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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讲坛

文明是人类历史的总汇，也是人类文化的结

晶。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

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

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

宝藏。2022年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了解中

华文明五千多年发展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

向深入，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

化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不忘本来才能开创未

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探源中华文明就是

要寻根固本、鉴往知来，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内

涵、特质和发展历程，深刻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

文明的重大贡献和意义，从中汲取强大的精神力

量，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推进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在延续民族文化的血脉

中开拓前进，创造中华文明的新辉煌。

深刻认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内
容和重大意义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明确了中华文明起源、

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实证了中华五千多年文

明。2002年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中华文

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即中华文明探源

工程）立项，2004年正式启动。该项目秉持“多

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理念，共有

20多个学科、数十个单位的400多位专家学者参

与，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多学科参

与研究人文科学重大问题的国家级研究项目。

20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围绕公元前3500

年至公元前1500年期间的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

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4处都

邑性遗址，以及黄河、长江、辽河流域等其他中

心性遗址实施重点发掘，并对周边聚落群开展大

规模考古调查。通过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和多学

科综合研究，以新的科学手段进一步勾勒和描绘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壮阔图

景，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推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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