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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聚焦 

中国地理学会 2012 年学术年会在我校隆重举行 

10 月 13 日，具有 103 年历史的中国地理学会 2012 年学术年会在百年学府河

南大学隆重开幕。这是百年中国地理学会与百年河南大学在千年铁塔脚下的第一

次牵手，来自全国各地的地学工作者齐聚古朴典雅的大礼堂，围绕“地理学发展：

科学与社会”这一主题，共同探讨 2012 年地理学新发展。 

本次年会由中国地理学会、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河南大学、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承办，河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河南省地理学

会和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等单位协办。1200 余名地理学工作者汇聚

一堂，就地理学自身发展与能力建设、地理学的社会应用和如何与市场紧密结合

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河南省委常委、副省长刘满仓，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

琬，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原科技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

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刘燕华，河南省政协副主席、民建主委龚立群，河南省政协

原副主席、河南大学原校长、河南省科协名誉主席李润田，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家

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院长陶

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学院对地观测与数字地球



科学中心主任郭华东，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城市与区域生态重点实验室主任傅

伯杰，开封市市长吉炳伟，河南大学校长娄源功，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河南大学教授梁留科在主席台就座。开幕式由年会组委会主席、河南大学黄河文

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李小建主持。 

刘燕华致开幕词，他首先代表中国地理学会对与会代表表示欢迎，并对承办

此次会议的单位表示了由衷的感谢。他介绍了此次年会的主题、宗旨、任务和地

理学的发展情况，阐述了在当前国内外形势下地理学科发展的重要性。他说，地

理学会是一个有特色、有潜力、有人才的学术组织，我们一定能够把地理学会办

得更加兴旺。 

娄源功在开幕式上代表我校 6万余名师生欢迎各位专家的到来，并回顾了我

校建校一百年以来的历史与学科发展情况。他说，这次年会的召开是我校百年校

庆一百场高水平学术活动的延续，也是对我校地理学科发展的充分肯定与支持，

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可以在此交换学术思想，交流研究心得，并为河南大学的发

展多提宝贵意见。最后，他预祝此次年会取得圆满成功。 

 梁留科代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冯长根宣读了致辞，对此次年会的召开

表示了热烈祝贺。他说，学术交流是科学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所以我们一定要

把此次年会打造成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平台，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发挥重大作用。 

刘满仓从地理、历史、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介绍了河南的发展情况。他

说，研究地理对我国及全球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发展进程以及人类的

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地理学。河南地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对推动中原经济区建设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地理学会秘书长张国友宣读了第三届中国地理科学成就奖表彰决定。 

在大会特邀报告中，王家耀、郭华东、杜祥琬、傅伯杰、Yoshitaka Ishikawa、

刘燕华、李小建、Michael Dunford、杜德斌等分别就“应对气候变化与我国能源

发展战略”、 “地理学理论发展：格局与过程耦合”、“信息化时代的地图学：数

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空间遥感 50 年及我国的发展展望”、 “Invitation to 

the IGU Kyoto Regional Conference”、“中国地理学会发展探讨”、“中国经济



地理学发展新思考”、“欧盟的凝聚政策及区域政策”、“世界权力结构重构与中国

地理学的新使命”等主题作了学术报告。 

据悉，大会还设立了 29 个专题讨论分会场，14 日全天在河南大学、河南财

经政法大学同时进行。与会学者就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医学地理与环境健康、

环境变化与文明演化、实验与模拟空间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思维与发展方向、城

市社会文化地理学、城市化与城市地理、地图—GIS 与可持续发展、“三化”协调

与中原经济区建设等主题开展了深入交流探讨。 

 大会召开前夕，中国地理学会十届三次全体理事会议在开封召开。期间，校

党委书记关爱和看望并宴请了出席会议的 60 多位地理学家，对他们长期以来对

河南大学地理学科发展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达谢意，并期待着进一步加强合作，

共谋发展。 

“全球视野下黄河文明起源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11 月 10 日上午，由中心主办、东方毅拓展文化协会协办的“全球视野下黄

河文明起源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我校金明校区新行政楼二楼隆重举行。我

校副校长宋纯鹏，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建华教授，南京大学教授、我

校校友范毓周等出席开幕式。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

大学、南开大学等 31 所研究所、高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开幕式由中心

执行主任苗长虹主持。 

宋纯鹏在简要回顾了我校走过的 100 年发展历程后说，河南大学作为省部共

建、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当前正以百年校庆为新的起点，努力创建国

内一流大学，服务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他相信各位专家学者汇聚开封，纵论黄河

文明的形成、发展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转型问题，将为黄河文明与黄河沿岸地区

可持续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也会对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建设做出重

要贡献。 



 常建华在讲话中祝贺我校百年华诞。他强调科学研究应当根植传统文明，又

要服务当今社会现代化建设，同时要开拓思维眼界。他相信本次会议作为一个契

机，将极大提高学术研究在关注社会、服务国家、放眼世界方面的重要功效。 

范毓周表示，本次学术研讨会是一次重要的学术盛会。会议对广泛学习黄河

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成果、学科经验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进一步提升黄河文明

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的建设发展具有重大作用。作为河南大学校友，他表示要

尽一己之力，回馈母校。 

 本次研讨会为期两天，分大会报告、专题讨论两种形式进行。专家、学者将

就黄河文明的形成及国际地位、中日近世社会研究与比较、社会风俗建设与民族

记忆、黄河中下游沿岸地区社会经济转型与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 

我中心举行第四届“黄河学”高层论坛 

 9 月 10 日上午，我校金明校区行政楼二楼报告厅座无虚席，河南社会科学

2012 学术年会河南大学分会暨第四届“黄河学”高层论坛开幕式在此举行。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毓周，

我校副校长宋纯鹏，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唐玉宏等相关单位的专家学

者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心执行主任苗长虹主持。 

 宋纯鹏为开幕式致辞。他代表我校向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致以热烈的欢迎和

诚挚的问候，并简要介绍了我校的百年历史。他说，今年是河南大学建校百年，

本次论坛的召开对于推动我校对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希望各界一如既往地对河南大学的学术研究进行支持。最后，他预祝本次论坛取

得圆满成功。 



唐玉宏对河南大学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就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区建设做报告，

他呼吁大家积极投身于华夏文明的建设与发掘复兴中去，努力把科研成果转化为

社会生产力投入到实践生产中去，造福人民。 

王震中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此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他说，华夏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建设意义深远，本次论坛的召开将有利于中原地区

的崛起和发展。 

 据悉，本次论坛为期两天，由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河南大学共同主办，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地理学会黄

河分会、河南省华夏文化研究会、河南省留余文化促进会、河南省文字学会承办。

论坛围绕华夏文明与黄河文明的发展问题，采取主题报告和专题讨论相结合的形

式进行了深入探讨。 

学术简讯 

1、9月 24 日上午，刘卫东在环境与规划学院二楼会议室做了“经济地理学

之‘惑’”学术报告。刘卫东指出，经济地理学是“门槛”低但难以完全把握，

善于从事实践性工作、但又不乏自身科学命题的 学科，使人感到困惑又充满诱

惑。报告从西方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历程、我国经济地理学的发展过程和近年来

我国经济地理研究的特点、研究方向进行了梳理总结，结合大量应用性和实践

性工作及经济地理学在国家区域发展战略规划和咨询方面所做的贡献，提出经

济地理学是一门非常活跃的学科，学好经济地理学，需要具有观察真实世界的

“立体”思维能力和宽广的知识结构。报告会前，刘卫东接受了我校讲座讲授

的聘书。 



2、10 月 11 日下午，张文忠在环境与规划学院二楼会议室做了“产业集疏

与国土空间配置”学术报告。张文忠介绍了我国产业空间集疏的总体态势及我

国重点产业空间的集疏过程，包括煤炭产业、电力工业、石化产业、钢铁产

业、有色金属产业、医药产业等，张教授就产业发展优化调控的导向问题做了

客观详尽的分析，介绍了影响产业发展的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提出了要加强

重要矿产资源保障工程的建设，要控制重化工业进一步发展，限制低端产业的

布局和扩张，促进低附加值产业的有序转移。张教授也强调了均衡发展的重

要，提出要建设特色产业集群，较大产业承接和转移力度，控制产业用地规

模，提高产业集聚效率。 

3、10 月 15 日上午，宁越敏在金明校区新行政楼二楼报告厅做了“中国大

学生的国际观调查分析”学术报告。宁越敏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

武汉等个城市的在校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以了解其国际观，通过相关分析及绘

制感知地图等方法，发现中国大学生有较强烈的国家归属感，对外部世界的偏

好存在着较明显的空间特征，多数大学生对欧洲版图的划分比较正确。宁越敏

指出，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社会等方面的交流越来越

多，并深刻影响了中国公众的国际观，发现中国大学生有着较强烈的国家归属

感，对外部世界的偏好存在着较明显的空间特征，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主要是受

媒介宣传与教科书的深刻影响。 

主要成果 

书法的又一种风度——访民俗学家、长篇历史小说家高有鹏 

记者：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而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书法艺术

密不可分。因为文化流传依赖于文字载体，而中国汉字发展史其实就是书



法历史。然而，因受计算机技术影响，人们日益疏离书法艺术，甚至自觉

不自觉地把传统等同于落后。作为习书多年的学者，您如何看待此现象？ 

  高有鹏：书法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当下，一方面，因受计算机技

术影响，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仅生疏于书法艺术这一文化传统，甚至自觉不

自觉地把传统等同于落后，这一思维定式严重影响中国书法艺术的传承；

另一方面，书法艺术不断获得巨大文化生机，受到人们喜爱。应该说，文

化传统的延续与发展，时时表现出抗争与顺成的态势，在不同程度上回应

着社会发展中的文化诉求。民族复兴与文化繁荣，都与中国书法艺术的发

展形成不同形式的联系。 

  就目前而言，全球化与信息化形成了巨大文化潮流，极有力冲击着多

个民族的文化传统。我们更多地关注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却相对忽

略了文化传统的特殊价值。文化传统既是文化认同与选择的结果，也是维

持民族记忆的重要空间和必要场域，其承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形成重

要的民族识别与标致。书法文化的主体是在文化传统中日益形成自己的文

化个性的，从最早的刻写文字，到之后的毛笔软笔书写，特别是王羲之、

王献之他们的文化创造，使中国古代书法达到极致，从而影响到这一文化

传统的强盛态势不断出现。于是，也就有了颜柳欧赵诸家的旖旎风光。近

世书家更是风起云涌，显示出中国书法艺术传统的独特魅力。在一定程度

上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未必就是书法传统的辉煌再现，却实实在在为书

法这一文化传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繁荣条件。 

  记者：书法艺术的实质应该是文化的形态展示与表达，其背后是丰富

多彩的思想文化。古往今来，学者书法都是一个古老而又时时表现出簇新



风度的艺术现象。作为学者型书家，您的书法作品，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浓郁的文化风格。您多次强调文化研究要懂得历史文化，要懂得文化生

活，要懂得艺术创造。您在研究中践行此理念，把文化研究和书法艺术密

切结合。您的专著《中国民间文学史》中“中国神话时代”等章节，把汉

字与图腾相联系，将远古神话研究与古文字相联系；从伏羲神话中发现犬

图腾与羊图腾的信息，在神农神话中发现牛图腾的信息，从黄帝神话中发

现龙图腾与土地崇拜等信仰传统的糅合，从颛顼神话中发现猪图腾，指明

中国古代神话的传承与记忆在文字世界存在的特点；这些都是您独特的文

化发现。您如何发现了这些现象？ 

  高有鹏：汉字是文化发展中民族记忆的重要载体，其篆书、隶书、行

书、草书、楷书等文化形态的形成与变化，每一个阶段都是文化记忆形式

的具体体现，包含着不同时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信息内容。篆书并

不是最古老的文字，却是最早被规范的文字形态；在这些古代文字形态中

发现民族图腾，说明中国古代文字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把

文字形态作为文化生活研究，是我们文化研究、书法创作都应该重视的基

础。 

  民族传统的坚守在面向世界的新格局中，对于实现民族复兴和民族自

强、民族自觉具有重要意义。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标志是社会风俗生活，是

语言，是文字，三位一体，这一切都构成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传统。方言

与文字的意义更为特殊，一言一语，一笔一划，都包含着民族博大精深的

思想、智慧与信仰。不懂得语言文字发展变化的历史，不懂得千百万人民

大众的情感与文化，就不能够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最深刻的内容与规



律。岩画、石刻、雕塑和后世的各种绘画，都与书法形成密不可分的联

系。中国文化传统推崇尊重自然，重视人品与文品相统一，即字如其人。

这是中国文化的集中表现。 

  记者：书法作为文化现象，应从哪里突破？ 

  高有鹏：文化创造与艺术创造必须遵守文化规律与艺术规律，临帖是

书法艺术的底气，不能随随便便发挥。诸如一个“之”字，石鼓文一种写

法，散氏盘拓本一种写法，其他如汉简、唐都统所印金、唐峿台铭等，形

形色色。这些文字学知识都是书法家应该掌握的。 

  记者：您的篆书，尊古而不泥古，既有刚健苍劲、粗犷甚至任性的一

面，又有圆润、细腻、秀美的一面，静中有动，刚柔相济。您的书法，在

笔法上，有许慎《说文解字》中汇集的篆书书体，也有石鼓文、甲骨文、

金文的痕迹，更有吴大澂篆书《论语》、《孝经》，包括吴昌硕等巨匠临写

石鼓文的痕迹，既有篆书书法经典特有的厚重，有灵机一动的挥洒，又也

有许多想当然而又合理的成分。这些特点是否与您的文学创作有关？ 

  高有鹏：文化的重要生命力在于想象力。想当然的态势是一种风格，

是一种方法，是一种境界，但并不是简单的恣肆妄为。我在《清明上河》

中描写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蔡京、米芾等人，曾多次仔细揣

摩他们的书法，想象他们的个性与神态。其中，对苏轼着墨甚多，写他与

米芾两人表现书艺处，先是写酒，进而写情，写心中的愤懑与热烈，伴随

着爱妾王朝云的载歌载舞。长篇历史小说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表现那些

历史上特立独行的书法家，应该懂得书法艺术的特质与历史。不懂得文学

创作，如何研究文学发展？不懂得书法和文字，又如何研究文化发展？如



何表现历史上那些书法巨匠的思想文化与艺术生活？ 

  记者：您笔下的篆书，与职业书法家笔下的篆书有许多不同。您的书

法具有鲜明自我意识、创新意识，这应该是文学创作与文化研究的功力体

现。其实，文化修养不断提高是大师涌现的前奏，也是文化发展的必备条

件。一个学养深厚的书法家应该是一个对中国文化传统有深刻体会与把握

的学者；同样，一个卓有建树的学者，也应该对中国书法这一传统艺术形

式有相当了解。如果能够将中国文化传统各个方面融会贯通，大师的出现

就不只是想象或奢望了。 

  高有鹏：文化复兴，任重道远。当前的文化生态、学术生态有许多不

健康因素。忽视中国文化传统是极其浅薄的；同样，食古不化与师洋不化

也都是严重不自信的。这些都源自对历史文化的生疏、对时代发展中民族

文化位置与价值的漠视。尊重传统就是自信，这是自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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