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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河洛文化之元典观念

◇杨海中 杨 曦

河洛文化是指历史上产生于河洛地区的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但不论广义的或狭义的河洛

地区，其核心区位无疑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之

间”，司马迁称其为“天地之中”。“河洛之间”之所以

在历史上十分重要，是因为这里是中华民族最早跨

入人类文明门槛的地区，广袤、美丽的河洛沃野，不

仅哺育了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同时滋养了绚丽多

彩的中华元典文化。

一、文化基因

文化基因是借用自然科学生物基因概念解说人

文精神的新词语，主要指民族、国家或族群世代相传

的思想信念、生活习俗及价值观念所特定的遗传信

息，是精神家园集体记忆中自觉或不自觉状况下最

稳固、最认同、最可延续的文化元素。

文化基因是形而上的，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又

是非常具体的。我们今天提倡和弘扬的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就是以社会主义文化为指导结合时代发

展的前进方向，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

滋养而成的。“民为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自

强不息”“天下为公”“仁者爱人”“与人为善”等，千百

年来已成了人们日用而不觉得思想理念和行为准

则。作为文化基因，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与欧

洲等西方文化基因共同构成了人类多元的世界观、

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二、轴心时代

1949年，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K·T·雅斯贝尔斯

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认为，公元前7世纪

到公元前2世纪，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等几大文明

地区，几乎同时进入了理性思维时期，一批思想家的

著述及其所阐解的精神文化，极大地影响了后世民

族文化的发展与走向。他说：“在公元前800年到公

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

一个轴心。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

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的时代’。”①

将轴心时代与我国历史相对应，即西周和春秋

战国时期。其重要人物及学派有以孔子、孟子、荀子

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墨子

为代表的墨家，以商鞅、李悝、慎到、申不害、韩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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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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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的法家，以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以许行为代表

的农家等。他们中大多长期生活在地处中原的中华

文明核心地区中。

轴心时代之所以不同凡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

首先，诞生了一批具有超人智慧的圣哲，如中国

的周公、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印度的释迦牟尼；

波斯（伊朗）的琐罗亚士德等；巴勒斯坦的伊利亚；希

腊的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这些

圣哲以其无比的睿智及超凡的洞察力，对人类社会

昨天、今天和明天进行了总结、概括和预言，不仅使

人们的思想豁然开朗，也使人们开始了无限的遐想

与沉思。

其次，也是最根本的，就是有史以来出现了特有

“人类意识”的觉醒。人类自此开始有了历史自觉与

文化自觉，并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肯定自身个性与

集体价值，并为实现个人、民族存在价值而奋发。

其三，这些先哲们的思想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影

响了世界两三千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文化的主

要精神财富。这就告诉人们，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何

有关人文新观念的诞生、思想的飞跃与升华，都与轴

心时代产生的思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由于文化具有的内在性与超越性，产生于轴心

时代的很多文化观念直到今天仍顽强地影响着社会

的发展，因而人们习惯地称其为元典观念。

三、元典观念

中华文化基因主要体现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元典

观念之中。

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中的核心文化之

一，其元典观念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主干

的重要组成部分，凸显了河洛文化传承的连续性。

产生于轴心时代的中华文化的元典观念内容富

赡，涉及领域极其宽泛，其重要典籍也很多，如《尚

书》《周易》《诗经》《论语》《春秋》三传《周礼》《礼记》

《礼仪》及诸子之作；就思想观念而言，其荦荦大者如

天人观念、宗法观念、民本观念、和合观念、通变观

念、创新观念等则是河洛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元典

观念，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

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和道德观。

（一）天人观念

在中华文化中，人与天（即自然界）的关系是最

基本的思维路径，河洛文化的许多原创性思想观念

正是从这里生发，为后世开拓了无限的思维空间。

较早论及天人观念的是《尚书》。

《尚书》作为我国最古老的政治、哲学及人文思

想典籍，全书无处不充溢着“天命”思想。夏王朝征

讨有扈氏时，夏王就义正词严地说：“有扈氏威侮五

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

商承夏制，故商汤灭夏时亦以“天”之名义讨伐，“有

夏多罪，天命殛之”。周承殷制，视天为至尊，称周灭

商为“恭行天之罚”，同时响亮地提出了“以德配天”

的崭新理念，将“敬德”与“保民”联系在一起，明确提

出，只有取信于民，才能取信于天。

《周易》产生于河洛地区，其天人观集中反映了

中国人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命题从此成为历代

哲学讨论人生与社会的重大命题，由其产生的天道、

人道、地道范畴也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架构的基石。

“天人合一”观念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故言儒必

言“天人合一”，言“天人合一”也必言及孔孟。孔孟

将“天人观念”引入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将天性与

人性相结合，从而使“天人观念”世俗化、道德化、政

治化，极大地凸显了“天人观念”的人文精神，从而使

其宗教性色彩大大淡化。

道家的“天人观念”不同于儒家的世俗伦理，老

庄思想中的“天”“天道”，无论指自然本身或者指自

然而然之“道”，在不少情况下，虽未直接言人，但却

蕴含着浓重的人伦意蕴。老子不仅提出了“人法地、

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还把“天”与“道”直接联

系在一起，称为“天道”，并与“人道”并举，《道德经》

中说明二者之异同与关系：“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

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繟然而善谋。”“天之道，损有

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在庄

子心目中，“天”有自然之天，天地万物之天，但万物

都是“道”，道无处不在：“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

为一。”庄子提出的“齐物、忘我、逍遥”的心灵解脱思

想对魏晋以后的文学、绘画、音乐创作产生了重大影

响，以至今还成为人们艺术情趣和评判作品优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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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原则，如称美满婚姻为“天作之合”，优美音乐为

“天籁之声”，精致技艺为“巧夺天工”等。

（二）宗法观念

宗法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观念，

由此不仅产生了周代的宗法制度，也形成了诸多与

之相关的宗法文化，如政治文化、伦理文化、忠孝文

化、姻亲文化、官场文化、血缘文化和谱牒文化等。

宗法观念不仅影响了周代社会的政治、军事与经济，

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渗透于民族与百姓的

生活之中，至今仍在发挥着作用。

周公于洛邑制礼作乐，使宗法思想正统化。周

代的宗法观念，其核心内容是以血缘关系的亲疏确

定社会的尊卑地位。其权威的表述是《礼记·大传》：

“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

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

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得变革者则有矣：亲亲

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

革者也。”以家族为核心的宗法思想，既是周王朝统

治天下的原则，也是周代社会处理人际关系的准绳。

宗法制度与分封制度、礼乐制度相结合，共同建

构了周代完整的政治与文化典章体系，使得周代社

会治理初步实现了德治和法治相结合。这一实践理

性的思维方式，不仅表现出了一种自觉意识的清醒，

在社会的治理上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周人这一较

高水平的理性精神、政治智慧、政权意识与组织能

力，影响了其后中国历代的政治、思想与文化。宗法

思想中固然有许多落后的观念，但如孝敬尊长、家风

家教、血浓于水等观念，至今仍熠熠生辉。

（三）民本观念

民本观念的源头在夏代。《尚书·皋陶谟》载，舜

认为治国最重要的是“在知人、在安民”。禹非常赞

成，认为：“知人则哲，能官人；能安民则惠，黎民怀

之”；皋陶进而发挥并总结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

天明威自我民明威”。

作为民本思想的表述，最典型的当是《尚书·五

子之歌》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民为邦本”不仅是民本思想之源头，更是民本

思想之总纲。之后周公将“天命”与“德”的观念引

入，进而提出“保民”“教民”的为政理念，并与执政的

实践相结合，不仅使“民本”思想的内容得到充实与

完善，也使“民本”观念得以广泛传播。

春秋诸子受周公思想的影响，不论管子、子产以

及儒、道、法、墨等，无不谈民本。

在诸子中，最早继承民本思想并提出治国以民

为本者为管子，《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

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源于周公与太

公，主张强国必先富民，《管子·治国》中提到：“凡治

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

管仲主张大力发展经济，藏富于民；他认为，对庶民

百姓而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

此基础上再导之以礼、义、廉、耻，提高其素质。他断

言：“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郑国子产是春秋时期最著名的改革家，其民本

思想主要是富民、宽民、教民。他通过田制的改革使

庶民有了田产；他通过铸刑鼎，以宽刑治民，提高了

庶民百姓的生产积极性；他主张敬民顺民，不毁乡

校，广开言路；他视民之利为上，通过“作封洫”“作丘

赋”以富民。孔子对子产为政重民非常赞赏，《左传·
昭公二十年》中记载：“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

‘古之遗爱也。’”

孔子的民本思想不仅见于《论语》，也散见于《礼

记》《孔子家语》等文献。《论语》中，“人”字出现过

213次，“民”字出现过47次。《论语·宪问》载：“子路

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

‘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

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明确提出治理

国家根本就在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孟子提出民贵于君，将民本思想提高了一个新

水平。《孟子·尽心下》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之论振聋发聩，开“君”“民”关系思想解放之先

河。在富民问题上，孟子不仅主张轻徭薄赋，还提出

了“恒产恒心”说。这是对民本概念的新定位，凸显

了民本思想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和锐意进取的创新

精神，正确、客观地反映了社会发展及治理的规律，

因而被世人称誉为“孟子定律”。

荀子对民本思想的发展与贡献突出表现在以舟

水为喻，肯定人民的力量无比伟大。《荀子·王制》记

载：“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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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

作为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在如何富国、强国方

面不赞成儒家“仁爱”之说，围绕法理提出了重赏、重

罚、重农、重战四策，极力主张以法治政。我国思想

发展史上，韩非子第一次明确提出“法不阿贵”，从而

使民本思想提升到了法律的层面，成为法家以民为

本思想之精华。

墨子主张“兼爱”。孟子虽然极力批评甚至诋毁

其为“邪说”，但也不得不承认“兼爱”主张爱民，因而

受到世人的欢迎。另外，墨子提出“非攻”主张，反对

战争，是对历代“保民”思想的一大发展。

老子提倡恤民爱民和无为的思想。《道德经》第

五十七章中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庄子也极力主

张无为而治，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自然而然发展

的，而不是人为治理出来的；他认为统治者的“无

为”，有利于人民的“自化、自正、自富、自朴”。

（四）和合观念

“和合”指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应和

谐相处。“和合”观念的提出见于《周易》。《周易·乾

卦·彖传》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

贞。”意为天道的变化，要保持身和心之正，只有保持

“大和”，方可吉利。儒家主张“贵和”，孔子之弟子有

子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需要指出的是，较早将

“和”作为处理社会事务原则的是西周末年的史伯。

周幽王八年（前774），郑桓公向史伯请教自己如何

躲避西周衰败带来的灾难时，史伯对他说要坚持“和

实生物，同而不继”的原则。后来齐国的晏婴也以此

对齐景公解说君臣关系也应如此，君主对臣之所谏，

顺逆皆听，方能“和乐如一”。孔子对史伯、晏婴“和”

“同”之见很是认可，并将其提炼为“和而不同”，并认

为这是做人、处事之原则，也是区别君子小人的准

则。《论语·子路》中提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

不和。”郑国后来迁都河南（今新郑），在管子的治理

下，民富国安，成了和合的模范之区。

（五）通变观念

“通”与“变”最早见诸论述为《周易》，其“穷变通

久”四字，言简意赅地说明了“通”“变”二者之关系。

“通变”既是辩证思维、更是智慧思维。事物的存在

与发展是复杂的，人们一旦正确地把握了通变原则，

认识与处理各种矛盾便会游刃有余。哲学的发展，

使通变之内涵进而扩大、延伸与丰富，产生了许多新

的思想与精神，如探索精神、忧患意识、智慧意识与

谋略意识等。

（六）创新观念

《尚书》重视总结治世经验，鉴古资治以“垂裕后

昆”。《尚书》史鉴思想之内涵，较为重要的有三点，一

是高度重视师古，以古鉴今；二是高度重视先王之

训；三是师古而不泥古，高度重视创新。

“创新”是和“守旧”与时俱生的观念，是一种强

烈求变、求善、求美以求进步的发展思想。在夏商周

三代中，周人的创新观念最为突出和强烈，故《诗经·
大雅·文王》中说“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尚书》中曾

多次谈到变革与创新，既有政治方面，也有个人品德

素质方面，也涉及思想方法论方面。①

河洛文化的元典观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社会的进步

与繁荣，思想的建构与丰富，国家的兴旺与强盛，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等，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因此，在文

化多元化的今天，深入研究和弘扬河洛文化的人文

精神与价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河洛沃土

（一）河洛地区——华夏农耕文明之沃土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以河洛文化为

代表的中原古代文化无比灿烂丰硕。②司马迁在研

究夏商周立国之史时提到：“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

之间。”他指出，三代定都“皆在河洛之间”原因虽然

很多，但最基本的原因有二，一是这里是“天下之

中”。《史记·封禅书》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

① 如：《尚书·仲虺》：“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尚书·胤征》：“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尚书·咸有一德》：

“终始惟一，时乃日新。”

② 杨海中：《黄河文化的标识与国家情怀》，《地域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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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

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中”在时人心目中是

很重要的。将政治中心设在“天下之中”，由于交通

便利，无疑更利于对全国（邦国）的统治与管理，有利

于长治久安。这一点，周人认识是很清楚：《史记·刘

敬列传》“成王即位，周公之属傅相焉，及营成周雒

邑，以此为天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

二是这里地处黄河中游，关内关外，不仅沃野千里，

而且气候适宜，水利条件优越，是农牧业发展的理想

之地。中华民族之所以有今日的繁荣，正是早期农

耕文明滋养的结果。

在广袤的河洛大地，中华先民在农耕畜牧的同

时，以勤劳、智慧的双手，促进了手工业的发达，不仅

制造出了先进的生产工具，而且制造出了精美的石

器、玉器、陶器、骨器、青铜器和丝绸，同时兴建了宏

伟、规范的都城，形成了丰富的国家文化，为中华民

族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二）河洛地区——华夏文化融合的首善之区

众所周知，儒、释、道等文化的相互激荡与汇融

形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其激荡与融合的核心

地区则在“河洛之间”。

河洛文化对周边文化影响极大，在鲁地的儒文

化、齐地的兵文化影响产生了稷下学派。周初实行

分封制，“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周天子将周公封于

鲁，周公派其子伯禽前往治理，伯禽在鲁地推行周文

化，“变其俗，革其礼”，三年后鲁国以周礼兴，是以有

初期儒学。将政治家、军事家太公姜尚封于齐，齐国

实行尊贤尚功、因俗简礼、以兵强国之策，国力大增，

兵学日隆。之后齐国稷下黄老学派繁盛。

儒家文化的鼻祖为周公，周公制礼作乐，为儒文

化之先声与奠基。“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

周！”《礼记·中庸》记载：“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

周。”

道家开山之祖老子为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

曾任周守藏室史，谙稔周礼。孔子对老子很是崇拜，

他对南宫敬叔说：“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

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为了向老子请

教，鲁昭公二十四年（前518），在南宫敬叔的陪同

下，孔子不远千里来到洛邑。他向老子请教周礼，向

苌弘请教周乐。同时，他多次观赏了周室殿阁、明

堂、太庙及祭坛。洛邑考查使孔子视野大开。参观

期间，他徘徊望之，“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

与周所以王也。”①洛邑的雄伟、周礼的完备、士庶的

安居乐业，使他第一次真正明白了圣人何以为圣以

及周王室何以能“王天下”道理之所在。离开洛邑

时，老子亲自为其送行，并以“仁”字一言相赠。回到

鲁国后，孔子十分感慨地向弟子们谈了西行不虚之

感受。他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

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

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

日见老子，其犹龙邪！”②

佛教大约在西汉末年就传入了我国，汉哀帝元

寿元年（前2），大月氏使臣伊存曾在长安向受众口

授《浮屠经》。但真正实质性的传入则是东汉明帝

永平十年（67）的白马驮经于洛阳，故天竺高僧迦叶

摩腾、竺法兰讲经的洛阳白马寺被尊为“佛教祖

庭”。北魏时洛阳佛教空前繁盛，寺院竟达1367座，

其中皇家寺院47所，王公贵族捐资建造的839座。

孝明帝时胡皇太后于熙平元年（516）所建永宁寺僧

房超千间，寺内永宁寺塔高达136.71米。兴建于北

魏永平二年（509）的登封嵩岳寺塔，位于嵩山南麓，

高15层达37米，是全国现存上万座佛塔中唯一平

面呈十二边形的密檐式砖塔，雄伟、壮观异常，2018

年8月1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

河洛地区作为我国历史上佛教最繁盛的地区，

不仅有著名的白马寺、少林寺、大相国寺等建筑，而

且诞生了诸多高僧，如释摩腾、竺法兰、禅宗之祖达

摩、禅宗二世祖慧可和七世祖神会以及闻名世界的

佛教高僧玄奘。宋代学者、洛阳伊川人程颢程颐以

儒学为主体汲取释道精华创立理学，使儒学哲理化

并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影响千年。

① 王国轩、王秀梅译：《孔子家语》，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88页。

② 《史记·老子列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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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河洛文化重要地位之成因

中华文明起源的特点是“多元一核心”，所谓核

心地域就是河洛地区。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确定夏商文化和时间界

标研究中，选取了六座规模大、等级高的中心性城邑

遗址测年，其中除陶寺遗址在山西襄汾外，其余五处

均在中原腹地，分别是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登封王城

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和郑州大师

姑遗址。古人论及华夏民族伟业时，也往往谈到“河

洛”，如陆游就在《登城·我登少城门》诗中写道：“永

怀河洛间，煌煌祖宗业”。河洛文化和齐鲁、燕赵、吴

越、湖湘、闽粤等地域文化相比，虽然有着不少相近

或相同之处，但“河洛”地处“天下之中”特殊地理区

位以及三千年政治中心的优势，从而使得河洛文化

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处于重要地位。

（一）先进文化之基因优势

周公在洛阳制礼作乐，礼乐文化影响天下；孔子

至洛阳向老子问礼，从而诞生了儒家文化。传统儒

家文化经过二程的发展与提升，使其统治地位更加

牢固。周公被尊为儒家亚圣，其后的太公、老子、庄

子、墨子、韩非及苏秦等又分别分立了兵、道、墨、法、

纵横等河洛文化流派，由于河洛文化的先进性、开放

性及包容性，其具有较强的辐射力，其文化基因也就

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先进性、开放性与包容

性，又促使河洛文化不断地丰富、进步与繁荣。

（二）长期帝都之政治优势

河洛地区由于具有“天下之中”的区位优势，长

期以来封建王朝都在这里建都，中国八大古都中，地

处河洛地域的便有四座：郑州、安阳、洛阳、开封；帝

都的建立，又使得河洛地区长期处于中国政治中心

的地位。

周公“制礼作乐”，把河洛文化规范化、法制化，

从而奠定了河洛文化作为官方文化的基础，并通过

分封诸侯，传播礼乐文化，从而使“东夷”“西戎”“苗

蛮”文化华夏化，实现了“以夏化夷”。周公之子伯禽

至鲁国以“变其俗，革其礼”，吕尚至齐推行周制，周

景王的长庶子王子朝“奉典籍以奔楚”，均是中原文

化向四方传播的生动写照。河洛文化借助政治势力

迅速传播四方，秦始皇实现国家领土大一统后在不

长的时间内又实现了车同轨、书同文的文化大统一，

使周文化在各地普及并具有较强影响力。

（三）“经”文化之独尊优势

先进性是河洛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基础性原

因，河洛文化成为“经”，则是河洛文化处于主流地位

的特殊性原因。当辽阔的南苗、东夷、西戎、北胡还

处在原始社会的时候，河洛地区已率先进入了奴隶

制社会，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夏。正如恩格

斯指出的那样，“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夏商之

际，河洛地区出现了成熟的文字、城市、礼制和青铜

器，标志着河洛文明已经达到全新的阶段。《诗》《书》

《礼》《易》《乐》《春秋》等典籍的诞生，标志着河洛文

文化体系的形成与成熟，典籍的官方化更使其具有

了权威性和规范性，以至自汉代起，人们将其奉为

“修齐治平”的必修之“经”。河洛文化的这种“经”文

化地位是其他地域文化所没有的；河洛文化“经”地

位的确立，使许多基因性的观念在历史长河中长期

理所当然地处于主流的地位更加巩固和稳定，并参

透到了包括哲学、宗教和民间信仰在内的诸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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