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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徐国文化研究现状与前瞻
——泗洪县徐文化研究会座谈会侧记

中国地域辽阔，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博

大精深，地方文化各具特色。中华地方文

化是指中华大地特定区域源远流长、独具

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

经过反复考察、反复论证，许多专家学者都

认为徐文化与楚文化、吴越文化、汉文化并

称为中华民族的四大地方文化。他们在中

华民族历史上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相互影

响，相互渗透，共同发展。而徐文化较之楚

文化、吴越文化、汉文化更悠久，是四大地

方文化的主要源头。

徐文化绵延八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

历史达三千多年，直到今天对社会各方面

仍在产生重要影响。根据司马迁《史记》和

顾颉刚、郭沫若《中国历史地图》，徐国自夏

立国，传34代。春秋时期，徐国被鲁国打败

2015年 4月 25日，泗洪县召开徐文化研

究工作座谈会，特邀著名徐文化研究专家、澳

门科技大学教授、暨南大学香山文化研究所特

聘研究员、著名考古专家李世源作主旨演讲。

泗洪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侯志娟，宿迁市社科

联原副主席、江苏人民出版社宿迁分社社长杨

崇祥，宿迁市律师协会副主席孙万金以及泗洪

徐文化研究会武继羽会长为首的泗洪县徐文

化研究会部分成员，泗洪县委宣传部、研究室、

党史办以及县文广新局、文联、住建局、旅游

局、广播电视台、博物馆、新四军历史文化研究

会和半城镇的负责人参加了座谈会。座谈会

互动热烈、发言踊跃，交流了思想，汇聚了共

识，必将对今后徐文化的研究产生深远的积极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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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徐君率部沿相水、泗水向东南撤退，经

下邳（现江苏邳州）、下相（现江苏宿迁）迁

都于龙岗岭的香城（现在的江苏省泗洪县

太平镇香城村），后定都于半城（现在的江

苏省泗洪县半城镇）。

在座谈会上，李世源旁征博引，首先阐

述古徐国简史，从文献中的古徐国、出土青

铜器铭文中的古徐国谈到近百年来专家研

究者所叙述的徐国史。接着对专业院校等

相关研究人员的成果、徐姓家族关于徐国

研究的崛起、古徐国研究现状做精辟点

评。李世源教授在主旨演讲中探讨古徐国

研究前瞻：一是考古资料，先秦资料的搜集

整理；二是考古新发现的期待；三是从泗洪

及其他区域关于徐文化研究的努力作相关

徐文化研究方向的思考。李世源认为，徐

文化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源头。徐

国徐君墓前挂剑台“挂剑留徐”的诚信，分

金亭“鲍管分金”的仁义。仁义礼智信在中

华文化血脉中永远流淌、永远充满活力，她

是中华民族祖先世代无意识的集体遗传。

仁义、诚信是中华民族精神领域永远高扬

的两面旗帜！李世源反复强调挂剑台诚信

中的“心诺”。《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

季札之初使，北过徐君。徐君好季札剑，口

弗敢言。季札心知之，为使上国，未献。还

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宝剑，系之徐

君冢树而去。从者曰：“徐君已死，尚谁予

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许之，岂以

死倍吾心哉！”其中“心已许之”就是“心

诺”。心诺，即内心承诺，天不知，地不知，

人不知，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但是季扎心

诺也要兑现，这是诚信最高的境界。这是

徐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更是

当代文明的基础。党中央提倡“三严三

实”，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践行“心诺”，中

华民族的复兴强大指日可待。

参加会议的宿迁市社科联原副主席杨

崇祥、泗洪县中华徐文化研究会会长武继

羽等专家学者听了李世源教授的主旨演讲

后感到耳目一新，受益匪浅。他们认为中

华徐文化不是徐姓家族文化，现在全国各

地都出现了徐文化研究热，河南省徐文化

研究会、河北省徐文化研究会、安徽省徐文

化研究会、浙江省徐文化研究会先后成

立。江苏省及宿迁市、徐州市、连云港市也

都开始重视徐文化研究。因为李世源教授

不仅是中国文物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拉美

学会理事，而且是中国跨界文化促进研究

会副会长，与会专家学者及参会各级领导

一致恳请李世源教授牵头筹建世界华人中

华徐文化研究会。

李世源教授和与会同志在讨论中都认

为中华徐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要源头，但

是由于时间早、资料少，尤其是泗洪当地出

土跟徐文化相关的文物较少，因此，当前和

今后一段时间，泗洪县一定要加大对文献

资料整理和文化考古的工作力度。泗洪县

顺山集遗址考古是2013年度中国十大考古

之一，在泗洪县委县政府领导下，泗洪这个

古老地区一定还会挖掘更多的徐文化文物

和资料。现在，在泗洪火车站附近的梅花

镇郭嘴村已发现一处面积达一百多万平方

米的古文化遗址群。泗洪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泗洪县博物馆副研究员江枫正在与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联系，积极准备考古挖

掘。与会人员期待着徐文化能在考古方面

实现新突破。

（作者单位：泗洪徐文化研究会 223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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