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宋文化一脉相承，微子文化
震古烁今。

商丘睢阳，继成为中国火文化
之乡、中国商文化之乡之后，正在
打造一张全新的“国字号”文化之
乡品牌——2018年 1月，睢阳区人
民政府已经向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正式申报“中国微子文化之乡”。

9月 19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组织专家评审组莅临商丘，并召
开了商丘市睢阳区申报“中国微子
文化之乡”评审座谈会。专家、学
者提出很多真知灼见，将对睢阳打
造“中国微子文化之乡”、商丘打造
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有重要的
启示。

商丘睢阳，是微子文化的发源
地和传承地。

相信不久的将来，睢阳将成为
“中国微子文化之乡”。睢阳，必将
成为中国微子文化的研究、传播和
拜谒的圣地！

一、商丘睢阳，微子文化的发
源和传承之地

微子名启，子姓，史称微子
启。是商朝帝王帝乙的长子、帝辛
的庶兄。周朝建立后，微子启被封
于商丘，建立宋国，为宋国的始
祖，又称宋微子。宋微子以仁德著
称于世，被孔子称为“殷有三仁
焉”，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千古流芳
的贤德典范。微子启传承和发展了
商文化，创造了微子文化，其仁德
思想成了后来几千年占统治地位的
儒家思想的核心。

商丘睢阳，是微子文化的发源
地和传承地。微子启作为商丘最重
要历史阶段中历史文化名人中的一
个，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这就
是要保护和传承微子文化的初衷，
也是睢阳要申报“中国微子文化之
乡”的重要理由。

微子文化是指由微子创造和因
微子形成的文化。微子文化是商丘
主体文化——商宋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

商丘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之一。夏商周时期是华夏文明勃然
兴起、快速发展的一个时代。商丘
在这个时代，扮演了重要角色。这
个时期是商丘在历史上最为绚丽耀

眼的时刻。商代的文化是商丘城市
的名片，商文化是商丘最大的文化
符号。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周成
王封微子启为宋国的国君，定都于
睢阳。宋国成为当时的主要诸侯国
之一，延续了商丘在夏商周时期的
辉煌。

微子在历史上的最高荣誉是孔
子称之为“殷之三仁”之一。微子
文化以商文化为起源，以仁德为核
心，以仁义礼智信为世箴，以报国
立民为主线，世代传承，后被儒家
吸收借鉴，成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众多源头之一。

宋国是“中华圣人文化”的源
头，处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地位的
儒家、道家、墨家、名家四大学派
皆出自于宋国。宋国时期的商丘是
文化中心，也是圣人之都，产生了

“中华圣人文化圈”，也进而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商丘地域文化——商宋
文化。

二、真知灼见，助力打造“微
子文化之乡”

9月 19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组织专家评审组莅临商丘，先后
参观考察微子祠、阏伯台、商丘博
物馆、商丘古城等文化遗迹和文化
景区，并于 19日晚 7点半，组织召
开了商丘市睢阳区申报“中国微子
文化之乡”评审座谈会。评审会一
直开到晚 10点半，专家组的专家、
学者发表了真知灼见。

“我是河南项城人，来到商丘有
一种天然的亲近和温暖。商丘不仅
要打造微子文化品牌，而且要打造
微子文化‘圣地’！”上海交通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高有鹏提出，“商
丘是中华文明的明珠，也是人类文
明的一个高地。微子是一个伟大的
圣贤，商丘的微子文化是中华文
化、也是人类文明一个亮点。商丘
现在把微子文化作为旗帜，是对历
史的尊重。”高有鹏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微子故事不仅要收集整理，而
且要在中小学生中传播；二是建议
通过媒体手段将微子故事做成艺术
影片；三是微子是圣人和几十个姓
氏的始祖，可以为微子塑像，让微
子文化传播更远、更久。

广东省民协副主席、广州大学

教授、博导王元林指出，商丘以
“商”命名，从商朝到宋国的 1300
多年，是中华文明很重要的阶段，
微子文化遗存应做一个整合，商宋
文化是中华民族早期文化发展的精
彩篇章。微子文化不仅仅是宋氏等
姓氏的文化，还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精髓和重要的精神传承，要作为传
统文化的载体，用活态文化体现出
来。忠烈文化、双忠信仰也是微子
文化的继承，也是睢阳历史上很重
要的文化，要发扬光大。

“谈到河南文化，以前关注郑
州、洛阳、开封的比较多。走进中
原，发现每个地方都有厚重性。商
丘，满城历史、满城圣贤、满城文
化！”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导刘晔
原谈起商丘充满深情，“商丘 1986
年就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几乎伴
随了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商丘文化知名度还有很大提升的空
间。”她指出，夏商周三代都是中华
文化的源头，要加大对商代文化的
宣传力度；微子文化不仅是宋氏文
化，儒、道等都有微子文化的贡
献；商丘要树立微子的形象，打造
满城圣贤、满城忠烈的全新文化形
象。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博导李玉洁指出，商王朝发祥于商
丘，微子是“殷之三仁”之一，仁
德思想影响后世。微子审时度势，
在殷商灭亡之后，又建立强大的宋
国，继承了殷商文化，继承产生了
商宋文化。

三、任重道远，打造“微子文
化”的圣地

“睢阳区正在为深入挖掘微子文
化，提高微子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
力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睢阳区委
书记曹月坤及睢阳区有关负责人介
绍说，睢阳区众多代表“微子文
化”的文化遗迹，像商丘古城及名
祠、名墓、名陵、名苑、名宅等近
年来已经或正在修复中。古城内正
在建设微子后裔宋家大院，在古城
西北角规划建设微子祠，在路河镇
青岗寺村微子祠附近打造微子文化
园。

就微子文化的未来发展，商丘
师院人文学院院长、历史学博士、

教授李可亭指出：“微子文化上承商
汤、下启孔孟，是商丘文化的一个
重要品牌，也对中华文化做出了重
要贡献。商丘对微子文化已做了很
多坚实的工作，睢阳区对微子文化
建设给予了很大支持，海内外的很
多微子后裔来商丘寻根问祖。打造
微子文化之乡，商丘任重道远，需
要把微子文化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商丘博物馆馆长、研究员王良
田说：“一千多年的商宋文化应该贯
穿起来，商文化、商宋文化就是商
丘的主流文化。商丘应该进一步做
好微子文化的宣传展示工作，应在
传承微子文化上更有作为。”

中国民协党组成员、副秘书长
侯仰军谈了对微子文化发展的几点
建议。一是应明确仁德是微子文化
的核心。孔子继承了微子的仁德思
想，是仁的集大成者；宋襄公讲信
用、讲尊严的贵族精神，保留了殷
商文化的独有特质；张巡守睢阳，
杀身成仁也是仁。二是商丘作为微
子文化的研究基地，应该弘扬中华
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特质。三是睢阳
古城大智、大勇、大手笔的修复建
设，将成为体验中华传统文化的重
要景区，古城这么多建筑、民居，

应该把民俗文化的内容充实进去，
围绕微子文化可以做很多文化创意。

“商丘的历史文化的深度、厚度
不是能轻易看透的。商丘太伟大
了！尤其是史前、夏商周三代文
化，越往深处了解，越感受到自己
了解的肤浅。今天我们以更高的文
化站位对微子文化重新做了一次价
值评估，微子精神需要进一步提
炼。”中国民间文化守望者获得者、
中国民协顾问、河南省民协名誉主
席夏挽群总结发言时指出，并不是
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可以拿来作为文
化，一般应有四个基本要素或四个
基本标尺：一是文化高度，二是社
会影响，三是社会作用，四是历史
赓续不中断。微子文化具备了这四
个要素，构成了一个文化体系，超
出了地域文化，微子已经成为中国
道德的典型、楷模。夏挽群期望睢
阳区围绕微子文化做好一书、一
馆、一机构、一规划。“成为微子文
化之乡，不是终结，是新的开端。”

相信不久的将来，睢阳将成为
“中国微子文化之乡”并成立“中国
微子文化研究中心”，睢阳，必将成
为中国微子文化的研究、传播和拜
谒的圣地！

睢阳，打造“中国微子文化之乡”
□ 本报记者 白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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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讯

9月19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组织专家评审组莅临商丘，并召开了商
丘市睢阳区申报“中国微子文化之乡”评审座谈会。 本报记者 白鹏 摄

9月27日，商丘市第五届老年人运动会门球赛在夏邑举行。来自全市各县 （市、区） 的10个代
表队100余名队员参赛。他们各亮绝活，一展风采，为欢度国庆营造浓郁的节日氛围。

本报记者 韩 丰 摄

9月23日上午，宁陵县文化太极拳队在石桥镇万亩梨园景区，开展庆丰收太
极拳表演活动，精彩的太极拳表演赢得阵阵掌声。

吕忠箱 摄

“白云妹妹真好看，白衣白裙白
手绢，太阳公公走累了，赶上前去擦
擦汗……”9 月 26 日晚，中央宣传
部、中央文明办等7部门在江苏南京
向社会公布 80 首优秀童谣推荐作
品，并启动优秀童谣传唱活动。《爷
爷是个皮影匠》等 10首童谣获得一
等奖，《朵朵》等10首童谣获得二等
奖。

自今年 2月中央宣传部、中央文
明办等7部门开展2018年优秀童谣征
集推广活动以来，各地积极参与，共
征集童谣作品 6 万余首。经初步筛
选、专家评审、学生试唱评议等环
节，从中挑选出 80首优秀童谣进行
推荐。这些优秀童谣既有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德育类题材，也有反
映民风民俗、富有童心童趣的生活类
题材，也包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体现时代气息的作品，健康向
上、简洁明快。

为进一步做好优秀童谣推广传
唱，中央文明办在人民网、中国文明
网开设了优秀童谣作品再创作音视频
征 集 系 统 （http://dangjian.people.
com.cn/GB/136058/416131/421108/
index.html），将通过广泛征集和重点
打造相结合的方式，请社会力量对评
选出的优秀童谣谱曲编排创作，制作
动漫、音视频节目。为加大推广力
度，还将利用媒体展播、出版和赠送
童谣图书、开展传唱活动等方式进行
宣传推广，使广大少年儿童在童谣传
唱中陶冶情操、快乐成长。

（据新华社）

全国 80 首优秀童
谣推荐作品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