么？
商是中国的“三代”——夏、商、周中的第二个

朝代，这“三代”标志着中国史前时代的结束和文明
时代的开始。但是商朝是谁？或者也许更准确地讲，
商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

“商，在周代文献中首先是取得了王朝地位的王
室的名字。这个名词开始是被商王室统治的国家的称
号，然后被推而广之用来称呼商国人民和其他与商同
时的国家人民所创造的文明。商也用来称呼中国历史
上被商王朝统治的那一时代。”张光直所著 《商文
明》 一书 《绪论》 里最开头的这两段文字开宗明义地
提出了“商朝是谁”“商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的重
大问题。

殷商是一个有文字的文明，但是随着殷商王朝的
灭亡，王室的档案即使有些在王都毁灭时幸存下来，
也逐渐散失了。到了差不多 600 年后，孔子感叹道：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
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公元前 1 世纪，当司马迁开始编纂 《史记》 时，
他能够利用的关于商代历史的文献已经很少了，《史
记·殷本纪》 只是一个光秃秃的轮廓，包括王室世
系和一些史事。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点贫
乏的关于商代的史料是我们争论的全部内容。中国学
者在研究这点幸存史料的过程中，形成了久远而详细
的史学理论传统。

商王室来自子姓氏族，其神话中的始祖是契。商

王朝的始祖契传说居于商。王国维令人信服地考证，
商在河南东部，今商丘附近。这一观点已被现代的历
史学家广泛接受。

一个“商”字，我认为它有四层含义：地名、族
名、国名、朝代名，即商地、商族、商国、商朝，而
后又引申为商业、商人、商品的“商”。

三、殷商之源，历久弥新

商丘是“殷商之源”。商文化，也称殷商文化，
内涵非常丰富，具有多个层面，如玄鸟生商、王亥经
商、成汤都商。

100 多年来，寻找神秘的殷商王朝，寻找殷商文
化之源，伴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的荣辱兴衰。

1899 年，“一片甲骨惊天下”。殷墟的发现就是从
甲骨文发现开始的，商代的历史重构也是从甲骨文开
始的。

1928年开启了安阳殷墟考古。著名考古学家李济
主持殷墟发掘，他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1928
年 10 月至 1937 年 7 月抗战全面爆发前的 10 年，安阳
殷墟一共进行了 15次考古发掘。殷墟考古是“现代中
国考古学诞生和成长的摇篮”，被评为 20 世纪中国

“100项重大考古发现”之首。
殷墟考古确立了殷商社会作为信史的科学地位。

甲骨文的发现和殷墟考古，寻找到了神秘的殷商王
朝。而殷商文化的源头又在哪里？

据史籍记载，商丘一带是商王朝、殷商文化的发
祥地。为探索先商和早商文化的起源和发展，几代考
古学家在商丘进行了不懈探索。

1936年，李景聃开启了豫东商丘的现代考古。李
景聃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期间师从李济教授，毕业后
于 1933 年加入殷墟发掘团。1936 年 10 月至 11 月，李
景聃等人曾在商丘一带做过考古调查，写有 《豫东商
丘永城调查及造律台黑孤堆曹桥三处小发掘》 一文。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北京大学、河南省考古研究机构的考古工作者先
后在商丘进行了多次调查和发掘。1977年，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二队曾在当时的商丘县坞墙集东街考古发
掘了坞墙遗址，在宋集半塔村考古发掘了半塔遗址，
这两处遗址存在大量先商文化遗迹。

张光直是李济的弟子，20世纪九十年代，在张光
直的极力倡导下，中美联合考古队曾多次来商丘进行
考古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力求寻找殷商文化的前
身。中美联合考古队发现了宋国故城。由于宋国故城
的考古发现，商丘深厚的商宋文化遗存和作为“殷商之
源”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中的重要地位，逐渐为世人
所知。

2021年 5月 20日，商丘宋国故城考古发掘项目重
新启动。本次考古发掘要揭示商丘“多城相叠”现
象，并要找到城墙基槽、城内的古地面，探索宋国故
城的“始建年代”及“历次改修年代”。

宋国故城考古发掘时隔 20多年在商丘重启，有很
重要的学术价值、政治担当和现实意义。让我们共同
期待，“殷商之源”商丘的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能有
新的重大突破。

“玄鸟生商”与“殷商之源”
本报融媒体记者 白 鹏

文化视野

8 月 3 日，夏邑县孔庄乡三陈楼村村民在村电商工艺品生产车间检
查产品质量。该村从事电商工艺品生产销售的有 100 余人，成为乡村振
兴一大主导产业。 本报融媒体记者 韩 丰 摄

文化简讯

豫鲁交界，黄河故道，绵延数十里，万亩荷塘美如画境。
早些天，荷花盛开时，从湖面上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荷叶浑

圆、碧绿，白莲花冰清玉洁，红莲花灿如云锦，虽有烈日炎炎，也抵
挡不住游客们赏花的热情，大家拍照记录美好生活，感受原生态的独
特美景。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骚客为莲花折腰，描写莲花的诗文不止万
篇。可以这么说，她是从古至今拥有粉丝最多的网红，历朝历代，她
的知名度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极高，热度持续千年而不减。

最出名的就是 《爱莲说》，其中最具生命力的句子为：“予独爱莲
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
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也是将莲与廉紧密联系的廉政
文化的重要出处。但是，仅仅在景区录入这些句子，是远远不够的。

文旅融合战略的核心要义在于，要赋予景点更多文化内涵，同时
要深度开发它的产业价值，通俗点说，既要“面子”好看，又要“里
子”实惠。因为，只有好看好玩，重要的是看后能给游客留下点什
么，才会让游客再次来或吸引更多游客来；只有让老百姓得实惠，产
业才有可持续性。

梁园区孙福集乡田八庄村是“万亩藕塘千种荷”的最佳观赏区位，
此处一些生态景点和文化长廊设计得都不错，但是，实话说，整体设计
需要再提升，特别是在廉政文化和莲产业的开发上还需要狠下功夫。

怎么再提升文化内涵呢？可以从“清德”着手。在商丘古城的北
城门楼上有块“清德”碑，此系清康熙皇帝御书钦赐给商丘人宋荦的
匾额。宋荦任江西、江苏两省巡抚 14 年，清正爱民，功绩卓著，被
朝廷誉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商丘历史上清官多，如伊尹、子
罕、桥玄、沈鲤、吕坤、汤斌……灿若星辰的廉政文化故事，造就了
商丘厚重的清德文化。莲出淤泥而不染，贯通清德内涵，所以，可以
考虑在此立“清德”碑，立清官塑像成“清德林”，修廉政文化教育
长廊。特别是塑像，不要仅仅立一个站像或坐像，而要把他的故事与
塑像融合起来。譬如，子罕弗受玉——不贪为宝；汤斌直到当了江苏
巡抚，每日必定吃豆腐汤，被誉为“豆腐汤”。这样，让塑像“讲故
事”，就会丰富景点内涵。

再者，可以考虑开发廉政文化衍生产品。通过保鲜或其他防腐技
术处理，把莲叶、莲茎、莲花、莲蓬、莲子等制成廉政文化标本，均
单独设计，以书夹形式呈现。譬如，莲茎上书“中通外直，不蔓不
枝”或“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其他的标本，有“荷深水风阔，雨
过清香发”等等佳句都可以借用。这样，开发一批适合摆放在办公
室、书桌上的“廉政文化套装”，一定会受欢迎，当然，还可以通过
烙艺、刺绣、微雕技术的运用，开发更多元的产品。

如今，“接天莲叶无穷碧”，很快，荷下会有采蓬人，紧接着，挖
藕、制作藕粉，文化旅游与产业融合，老百姓的腰包就会鼓起来。

其实，从春到冬，荷产业可开发的卖点很多，但是一定要有主
线。以乡村振兴为出发点，以廉政文化建设为主线，以富民增收为根
本，这样，业态虽然多元，但多而不散，“有魂”“有神”，产业发展
的后劲就会增加，随之，当地获得的支持也会相应增加。

给万亩荷塘注入更多廉政文化
本报融媒体记者 侯国胜

万亩荷塘花盛开。 本报融媒体记者 邢 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