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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小传

晁福林，1943 年生，河南杞县人。先秦史学者，北京师范大学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研究培育基地首席专家、历史学院商周文明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

事中国古代史先秦史研究。著有《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夏商西周史丛考》《上博

简〈诗论〉研究》等。

“我们结合亲身经历，向市民

讲历史，讲党的创新理论，讲新时

代上海城市发生的可喜变化。”上

海市杨浦区“老杨树宣讲汇”团队

负责人倪来娣说，“用心做、努力

讲，大家都乐此不疲！越来越多

人喜欢听我们的宣讲。”

“老杨树宣讲汇”团队是全

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现有成

员 300 多人，最大的 95 岁，平均

年龄 73 岁。成立 5 年来，团队成

员一直奔走在宣讲的路上，累计

开展宣讲 2600 余场。

依 托 网 络 平 台
实现百万量级线上
播放

2020 年，“老杨树宣讲汇”团

队成立，一批理论扎实、擅长宣

讲、乐于奉献的离退休干部，以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时代精神为

使命，成为上海开展理论宣讲的

重要力量。他们先后被评为“上

海市优秀志愿服务项目”“上海

市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

“老杨树”们心不老，他们主

动拥抱互联网，为红色宣讲插上

“数字双翼”。 5 年来，团队依托

网络平台，实现了从“几万人线

下听课”到“百万量级线上播放”

的跨越式增长。

在哔哩哔哩平台，团队开通

“杨浦老干部”直播账号，开启红

色宣讲新探索。“我 13 岁进入纱

厂，每天工作 12 小时……”“七一

勋章”获得者黄宝妹，首次成为

“网络主播”，在直播中讲述自己

“一辈子为人民纺纱”的奋斗故

事。满头银发的“黄奶奶”在镜

头 前 深 情 表 示 ，自 己 虽 然 退 休

了，但要继续为大家讲好红色故

事。直播评论区的年轻网友纷纷发送“接好前辈的接力棒”的动

情弹幕。红军后代刘松山等一批老同志走进直播间，讲党史、讲

国史，深受年轻人喜爱。

为符合年轻人的学习习惯，“老杨树”们指导、协助互联网企

业打造“红色旋风”系列英语口语频道，“用英文讲‘半条被子’的

故事”等 14 门课程先后上线。在“老杨树开麦啦”志愿服务项目

中，团队成员胡峻、李俊英等线下走进校园，线上同步直播，引导

广大学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以个人经历讲述看得见、摸得着的
发展变化

“老杨树”们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是开展红

色教育的“活教材”。大家坚持讲鲜活的发展故事，从百年党史到

时代强音，他们以亲身经历为教材，为青年人上好人生“大课”。

年过九旬的“人民教育家”“改革先锋”于漪，每年都会向青

年教师分享她“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的故事，鼓励他

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她走进杨浦高级中学，与 05 后学子“青

春对话”，寄语当代青少年“生逢盛世，不要忘记幸福生活是怎么

来的，要肩负重任”。

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云，从“上好党史学习

教育必修课”着手，深入基层和学校开展宣讲，激励更多人在“牢

记来时的路，走好前行的路”中为党旗续写新荣光。

他们持续讲好滨江红色故事、新时代杨浦人民城市建设故

事。杨浦区委原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陈安杰，作为杨浦转

型发展的亲历者，倾情讲述城区“蝶变新生”之路。团队成员郝

建华在杨浦新江湾城生活了 20 年，“我现在就是家门口的‘活地

图’，可以把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变化讲给居民群众和青

年一代听。”

他们关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三新”领

域。“老杨树”们以互联网企业党建指导员身份与外卖员交流谈

心，与大家一起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建活动，助力企业实现党建工

作与业务发展的“同频共振”。

吸引越来越多人参与理论宣讲

5 年来，“老杨树宣讲汇”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理论宣讲，

共同奏响人民城市建设的“大合唱”。

规模持续扩大，许多离退休干部慕名前来。目前，团队已发展

成为区、街道、居民区三级宣讲网络。队伍内部还探索形成了“宣

讲导师+宣讲员”的新团队，以老带新，不断壮大“银发”人才库。

课程“火”出了圈。很多时候，团队年度课程“菜单”一经发

布，各单位的讲课邀约就纷至沓来。哪里有需要，“老杨树”们就

把“讲台”搬到哪里。杨浦区委党校主体班次、中学生共产主义

学校、爱心暑托班等都成为“老杨树”们宣讲的平台。

机制不断完善。团队根据不同群体定制宣讲计划。面对社

区普通群众，团队打造“老杨树·开放思政屋”，推出一系列精品

视频党课，并创作了红色沪剧、上海说唱等艺术党课；面对繁忙

的企业工作人员，团队利用“午间一小时”和下班后的时间，为他

们讲课；面对外卖员群体，团队利用外卖量较少的时段，就近在

快递员休息室开设“微党课”，外卖员听得津津有味。

莫道桑榆晚，“老杨树”们说，将继续讲好身边的生动故事，

带动更多市民深入学习党的创新理论，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共建

和谐美丽城市，共创幸福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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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杨树宣讲汇”成员围绕“人民的城市”宣讲主题，开展集

体备课。 杨浦区委宣传部供图   
北京师范大学科技楼 9 层，有一处文博

馆，由历史学院管理。馆藏文物 1 万余件，展

出的只是一小部分。原始彩陶、殷墟甲骨、

商周吉金……精品器物令人目不暇接，折射

出华夏文明的精彩纷呈。透过青铜器表面，

寻找精美的夔龙纹饰，阅读隐约可见的铭

文，就能与古人来一次促膝长谈。于观众而

言，观看这些是“触摸历史”，对晁福林来说，

它们则是研究历史文化的载体。

40 多年前，晁福林登上北师大讲台，也

开始了在先秦史领域的耕耘。“先秦文明研

究难度大，但钻研进去，乐趣也很大。”在晁

福林看来，先秦史研究费时费力，须有一股

锲而不舍的精神。在浩瀚文明长河之中，拾

起大浪淘沙后的粒粒明珠，晁福林廓清重重

迷雾，探寻先秦文化的历史真知。

倾注心血，做一个纯粹
的学者

晁福林自幼好学，成绩出类拔萃，17 岁

被北师大历史系录取，与先秦历史结下不解

之缘。在“木铎金声”中度过美好的校园时

光，毕业后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远赴吉林

延边的一所山区中学做老师。

“身处山乡僻壤，难以接触专业书籍和

资源，为数不多的闲暇时间都被繁重的教学

任务和劳动所填满。”晁福林说，尽管这样的

日子过了十几年，但他对学术研究的信念从

未熄灭。

1978 年，研究生制度恢复，晁福林决定

报考北师大商周史专业研究生。他回到了

阔别已久的母校，师从历史学者赵光贤。

在校期间，晁福林跟随老师赴河南、陕

西实地考察历史遗迹，探寻一个个尘封的

印记，触摸一条条细腻的纹路。“摸得着历

史，才能更加投入其中开展研究，这样做出

来的研究才更符合本真。”从那时起，用实

地 考 察 来 服 务 历 史 研 究 ，成 为 晁 福 林 的

坚持。

晁福林在学习中发现，先秦历史的研究

包罗万象，涉及多个学科。“研究先秦历史，

首先要做一个‘杂学家’。”然而，有关先秦历

史的文献数量稀少且佶屈聱牙，古文字也是

一道难关。当时，《甲骨文合集》刚刚出版，

13 册，一册一册出售。每售一册，他就第一

时间骑车到书店去买。“我专门准备了本子，

每看完一篇，就一笔一画把每个字符临摹下

来。”晁福林回忆，一篇篇临摹，一个字一个

字认，“这是笨方法”。为了加快进度，在那

个没有空调的年代，三伏天时，他索性脚踩

一盆凉水，头顶一条凉毛巾，用来降温。毛

巾焐热了，就换掉……

对于晁福林来说，研究虽然辛苦，但他

甘之若饴。重回校园时已经成家立业，他偶

尔编撰一些辞典和通俗读物养家糊口。其

他时间，他几乎都用来读书、做研究。攻读

研究生期间，他就在高水平期刊上发表了论

文。晁福林说，“我那时候的梦想，就是做一

个纯粹的学者。”

厚植情怀，创新研究方法

2021 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商周文

明研究中心结合国家需求、整合学术力量，

以《两周金文所见周边族群与诸夏交流融合

资料综合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

“冷门绝学”团队项目。晁福林作为团队项

目的主要牵头人。

“古 代 各 族 间 已 经 有 了 一 定 的 相 互 交

流、相互认同。”几年来，经过大量的调研和

取证，晁福林提出了这样的观点。

晁福林进一步解释，1954 年，宜侯夨簋

在江苏出土，内底有铭文 120 余字，讲述了

周康王册封“夨”为宜侯，给予他田土、山川

等赏赐。田土、山川等文字的出现，恰恰说

明：西周早期，这些地理资源已经被实地测

量且明确规划。“再通过不断地交往交流交

融，早期民族共同体意识悄然成形。”晁福

林说。

晁福林和团队时刻围绕一条主线：通过

研究早期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来观照当

下，引导人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他

和团队的相关学术成果陆续在顶级期刊发

表，并被《社会科学文摘》《历史评论》等转

载。一系列观点在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重

要影响。

如今，坐下来认真翻看这些研究成果，

不难想象：无数个深夜星露间的落笔沙沙，

藏于历史深处的文明之光被点亮。晁福林

通过一支笔、一盏灯、一个个日夜，一次次叩

问历史，不断提出新的观点和论证。在晁福

林和团队的研究成果里，戎马倥偬、历史钩

沉跃然纸上，这其中，有学者立足家国、纵观

天下的胸怀，有先人眼中光明盛放的康庄

大道。

扎根讲台，传承历史文化

除了自己做好研究、培养学生们严细深

实的研究习惯，“弃绝浮言、崇尚实证”，也是

晁福林的坚持。

“ 晁 老 师 常 跟 我 讲 ，要 注 重 一 手 史

料 。”晁 福 林 的 学 生 田 率 曾 在 国 家 博 物 院

从事了 10 多年文物征集工作，参加过鉴定

文物等工作，如今回到北师大历史学院做

研究员。

研究不能脱离实际。让田率印象最深

的，当数 2018 年青铜器虎鎣的回归。“从鉴

定器物，到与大使馆交接，再到打包封箱安

全运输回国。”田率说，全程见证国宝归来，

“ 把‘ 丢 失 ’海 外 的 文 物 带 回 家 ，我 真 的 很

幸运。”

回到学校后，田率将参与实地考察的经

验带到了学科建设中，开设了商周金文研

读、考古学专题、博物馆与文化遗产专题等 5
门课程，以课堂为媒，让学生在吉光片羽中，

把学术研究做实做细。

在传播历史文化的过程中，让晦涩难懂

的历史概念变得通俗易懂，这是晁老师对学

生提出的要求。

李 婵 娟 ，是 北 京 市 中 关 村 中 学 的 一 名

历史教师，曾师从晁福林。毕业后，她投身

基础教育一线。在教学中她惊喜地发现，

不少中学生对先秦史很感兴趣。为了讲好

历史故事，她经常会使用一些简短易懂的

甲骨文或金文材料，帮助学生们理解并做

好释读。

晁福林的一言一行都令李婵娟记忆犹

新，“老师要求大家每周都要找他交流最近

读了什么，有什么思考。聊完了，一定会说

‘赶紧用功去吧’。”如今，这 6 个字时刻鞭策

着她，扎根三尺讲台，传承历史文化。

…………

又 到 了 老 时 间 ，晁 福 林 来 到 学 校 体 育

馆，在看台上坐下，摊开学生的论文，一个字

一个字地批改起来。

不远处的文博馆，有抱孩子的妈妈，有

研学的青少年，历史学院的学生志愿者担任

讲解员，穿梭其间。一尊尊青铜器静静摆在

展柜，面对着好奇的眼睛和镜头，无声诉说

着自己的前世今生。

（朱泉润参与采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商周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晁福林—

探究先秦文化  求证历史真知
本报记者   黄   超

历史不仅是过去的回响，更是未来的启

示，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文

化自信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石。而历史研

究则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重要途

径，之于文化传承发展的意义不可估量。

采访归来，对先秦史研究领域的“冷门

绝学”感受更深了：不仅能揭示中华文明的

源头和早期形态，还对塑造国家认同、弘扬

民族精神有着深远影响。晁福林和他的团

队通过对历史的思考，为现实问题提供新

视角新方法。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晁福林在采访

中一再强调，历史研究承担着爱国主义教

育的重任。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载体，通过

引导人们学习历史，可以更好地理解和珍

视自己的文化根源，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国

家 认 同 感 ，从 而 提 升 整 个 社 会 的 文 化 凝

聚力。

历史是文化传承的基石。只有不断深

化历史研究，才能让历史的智慧照耀现实、

引领未来，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

供强大的文化支撑；也只有吸引更多年轻

人关注、加入，才能让“冷门绝学”薪火不

断、传承不辍。

让“冷门绝学”薪火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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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7日电   （记者张璁）近日，司法部印发

《关于组织开展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法律援助“安心行

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强调，要紧紧围绕

服务保障民生、维护合法权益、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

稳定的目标，聚焦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劳动者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在劳动者就业各行业及维护权

益各环节提供精准、便捷、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

《通知》明确，围绕劳动关系，通过普法宣传、法律咨

询等方式，讲清可能涉及的法律问题，帮助劳动者规范签

订劳动合同协议。围绕劳动报酬，优化法律服务网功能，

第一时间处理追索劳动报酬诉求，对新就业形态人员结

合其特点提供服务。《通知》还提出及时响应援助需求、优

化法律援助流程、组建专业服务队伍、增强法律援助质效

等七项行动举措。

司法部部署开展法律援助“安心行动”

寒冬时节，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仰山乡卫生院组织医护人员深入村组开展“迎新春   送健康”义诊活动，为群众提供上门巡

诊、身体检查、医疗保健等义诊服务，让群众过一个平安健康的春节。图为 1 月 6 日，仰山乡卫生院的医护人员在西源村为群众

检查身体。 周   亮摄（影像中国）  

本报石家庄 1 月 7 日电   （记者邵玉姿）记者从 7 日

举行的河北加快建设交通强省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5
年，河北省交通运输固定投资计划完成 1160 亿元。全省

将新建高速公路 260 公里，总里程达到 9000 公里，建成普

通干线公路 237 公里，建设改造农村公路 4500 公里；建设

地方铁路 304 公里、场站 26 个，开工建设行唐通用机场。

据介绍，河北省交通运输厅将重点围绕深入推进京

津冀交通一体化、完善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物流降本提

质增效、加快智慧港口建设等方面开展工作。

公路方面，河北将推动收费公路政策优化，研究出台

高速公路收费与路况水平挂钩管理办法；运输方面，试点

开展巡游出租汽车行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推进网约车

合规化；民航方面，加快民用机场管理条例立法进程；港

航方面，将启动港口条例修订。此外，河北还将进一步办

好暖心惠民实事：开展“四好农村路”提升行动，创建“美

丽农村路”2000 公里；开展农村物流服务、公路服务区品

质提升行动等。

河北 2025年将建设改造农村公路 4500公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