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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炎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龙头文化,从炎黄文化到炎黄学,是一种提升,更是一项学

科建设。这项学科建设完全符合近年来党和国家提出的要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和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的时代

要求,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谈到的“文化自信”,有利于我们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自我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有利于改变当前炎黄文化研究存在的结构性困

境,实现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相转化,将不同研究成果内在地联系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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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说:“经过长期努

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

新的历史方位。”[1]7新时代产生新学问,这是学术和

学科发展的规律。改革开放40年来,时不时地听到

学术界呼吁建设“炎黄学”的话题。无论是从国学研

究的视角,还是从中华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来讲,
“炎黄学”学科建设,既有利于提升炎黄文化的研究

层次,也有利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

展。因为炎黄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龙头文化,而
从学科建设的高度来推动中华民族的龙头文化研

究,完全符合近年来党和国家提出的要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要

求,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谈到的

“文化自信”。
学科建设是与时俱进的话题,是不变与变的统

一体。不变是指有些学科是超越时代的,它构成人

类知识体系的基本框架,属于基础性的。变是指有

些学科有其时代特殊性,就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

的学问一样,时代不同,学科的特色不同,新生学科

的诞生,每每都是新时代的产物。炎黄学就是顺应

时代的需求而提出的。我们现今正处于中华民族复

兴的伟大时代,中华民族的复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的弘扬,应该是

同步的,而炎黄文化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起始

文化、龙头文化。回应时代的需求,建设炎黄学科有

如下六个“有利于”的重要意义。
第一,有利于通过“文化自知”而达到“文化自

信”和“文化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了“文

化自信”。我们知道,文化自信的基础是文化自知。
炎黄学学科建设,对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自

远古而来的文化特质具有基础性的建设意义,也就

是说,炎黄学学科建设有利于我们在对中华传统文

化的自我认识的基础上,达到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诚然,在由“文化自知”而达到“文化自信”和“文

化自觉”这一点上,以往的炎黄文化研究也有近似的

作用,然而它远不如炎黄学学科建设这种方式更有

意义。炎黄学与炎黄文化研究这两种方式,在培养

和增强文化自信、自觉上,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炎
黄学是把我们对炎黄文化的自我认识,放在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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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学理基础之上来进行学术建树、学科建设和

文化弘扬的。所以,炎黄学凸显了炎黄文化研究的

科学性和系统性。只有在科学性和系统性基础之

上,才能实现从“文化自知”走向“文化自信”和“文化

自觉”。这也是我们把炎黄文化研究提升为炎黄学

的价值所在。
第二,有利于改变当前炎黄文化研究存在的结

构性困境

自1991年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人民大会堂

成立以来,27年来研究会的历届领导做了许多非常

有意义的大事,如出版发行了由执行会长萧克上将

主持的100卷《中华文化通志》,出版了由李学勤、张
岂之两位副会长主编的8卷本《炎黄汇典》,创办了

《炎黄文化研究》丛刊等。各地的炎黄文化研究会也

开展了许多有意义的活动,寻根敬祖如火如荼,在凝

聚海内外华人的民族情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炎黄文化研究存在着自己的困境。炎黄

文化研究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结构性的。如,科
研与教学脱节,科研成果不能及时转化为教学内容;
再如,科研是散点式的,缺乏总体规划,很多研究成

果无法得到系统性的总结,也无法将不同研究成果

内在地联系成一个整体。多年来,这些问题在炎黄

文化旧有的研究模式与框架下只会反复出现,不断

重演。这一问题要求我们从结构这一层面寻找解决

问题的办法。现在我们找到了通过建设炎黄学学科

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炎黄

学学科的建设,以学科为依托,通过学科平台,这些

顽症才能得到解决。这也正是炎黄学学科建设的又

一重要意义与价值所在。
第三,有利于改变各地炎黄文化研究中忽视学

术性要求、不成系统、碎片化的问题

全国各地炎黄文化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但各地炎黄文化的研究与普及的学术性支撑

和学科性支撑、各地的炎黄文化的关联性、炎黄文

化研究的系统性和体系的构建等诸如此类的课

题,只有通过炎黄学学科建设才可以得到解决。
如就某一地域的炎黄文化研究与全国的炎黄文化

研究的关系而论,炎黄学作为一种学科要求,它可

以促进“从本地看全国,从全国看本地”这样的双

向互动发展,可以促进各地炎黄文化的研究“各美

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即立足本

地、放眼全国的层次,把全国乃至海内外的炎黄文

化的研究联合起来,形成天下一家的局面。这当

然属于新时代炎黄文化研究的“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第四,有利于总结和提升自20世纪20年代以

来学术界对包括古史传说在内的中国上古历史与文

化的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以顾颉刚先生为旗手的

“古史辨”派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之
后,学术界对包括炎黄在内的古史传说的研究形成了

“信古、疑古、释古”的三种研究范式、三种话语体系。
古史辨派一整套(成系统)的疑古,对20世纪50年代以

前的中国古史研究和思想文化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

20世纪50年代以后,学术界对此反思的力度开始加

强。如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在20世纪

40年代初版时还是较单薄的,而在20世纪60年代出

版的“增订本”则很有分量,在学术界产生了越来越重

要的影响。最近30年来,学术界批评“疑古过度”之声

不绝于耳。“疑古过度”这一说法是否正确,可以继续

讨论,但也不能忘记,顾颉刚先生掀起的中国近现代学

术史上第一次对古代文献大规模整理高潮的历史功

绩。这一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所谓古史传说,是指在没有文字记载出现的时候,

历史是人们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来保存和流传的,这些

内容后来被文字记录下来以后便成为文献中的古史传

说。但是,古史传说有“实”有“虚”,虚实相混。对于古

史传说中的“实”,尹达先生在1983年《史前研究》创刊

号上发表《衷心的祝愿》一文中称之为“史实素地”。杨

向奎先生说,古史传说是一种历史与神话的交融,是
“历史中有神话,神话中富于历史”[2]。徐旭生、尹达、杨
向奎等先贤,在对待古史传说的问题上,是科学的,也
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对古史传说的研究,涉及

如何重建中国上古史这样一个重大学术课题。在重建

中国上古史的过程中,我们当然需要对近代以来“信
古、疑古、释古”的学术思潮及其研究成果进行科学的

总结,并加以提升,但目前并没有做这样的科学总结和

提升。究其原因,笔者以为这与把古史传说究竟应归

于什么样的学科,学术界并不明确,是有关系的。从学

科的归属上讲,古史传说既不能单纯地归属于神话学,
也不能单纯地归属于历史文献学,而把它放入炎黄学

之中,学科属性则可得以理顺。因此,我们说炎黄学学

科建设,可以对近代以来“信古、疑古、释古”的学术思

潮及其研究成果进行科学的总结和提升,也有助于推

动上古史的教学走向深入。
第五,有利于把炎黄文化研究与中华文明起源研

究结合起来,并以此整合包括古典文献、考古学、人类

学在内的多个学科,使中华早期文明的历史画卷多姿

多彩,有血有肉

中国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研究、重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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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史的研究,都是跨学科、多学科相结合的系统工

程,它包括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人类学

等多个学科,以上这些学科,各有各的优势,也各有

各的局限。我们以炎黄学为平台,整合相关的各个

学科的优势,克服其局限,做到互补互益,这对研究

中国文明起源和重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乃至对中国

文明起源和中国上古史的教学来讲,既可以增强史

实和资料的丰富性,亦有利于做出理论上的创新。
第六,有利于在中华民族复兴中增强民族凝聚

力,为“根文化”的研究提供一个坚实的学术平台

中华儿女被称为炎黄子孙,改革开放以来,无论

是对“人文始祖”炎黄的祭拜,还是对炎黄文化的弘

扬,都与海内外华人的寻根文化心理心态联系在一

起。究其原因,这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

五千年文明史的本质内涵;在延绵不绝的五千年的

中华文明史上,不论是国家统一时期,还是分裂割据

或遭受变故的黑暗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炎黄

精神始终是中华民族不可摧折、难以磨灭的精神维

系,是中华民族凝聚为一体的精神纽带,并由此形成

了中华民族亿万子孙的凝聚力和自豪感。建设炎黄

学,通过“文化认同”而促进“民族认同”和“民族凝

聚”,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分力量,这是从事

中华文化研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仁人志士

的责任和使命。通过炎黄学学科建设,将中国人心

中的炎黄情结以及以炎黄为内核的民族心理、价值

观等观念形态建立在科学的、系统的学理基础之上,
从而走出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悖论语境,
使我们民族的人文始祖及其事迹既可爱又可信。

与较为单纯的“楚辞学”“春秋学”“敦煌学”“洛
阳学”“神话学”“甲骨学”“古文字学”等相比,“炎黄

学”是带有跨学科特点的综合性的新兴学科,也可以

称为综合性学科。笔者对炎黄学初步的界定如下。
在时代上,炎黄学研究所包括的时代范围:一是指炎

黄二帝及其所在的时代;二是指与炎黄密不可分的

整个五帝时代乃至之前的三皇时代。在历史文献资

料的使用上,按照史料的原始性的等次性,以先秦时

期的资料(包括出土文献资料和古文字资料)为第一

等材料,以秦汉时期的资料为第二等材料,以魏晋南

北朝以后的资料为第三等材料。在考古资料的使用

上,以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的考古资料为第

一等资料;进入成文史的历史时期以来的考古学实

物资料(包括地上的后代的庙宇、陵寝等建筑物和碑

刻等资料)的等次性将依时间的先后而递减。现代

我国少数民族和国外土著民族的人类学资料则可作

为参照系而对待。在学科的构成上,炎黄学涉及历

史学、历史文献学、训诂学、文字学、考古学、民族学、
人类学等学科,是多学科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这

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赋予炎黄学的特质。

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

意见》,在要求“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之外,还要求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

材体系,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全过

程[3]。高校成立炎黄学研究院,进行炎黄学学科建

设,正是对党中央国务院这一意见的落实,完全符合

当前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战略需求。当然,炎黄学

研究院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是任重道远的。仅就学科

建设而言,首先就要进行相应的“炎黄学”的教材和

教学建设实践。它需要先把由全国十数名专家学者

担任授课老师的“炎黄学课程”,逐步转化为由高校

自己的老师来授课,即逐步实现“炎黄学课程”教师

队伍的“本土化”;它还需要把授课教师们的教案和

讲稿修改为教材,并加以出版发行;它更需要协调全

国这一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们合作撰写能供全国通

用的《炎黄学概论》教材。这一系列工作只是学科建

设的基础性工作。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整合形成稳

定的炎黄学研究共同体并创造出丰富而系统性的科

研成果。
总之,中华炎黄文化若要做出“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需要炎黄学这样的学科平台;而炎黄学

学科建设则需要以大学和研究院为依托。创立炎黄

学研究院、建设炎黄学学科完全符合习近平总书记

十九大报告的精神,这一举措有利于促进把我们的

文化自信和自觉,建立在“文化自知”的基础之上,极
高明而道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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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而言自然不能被列于首位。在宋太祖实行削实权、
收精兵、制钱谷三个方面的重大措施中,科举取士改革

并没有进行过多涉及,只是针对意见较大、弊端显而易

见之处略加调整,如最为后人推崇的殿试制度,也只是

因为落第举人徐世廉等控诉李昉取士不当,而将五代

以来的复试制度化、规范化而已。其他措施,如禁传

义、禁挟带、罢公荐和录取人数、授官确定也多是对五

代的直接继承。虽然赵匡胤建宋后,极力提倡“欲武臣

读书”和“宰相需用读书人”,但与其说是一种制度性变

革,还不如说是一种口号式标榜,也表明由武治向文治

的转变信号。太祖时期对科举取士有所改变,但幅度

不大,“只有培养内心无所争的君子,使其成为时代的

主流,才有望彻底结束春秋之乱世”[15]。直到宋太宗以

及宋真宗时期对科举制度实行全面改革,大量人才才

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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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ImperialExaminationfromtheFive
DynastiestotheEarlySongDynasty

ZHANGJiange
(InstituteofHistory,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Abstract:TheImperialExaminationwasoneofthemostimportantsystemstoselectofficialsintheancientChina.SinceitsfoundingintheSui

andTangDynasties,theImperialExaminationcametomaturestepbystep,withthecontinuousadjustmentanddevelopmentfromtheFive

DynastiestotheearlySongDynasty,whentheycarriedoutaseriesofmorestringerguidelines,suchaskeepingtheinvigilateunderclosesuper-

vision,sealingupthenameofexaminees,increasingthereexaminationandfinalexaminationpresidedoverbytheemperorandsoon.Inaddi-

tion,thepoliticalstatusandeffectoftheofficialswhopassedtheexamshadbecomemoreandmoreimportant.BystudyingtheImperialExami-

nationduringthisperiod,wecanmakemoreclearofitsexaminationsystem.

Keywords:fromtheFiveDynastiestotheearlySongDynasty;theImperialExamination;Chin-S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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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hxdology:CreativeTransformationand
DevelopmentofResearchintoXH-XDCulture

WANGZhengzhong1,2
(1.ResearchInstituteofYhxdology,XinyangNormalUniversity,Xinyang464000,China;

2.ResearchInstituteofHistory,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732,China)

Abstract:XH-XDCultureistheleadingcultureintheChinesetradition.ThestepfromXH-XDCulturetoYhxdologyisnotonlyanimprove-

mentbutadisciplineconstruction.ThisdisciplineconstructioniscompletelyinconformitywiththedemandsofthetimetomakeChineseexcel-

lenttraditionalculturegoing"creativetransformationanddevelopment"suggestedbyCPC,andwith"culturalconfidence"provokedbySecre-

taryGeneralXiJinpinginthereportof19thCPCNationalCongress.Allofthesecanbebeneficialforustorealizeculturalself-consciousness

andculturalconfidenceonthebasisofself-knowledgeof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Yhxdologyisalsohelpfultoovercomethestructuraldilem-

ma,soastoachievethecombinationofscientificresearchesandteachingtointegratedifferentachievementsinherently.

Keywords:Yhxdology;culturalcreativity;culturalinnovation;culturalconsciousness;cultural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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