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欢 迎迎 来来 稿稿
各各位位读读者者，， 本本版版的的《《学学术术前前沿沿》》《《思思想想观观澜澜》》《《视视野野纵纵横横》》

《《学学界界动动态态》》等等栏栏目目长长期期征征稿稿，，欢欢迎迎来来稿稿。。请请勿勿一一稿稿多多投投，，来来稿稿
时时请请注注明明栏栏目目名名。。

电电子子邮邮箱箱：：zzkkrrbbwwjjff@@112266..ccoomm 1155660055115500992266@@116633..ccoomm
联联系系电电话话：：00339944--66119933889900

责任编辑：李硕 美术编辑：陈军强 电话：6199503 ２０25 年 4 月 9 日 星期三社科理论 3

主办：周口市社科联 周口日报社

让改革与严纪同频共振
吴献 刘凯鹏

全国组织部长会议指出，要全面
提高干部现代化建设能力，把从严管
理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统一起来，激
励广大干部锐意进取、奋勇争先。 作
为新时代的组工干部，要把坚持用改
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落实到
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为党的事业
铸就更加坚实的组织保障。

以“满腔忠心”在组工担当中践
行“两个维护”。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有了过硬的政治能力，才能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不
畏浮云遮望眼”“乱云飞渡仍从容”。
干部政治过硬，才能在干事创业上方
向明确、航向不偏。 作为新时代的组
工干部，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关键节点上，充分认识推进全面深化
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以理想信念
校准政治之标，以精神之钙夯实思想
之基，始终绷紧旗帜鲜明讲政治这根
弦， 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到头脑清醒、
立场坚定，在改革创新、攻坚克难中
锐意进取、不惧阻力，在执行严的标
准时不搞特殊、不打折扣。

以“实干决心”在服务大局中提
升工作质效。组织部门肩负着抓基层
打基础、选干部配班子、建队伍聚人
才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为经济社会又
好又快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
大任务，必须把服务中心大局摆在重
要位置。 作为新时代的组工干部，要

把准实干方向，始终坚持在工作中找
问题、在改革中找办法，真正把问题
摸透、把根源想透、把措施做实，每一
项工作精耕细作、每一个环节精雕细
琢、每一个领域精益求精。 要敢于挑
最重的担子，变压力为动力，变短板
为跳板， 以拼搏姿态打开工作局面，
以高度清醒面对现实中的难题，用改
革办法应对前进中的挑战，努力在破
题开路、破浪前行中，把潜藏的机遇
变成现实的成果，把隐藏的风险化解
在萌芽状态。

以“守纪诚心”在遵规守纪中弘
扬严实作风。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
党的建设的一贯要求和根本方针 。
组织部门作为管党治党重要职能部
门， 只有以改革的精神不断优化组
织工作， 以严的标准不断锤炼党员
干部队伍， 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形势
面前，始终保持旺盛的凝聚力、战斗
力。 作为新时代的组工干部，要将改
革的精神、 严的标准贯穿组织工作
全过程、各环节，始终以严肃认真的
工作态度、 严谨细致的工作标准开
展工作，认真研究政策，提高业务水
平。 要始终坚持“严”字当头的总基
调不动摇， 持之以恒地加强自身作
风建设，把握好思想“罗盘”，在工作
中锤炼过硬作风、筑牢思想防线，严
格纠正可能导致思想滑坡的苗头 ，
清清白白为民做事。

（作者单位：太康县委组织部）

关于“周口作家群”概念问题的探讨
任动

周口文脉绵长， 文学历史悠久。
但是，关于“周口作家群”的概念，据
笔者考证， 始于 2000 年。 2000 年 4
月，姚建华在硕士论文《带有颍水鱼
腥和小草气息的文学》中，专门研究
新时期以来周口作家小说创作，其副
标题为《“颍河（周口）作家群”论》。姚
建华的论文试图构建 “周口作家群”
的概念，但当时他似乎还没有更加自
信而清晰的概念。 因而，文中更多使
用的还是“颍河作家群”这一概念。

把“周口作家群”作为一个独立
的概念提出，并对其进行整体评价和
推介的，是著名评论家缪俊杰。 2005
年，缪俊杰连续在《人民日报》（海外
版）和《神州》杂志，发表《中州代有才
人出———周口作家群印象》和《周口
作家群印象》， 向海内外读者隆重推
出“周口作家群”，并积极予以整体评
介：“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新人换旧
人。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厚的文化底
蕴，孕育了周口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人
才。 ”“他们都把文学作为崇高的事
业，矢志不移地钟情于文学，在创作
上保持着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 ”从
此以后，“周口作家群”开始异军突起
于当代中国文坛。

2007 年 5 月， 由中国作家协会
创联部、 河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河南省作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周口市
作家联谊暨作家丛书首发式、青年作
家研讨会”在周口召开。 随后，《人民
日报》《文艺报》《河南日报》分别登载
了刘琼、田夫、张靖的评论：《周口作
家群的关怀和焦虑 》 （《人民日报 》
2007 年 5 月 24 日）、《“周口作家群”
令人刮目》（《文艺报》2007 年 5 月 15
日）、《周口出现作家群》（《河南日报》
2007 年 5 月 15 日），在文艺界产生了
极大的反响。“周口作家群”作为新时
期文学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得到了
当代中国文坛的认可。

2007 年以后 ，“周口作家群 ”这
一概念已经深入人心，毫无悬念地进
入人们的视野，成为文艺界和学术界
关注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

对于“周口作家群”，我们应该从
两个维度理解。大而言之，“周口作家
群” 是从古及今所有周口作家的指
称。 如今的周口市文学馆展区，系统
梳理了周口文学从远古到当代的发
展历史， 全面展示了周口籍文人、旅
居周口文人等 232 位作者的作品。广
义上来说，“周口作家群”指的就是以
这 232 位作者为主体的作家群体。其
中，最重要的作家，当为中国、也是世

界上第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老子。老子
所著 5000 余字的《道德经》，又名《老
子》，是道家学派的开山之作，既是一
部享誉世界的哲学巨著，也是一部影
响深远的文学巨制。

小而言之，“周口作家群 ” 特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尤其是
新时期以来的周口作家群体。 一般
来说， 这是我们经常探讨研究的关
于 “周口作家群 ”的概念 ，也是狭义
上来讲的“周口作家群”。 我们通常
说的狭义上的“周口作家群”成员和
“周口作家群 ”作品的界定 ，主要有
以下几种情形：

籍贯是周口， 在周口生活和创
作， 其作品反映周口的社会面貌、风
土人情等。 比如柳岸、尉然、宫林、钱
良营、张新安、宋志军、邵远庆、王向、
张运祥、李乃庆等作家的小说，梁庭
华、王猛仁、邵超、孙新华、申艳等诗
人的诗歌，阿慧、董雪丹、董素芝、李
佳等作家的散文等。 “周口作家群”
中，这类作家最多，构成了“周口作家
群”的主体。

籍贯是周口，但旅居在外，其作
品常常反映故乡周口的生活等。比如
刘庆邦、邵丽、朱秀海、赵兰振、孙方
友、墨白、张惠雯、小托夫、智啊威等
作家的小说，谷禾、飞廉、陈麦启、齐
红霞、牛冲、纳兰、兰童、十八须等诗
人的诗歌，陈廷一、马泰泉、李鑫、张
亚丽、雷从俊、蒋建伟、刘海燕、崔加
荣等作家的散文等。 “周口作家群”
中，这类作家的影响最大，比如，刘庆
邦和邵丽，都曾荣膺中国最高主流文
学大奖之一的“鲁迅文学奖”；张惠雯
的短篇小说《垂老别》《爱》《醉意》《岁
暮》《雪从南方来》，分别登上了 2009
年度 、2011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
度、2019 年度的中国小说排行榜。 这
类作家的创作代表了 “周口作家群”
的水平。

籍贯不是周口，但长期在周口生
活和创作，其作品具有鲜明的周口烙
印。比如诗人张华中，祖籍河南南阳；
诗人贺红，是河南驻马店人；散文家
翟国胜，系河南开封人……他们虽然
祖籍不在周口，但是长期在周口工作
和生活，立足周口大地，创作出了大
量具有周口元素的优秀作品。

籍贯不是周口，但曾经在周口体
验生活，创作有充满周口气息、具有
周口元素的作品。 比如白危的《垦荒
曲》、李准的《黄河东流去》等。

（作者单位：周口师范学院）

从唯物史观看“两个结合”的哲学基础
魏浩

“两个结合”即“坚持把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 、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
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命题是 2021 年
7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正式提
出的 。 “两个结合 ”是中国共产党人
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 ， 其目的是不
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
从“结合”的客体来看 ，“中国具体实
际 ”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侧重实
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 、 民族
化 ；从 “结合 ”的主体来看 ，“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 ”既涵盖了剩余价值 、
无产阶级专政 、 共同富裕等某个具
体领域中的理论或学说 ， 还包括唯
物史观范围内拥有普遍指导性意义
的一般规律。 从唯物史观入手，深刻
洞察和揭示 “两个结合 ”得以产生和
发展的哲学基础 ， 有利于彰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性和创新
性 ，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增强
文化自信，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社会形态不断演进、 依次更替，
表明“两个结合 ”的出场有其特定的
时代背景。 “第一个结合”之所以突出

“具体实际”的鲜明指向，绝非泛泛而
谈，而是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 ，尤其是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 抗日战争时
期、解放战争时期 、社会主义改造时
期等艰苦岁月中总结出的血的教训
和宝贵经验。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
证关系原理，决定了实现“两个结合”
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从某种意义上
说，“第二个结合 ”内生于 “第一个结
合”并逐渐从中独立出来，且“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这一客体属于上层建筑
的范畴。一方面，尽管在时代性、阶级
性和社会功能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区别，但就文化的
性质和内容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具有能够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内
在规定性。 另一方面，要时刻警惕和
杜绝“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复古主
义”两种错误倾向。 前者极力夸大马
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矛盾，认
为双方不可共存，坚持马克思主义就
必须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后者则
将重视传统文化与无条件地推行尊
孔读经等同起来，把重视中国传统文

化变为文化复古。以唯物史观的角度
审视这两种错误倾向则不难发现，它
们都忽略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
筑”这一根本前提 ，割裂了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 “传统性 ”与中国式现
代化中的“现代性”之间的关系，从而
把“两个结合”带入“死胡同”。 因此，
惟有建立和发展与当下的经济基础
相适应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人类优秀文
化为营养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
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
推进“两个结合 ”必须重视发挥人民
群众的主体作用 。 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强调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
质属性 ，党的理论是来自人民 、为了
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 ，人民的创造
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 作
为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之一 ，“历史
活动是群众的活动 ” 既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 “民惟邦本 ，本固邦宁 ”
“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 ”“天视自
我民视 ，天听自我民听 ”等民本思想
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 也不断在实践
中得到继承和发展。

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
本动力。 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
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
力。 “两个结合”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我国广泛
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基础之上的，
没有社会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就没
有人民群众对包括精神文化需求在
内的美好生活的向往。 从某种意义上
说，“第二个结合” 之所以能够产生，
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对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新形势新任务的准确把握 。 当
前，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
区， 就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而言，
需将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其中心
环节，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生产
经营机制。 在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不断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的战略背景下，只有科学研
判并主动适应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
新矛盾、新问题、新要求，才能进一步
明确推进“两个结合”的方向和途径，
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
供必要的现实条件。

（作者单位：周口市委宣传部）

周口历史文化溯源
———从周口裴李岗文化到夏时期文化遗址的考古学调查和思考

课题主持人：李全立 课题组成员：焦华中 窦中言 韩利锋 韩严振

周口市素有 “华夏先驱 ，九州圣
迹”之誉。 观察中原文明与周围文明
的相互关系 ， 结合周口已调查发现
的早期遗存情况 ， 可以粗略地梳理
周口在新石器时代各族属文化的分
布情况 。 首先受裴李岗文化特别是
贾湖类型的影响 ， 裴李岗文化范围
向东扩展到扶沟—太康—鹿邑—项
城一线 ， 文化内涵以扶沟前闸遗址
为代表 ， 应属裴李岗文化晚期贾湖
类型 。 裴李岗文化晚期受到西部仰
韶文化的冲击 ， 本地裴李岗文化消
失 ， 此时周口仰韶文化范围也仅向
东推进到太康—郸城—鹿邑—项城
一线。仰韶文化中晚期，东部的大汶
口文化开始大举渗透中原地区 ，考
古发现颍河下游的周口境内大汶
口文化遗址最多 ，且最为典型 。 仰
韶文化晚期 ，相当于山东大汶口文
化中期即河南大汶口文化晚期郸
城段寨类型以后 ，大汶口文化遗存
在周口境内迅速消失 ，至龙山文化
中期以后整个中原地区为河南龙
山文化占据 ，大汶口文化退居山东
消亡 ， 周口则被河南龙山文化永城
造律台文化牢牢占据 ， 直至跟随中
原文化演变成二里头华夏文化 。

周口境内新石器时代文化到了
龙山晚期，其年代已经接近甚至迈入
了我国的第一个奴隶制朝代———夏
代。夏文化研究是整个中华文明形成
和发展研究中至为关键的重大学术
研究课题，也是破解早期中国文明特
质的关键 。 在周口，流传着 “太康失
国”“少康复国”的传说，同时，在近年
来开展的夏文化调查中，我市发现的
夏文化相关遗址达 146 处，在全省位
于前列。 在以往发掘的遗址中，时庄
遗址以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夏代粮
仓城址，被评为“2020 年度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当下，我们正以适时形
成并叫响 “周口夏代遗址群落 ”为目
标，推进相关遗址的发掘研究。 2023
年，来自北京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
学、河南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
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省
文物考古研究院的 40 多位专家学者
参加的“夏时期的周口———近年周口
考古发现交流咨询会”， 引发了考古
界广泛关注，太康县刘庄遗址也成功
入选了 “2023 年度河南省十大考古
新发现”。

裴李岗文化在周口史前遗址中
的相关遗存

1977 年， 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发
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 距今

7000 年至 8000 年， 因此， 被命名为
裴李岗文化 。 其分布范围主要在黄
河南岸的豫中 、豫西一带 ，在周口市
的项城、商水 、扶沟 、西华 、太康都有
所发现。

项城的后高老家遗址，被专家认
为属裴李岗文化类型 。 该遗址位于
项城后高老家村北 ， 西北距高寺遗
址 2 公里， 遗址略高于周围地面，文
化层 1.8 米。 中间的一条路沟，将遗
址分为南北两部分 ， 沟岸上文化层
很清楚 ，文化层可分两层 ，上层为仰
韶文化，下层为裴李岗文化。 暴露的
遗址和遗物有不规则形和圆形灰
坑、大量的红烧土块 、较大型的动物
骨骼（未经鉴定）及陶器、骨器等。

2017 年 11 月 ，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张居中博士生导师团队与市文物
考古所联合对周口境内史前唐庄遗
址 、水罐台遗址 、凤凰岗遗址 、蒋台
遗址 、朱丘寺遗址 、方城遗址 、陶母
岗遗址 、陆城遗址 、胡寨遗址进行了
农业遗存的专项调查 ： 表明在距今
约 6000 年之前周口已形成以黍粟为
主、水稻为辅的稻旱兼作模式 ，到龙
山时期 ，已变成以粟为主 、黍为辅 ，
另有少量大豆 、 水稻和小麦多种农
作物并存的耕作模式 ，为 “陈 ，太昊
之墟也”提供了科学的佐证。 裴李岗
文化遗址出土的炭化稻米和石铲 、
石镰、石磨盘 、石磨棒等成套农具资
料， 表明了周口地区在 8000 年前就
有着非常成熟的农业生产。

文化交汇和其对应的历史文化
遗迹

曾任中国史学研究所所长的著
名史学家徐旭生先生认为中国古代
部族，大致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
文化集团。 考古证实，周口是中原华
夏文化、海岱东夷文化和南方苗蛮文
化等文化集团的交融处，并最终伴随
中原文明演进的脚步，由文化多元融
合进入“古国”时代。从仰韶文化经龙
山文化发展到二里头文化，包括周口
地区在内的中原地区的文明因素在
这一时段有疾速增长的趋势。这与周
边地区的同期文化形成明显的反差。
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经龙山文化，
到岳石文化时已有衰落之感。从地区
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来看，仰韶文化时
期，山东的大汶口文化和江汉地区的
屈家岭文化等，都曾由东向西或由南
向北， 扩展到中原的豫东和豫南，甚
至深入到豫中。如周口发现水灌台河
南大汶口早期遗址， 淮阳平粮台、商
水章华台、郸城段寨等河南大汶口晚

期遗址，这些都清晰地表明了山东大
汶口文化对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进
入龙山文化时期之后，这种情况发生
了变化。 河南商丘、周口、许昌、郑州
等地的大汶口文化， 或退回山东，或
融合于当地，完全被河南龙山文化所
取代。这种现象也在上述遗址中得到
佐证 ，如商水章华台 、郸城段寨等河
南大汶口文化晚期以后，在周口境内
未再发现东夷文化属性的遗存。这种
现象反映的正是中原文化强势扩张
的客观事实。中原文化在不断汲取周
边文明因素的基础上，已经走在其他
文化的前面，并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
志，确立了其核心地位。

中原华夏文化在豫东周口区域
得到深度融合和迅速发展，主要考古
学文化为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
二里头文化。

豫东周口区域海岱东夷文化主
要有大汶口文化、岳石文化。

豫东周口区域的南方苗蛮文化
主要有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

周口夏文化和夏代遗址聚落群

“大禹治水”“太康失国”“后羿代
夏”的传说在周口广有流传。 考古学
术界“夏文化东来说”认为，周口地区
有可能是早期夏文化的来源地。河南
省文物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周口市文
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全立研究
馆员认为，沙颍河流域是夏文化中心
地带向海岱地区和长江流域施加影
响和渗透的重要地带，是连接夏文化
分布核心区———郑洛地区与具有“禹
会诸侯”之说的安徽蚌埠所在淮河流
域的关键通道。平粮台遗址和时庄遗
址代表着周口地区造律台晚期文化
的最高发展水平 。 全国著名考古学
家、南京大学贺云翱教授呼吁：“要高
度重视淮河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和
发展中的地位。 ”

考古调查得知 ， 周口境内的夏
文化相关遗址达 146 处 ， 反映了周
口区域文化的多元和繁荣 ， 为研究
包括周口在内的大中原地区探索中
华文明发展和早期国家形成提供了
重要支撑。

太康刘庄遗址位于太康张集乡
刘庄村东南，是一处高出周围地面约
5 米的堌堆型遗址，其文化层堆积最
厚处达 8 米， 外围有宽浅的围沟，遗
址总面积约 80000 平方米，其中核心
区面积约 17000 平方米。 内含龙山文
化、岳石文化、商周时期文化等。

2023 年 10 月， 河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周口市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

中心、周口市文物勘探队联合对刘庄
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 500
平方米，发掘各类遗迹 83 处。 其中，
龙山文化晚期的遗迹有瓮棺 5 座 、
灰坑 4 个 、灰沟 1 条 、房基 1 座 、夯
土墙 2 处 ，其余为东周、汉代及以后
的遗存。

刘庄遗址虽然发掘时间较短，发
掘面积也不大，但是龙山文化晚期城
墙的确认，是继平粮台遗址之后确认
的又一造律台文化城址，再次印证了
黄泛区平原 4000 多年前的繁荣和辉
煌。 有迹象表明，以刘庄和平粮台遗
址为代表的这种堌堆形小型城址的
聚落形态，很有可能是黄泛区平原龙
山文化晚期较为普遍的聚落模式，所
表现的社会组织形式有别于中原腹
地典型的多级金字塔式结构，而有可
能是基于环境现实条件和人群共同
利益而建立起的一种新秩序，需要特
别引起重视。 2024 年，刘庄遗址获评
“2023 年度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现”。

夏时期的周口主要有龙山文化
造律台类型 、 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
化，分别对应夏王朝早、中、晚期。

其中，龙山文化造律台类型遗址
中含有部分山东龙山文化因素，岳石
文化遗址中含有较多的二里头文化
因素，与山东境内的岳石文化有很大
差别，体现了周口地区夏王朝时期中
原文明与东夷文明间的交汇融合特
点，彰显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统一
性、和平性。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
北京大学赵辉教授认为 ， 周口夏时
期的考古发掘 ，特别是刘庄遗址 、蒋
台遗址的最后定性 ，毫无疑问表明 ，
龙山文化时期的周口， 处在一个非
常繁荣的时期。 这些考古发掘，结合
平粮台、 时庄遗址所取得的成果，对
构建夏时期的社会构架等不同遗
址、不同问题提供了研究的方向 ，为
夏时期的周口考古 ， 摸索出了变化
规律。

山东大学王青教授认为，豫东在
夏时期是一个发展强盛的地区，可视
为一个文化中心地带，又或者是一个
文化高地。 过去我们认为，豫东一带
可能只是一个文化过渡地带，但是我
们通过考察发现，这里不只是一个文
化过渡地带。豫东地区的特殊地位对
于今后开展夏文化考古研究工作具
有重要意义，应给予充分重视。 周口
地区考古发掘工作进展很快、收获颇
丰，平粮台遗址、时庄遗址，以及蒋台
遗址 、朱丘寺遗址 、刘庄遗址的发现
对于开展夏时期的考古研究工作具
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