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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黄河文化与黄河文明体系构建浅议

李 宜 馨

　 　 摘　 要：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的幸福河。 作为一种了不起的大河文明，我们缺乏对黄河文

化体系、黄河文明体系的研究。 从文化到文明，是一个了不起的跃迁。 黄河文化不仅是一种地域文化、流域文化，
更是一种民族文化、国家文化。 要从文明的高度、国运国脉的高度，深刻认识黄河文明对于中华民族的独特意义、
对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巨大意义。 构建新时代黄河学、打造黄河文明轴心带、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我们必须深化对黄河文化、黄河文明特质的研究，加强对黄河文明的多维度、大空间、系统

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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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物质富足、精神富

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 我们既要不断厚

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

件，也要传承中华文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

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

面发展。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我们必须全面地认识黄河，
深刻认识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黄河文化，深
入研究黄河文化体系、黄河文明体系这一文化强国

的重大课题。 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研究大国兴衰

史、朝代兴衰史，更要研究文明兴衰史。

一、如何认识从黄河文化到
黄河文明的跃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一万年文化史，
有五千多年文明史。 从文化到文明，是一个了不起

的跃迁。 过去我们从自然、生态、文化角度看黄河比

较多，但是没有从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角度，没有从

国运、文运、国脉这个角度来看黄河。 从文明这个角

度来看黄河，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视野。
第一，从文明的高度特别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高度看黄河，就要定位“中国之黄河”“亚洲之黄河”
“世界之黄河”。 水是生命之源，河是文明之母，河
的特性塑造了文明的特性。 举世公认的四大古文明

即古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分

别是由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
黄河哺育诞生的。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
雄浑的气势、博厚的造化、奇绝的风华造就了古老而

伟大的中华文明。
早在上古时期，黄河流域就是华夏先民繁衍生

息的重要家园。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在长达 ３０００
多年的时间里，黄河流域一直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

化中心，以黄河流域为代表的我国古代发展水平长

期领先于世界。 从史前文明至北宋，黄河文明的曙

光、黄河文明的灿烂令人炫目。 我国在新石器时代、
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各个时代的古代文明发展

成就都走在世界前列。 黄河拥有世界文明史上国家

共同体的原创形成和持续发展的重大经验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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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明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构性规律，揭示

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成的必然。 为什么黄河流域能

够创生中华文明的原初形态，创造大型文明共同体，
只有从“三个黄河”的视角才能够加以解读。

第二，从国运、国脉的高度来看黄河，就要定位

“历史之黄河”“今日之黄河”“未来之黄河”。 要深

知，中华民族的命运始终与黄河的荣枯紧密相关。
只有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贯通、融通起来，才能够深

刻认识黄河对于中华民族的独特意义。
从文明的高度、国运国脉的高度，弄清楚黄河文

化到黄河文明的孕育与形成过程，就能够理解黄河

文明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华文化自立到

中华文明形成的过程，就能够深刻认识到黄河文明

对于四大古文明的意义、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就能

够深刻认识到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与中华

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 把黄河和中华民族的命运联

系到一起，就能看出黄河文明在人类文明新形态构

建中所具有的巨大意义。

二、如何认识不一样的黄河文化体系

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黄河文化不仅是一种地域

文化，也是一种流域文化，还是一种民族文化，更是

一种国家文化。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特

别重要的地位。
对于黄河文化体系，我们可以从历史演进维度、

地域和合维度、地理物产维度、制度法度维度、人文

思想维度五个方面来认识。
第一，就历史演进维度而言，我们要看到 １ 万年

文化史和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史的区别，要认识 １ 万年文

化史上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既“波澜壮阔”又“一波

三折”的过程。 “波澜壮阔”可以从“河图洛书”到

“礼乐文明”再到“礼法文明”来认识。 这个过程是

波澜壮阔的。 “一波三折”一是转折，秦朝设立郡县

制，礼乐文明开始转变为礼法文明；二是转移，南宋

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一个“南转北移”的过程；
三是转型，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带来了

文明转型。 “一波三折”体现在转折、转移、转型这

三个过程中。
第二，就地域和合维度而言，中华文化是由黄河

文化、长江文化共同构成的。 黄河文化中，又有河湟

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 在中华文化

体系中，中原文化、黄河文化是核心和骨干。
第三，就地理物产维度而言，有黄河鲤鱼、四大

发明等。
第四，就制度法度维度而言，有禅让制、分封制、

世袭制、井田制、郡县制、宗法制、九品中正制、科举

制等。
第五，就人文思想维度而言，从河图洛书到易

经，到道德经，再到二程理学，有一个完整的人文思

想演进路径。
可以说，黄河文化体系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生

成的思想、制度和物产。 当然，这一复杂的文化体系

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凝聚”与“辐射”的过程。 凝聚

的过程，包括以天为则、以民为本、以史为鉴和以文

载道。 而辐射的过程，则是以文化人、以理服人、以
情动人和以美育人。 凝聚的过程，是一个从礼乐文

明到礼法文明的价值流变过程。 辐射的过程则体现

了从中原到中部、从中部到中华、从中华到中国的空

间展开过程。 可以说，黄河文化体系以羲皇、炎黄为

起点，以长安—洛阳—开封为轴心，经历了万年奠

基、八千年起步、六千年加速，五千年进入、四千年过

渡、三千年巩固，两千年转折、一千年转移、二百年转

型既一脉相承又一波三折的演变历程，构成了黄

土—黄河—黄种人—黄河文化—黄河文明的完整体

系。 特别是长安与洛阳构成了夏至隋唐都城的主

轴，影响着中华文化发展的进程，这一过程对于中原

文化和黄河文化成为中华文化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

者，对于其从地域文化、流域文化上升为民族文化、
国家文化意义重大。 因此，研究黄河文化体系，对于

我们研究黄河文明体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三、如何认识复杂的黄河文明体系

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骨骼与主体，记载着早

期中国从部落到国家、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国家到

天下、转型中国从危亡到再生、创新中国从崛起到复

兴的全过程，其最大和最本质的特点是“不断裂”，
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无与伦比的，
更是独领风骚的。

黄河文明创造了中华文明的原初形态，体现了

中华文明的复杂性结构，是中华民族的动力源泉。
黄河文明的兴衰既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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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具有中国意义，也具有世界意义。 然而，我们有对

黄河文化的解释，但没有对黄河文明渊源的梳理。
由于缺少多维度大空间系统化的诠释体系，基本上

是现象归纳和文学性描写，无法在世界文明史上更

好地解释为什么中国有这么连续性的多元一体的文

明形态。
新时代，要重新解析中华文明的复杂性结构，就

必须建立起认识和理解黄河文明体系的思想框架。
这就要求我们对于文明的认识要体系化和系统化，
要加强对黄河文明的多维度、大空间、系统化研究。

１．从大空间、系统化的角度来研究，要重点把握

黄河文明“根、源、干、魂、家”的定位

根。 根包括三个概念：第一是根祖，即祖根文

化，比如羲皇和炎黄；第二是根亲，即伦理文化；第三

是根系，即地域文化。 根源性，是黄河文化的一个总

体特征。 从考古发现、文献记载、民间传说等多角度

分析，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在黄河流

域特殊环境下孕育出来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

文化的主要源头。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最

早聚居生活与持续繁衍的地方，他们在这里持续创

造物产、制度、思想的同时，也积淀了中华传统文化

的基因，迈开了中华文明前行的脚步。
源。 包括农业的起源、文化的起源、文明的起源

和国家的起源等。 比如，“三皇五帝”等史前人物是

神话传说还是确有其人，需要考古工作去揭开谜底。
比如，夏代史研究还有大量空白，通过考古发现来证

实信史就显得特别重要。 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起

源是我们要重点把握的。 中华文化的起源、形成与

发展，既复杂又漫长，其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

展历程，体现出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其中，包括三个阶段：一是万年

奠基、八千年起步、六千年加速；二是五千年进入、四
千年过渡、三千年巩固，从而形成了伟大的古陶文

明、古玉文明、龙文明、青铜文明和礼乐文明；三是两

千年转型，随着秦汉王朝的建立，形成了礼法文明，
诞生了伟大的中华法系。

干。 中华文化包括黄河文化和长江文化。 黄河

文化包括河湟文化、关中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
如果说中华文化是一棵大树，黄河文化就是主体、主
干。 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的核心，河洛文化是中原

文化对黄河文化的贡献。 在黄河文化的各种地域文

化中，中原文化又是主体文化、主干文化，是黄河文

化的核心，是中华文化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 中原

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黄河文化是一种流域文化，中
华文化是一种民族文化，是一种国家文化。 而中原

文化、黄河文化既具有区域文化、地域文化的特点，
也是一种民族文化和国家文化。 只有正确认识这种

两重性，才能认清黄河文化体系、黄河文明体系的特

质。 由于黄河流经地区地理环境的复杂性，在黄河

文化的不同地段所形成的河湟文化、关中文化、三晋

文化、河洛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等都属于黄河

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
魂。 魂是精气神，它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

发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

因，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

的形成发展过程。 这种基因一是体现在“自强不

息”上，二是体现在“厚德载物”上。 如果把中华文

明比喻成一个重瓣花朵，用“花开中国”来形容，那
么中原文化或黄河文化就是重瓣花朵中的“花蕊”，
是灵魂中的灵魂。

家。 家是发祥地、核心区，也是精神家园、心灵

故乡。 中华姓氏，多半出自中原，缔造了中华儿女魂

牵梦萦、挥之不去的根亲家园情结。
需要强调的是，根和源不一样，源是源头，根在

河洛，干是中原文化，魂是价值体系，家是老家河南。
这应该是黄河文明体系的一个总体定位。

２．从价值体系的角度来研究，要重点把握黄河

文明“易、道、仁、理、心”的价值总追求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总根系，在中华文化总

进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魂”就是黄

河文化所体现出的价值体系。 易、道、仁、理、心，就
是我们从黄河文化中提炼出来的完美的价值体系。

易。 易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智慧。 从伏羲到文

王到孔子，都为此做出了贡献。 易包括变易、不易和

简易三大内容。
道。 道是老子之道。 道，为“万物之始” “万物

之母”。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复
归于朴”。 在我们看来，“道”就是一种“导”。

仁。 仁是孔子之仁。 仁，既是道德人格的核心，
又是社会伦理秩序的规范。 “仁远乎哉？ 我欲仁，
斯仁至矣”。 仁是人的修养品质，仁必须导之以礼，
仁必须成之于“行”。

理。 理是二程的“天理”。 理，是“天理”，不同

于玄理、虚理、佛理。 二程“天理说”的提出代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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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文化开始进行内在超越，不再信仰宗教，转而追求

“内圣外王”、追求自我修身。
心。 心就是王阳明的心学。 理是世界的理，落

到人身上即是心，包括“心即理” “致良知” “知行合

一”等核心内容。
“易、道、仁、理、心”，是中原文化、黄河文化贡

献给中华民族的五个哲学范畴，也是中华民族对人

类社会的最大贡献。 这是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特别是其具有天下为公、天人合一、为政

以德、民为邦本、任人唯贤、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十大中国文化基因。
正是这些思想之精华，支撑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深邃

的思想创造。
３．从外在形态体系的角度来研究，要重点把握

黄河文明“诗、酒、花、梦、忧”的表现形态

诗。 诗是中华民族的风雅，从 《诗经》 到 《离

骚》，从古诗十九首到唐诗宋词，体现出我们这个民

族对“风雅”的重视、对“境界”的向往。
酒。 酒是中华民族的浪漫，从“阮籍醉酒” 到

“李白斗酒诗百篇”，酒是一种文化。
花。 花是中华民族的审美，唐刘禹锡说：“唯有

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华夏民族与“华”族
是相连的。

梦。 梦是中华民族的追求，既有老子的小国寡

民梦、韩非的富国强兵梦、墨子的大同梦、儒家的小

康梦，更有新时代的中国梦。
忧。 忧是中华民族的忧患意识，由于黄河水患，

我们始终有一种忧患意识，忧，既有物质之忧，如对

富贵、权位、声色失控的担忧；也有精神之忧，如对个

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缺失的担忧。 从“杞人忧天”到

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一脉相承。

结　 语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沉淀和积累了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持续创造的大量优秀物质财富与

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基本起点。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中，无论我

们走得多远，都需要这种精神能量作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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