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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基本问题的初步研究

◇张新斌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

民族的根和魂。黄河文化研究涉及对中华主流文化

发展演变的研究，涉及中华民族本质特征形成的研

究。在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大背景下，要加强

对黄河文化基本问题的研究。本文拟对黄河文化的

概念，黄河文化的主要特征、发展演变，以及黄河文

化的精神特质进行研究，期望有助于推动黄河文化

基本问题的研究向纵深发展。

一、黄河文化的内涵与阶段特点

（一）黄河文化的内涵

黄河文化的概念问题是研究黄河文化必须关注

的根本问题。李民等认为，黄河文化“确切地讲，应

指以黄河为纽带发展起来的沿黄地区的区域文化。

这种文化是以沿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为根基，通

过沿黄地区各民族共同开发、创造的具有共同文化

特征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1］。李学勤等

认为，黄河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内涵来看，广

义的黄河文化应是一种以黄河流域特殊的自然地理

和人文地理占优势及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基础的、

具有认同性和归趋性的文化体系，是黄河流域文化

特性和文化集结的总和或集聚。通俗地讲，黄河文

化就是黄河流域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

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一定的社会规

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以及

由此所达到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等等。而狭义的黄河

文化，则是历史学意义上的文化”［2］20。张光义等认

为，“从广义上讲，黄河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及流域广

大劳动人民在黄河水事及其相关实践活动中创造的

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黄

河文化是指黄河流域广大劳动人民及黄河水利工作

者所具有的精神诉求、价值取向、基本理念以及行为

方式的综合，主要包括精神、理念、价值观、制度等文

化现象”［3］。笔者认为，对黄河文化概念的理解不要

太过复杂化。简单说，黄河文化是指发生在古今黄

河流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4］。

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一方面是“古今黄

河流域”，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黄河的“两重性”问

题［5］。当代黄河所流经的地区，是青海、四川、甘肃、

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山东9个省份。由

于黄河的特殊情况，古代黄河下游有26次大的改

道、6次重大改道，黄河还曾流经河北、天津、安徽、

江苏等地，这些地方当然属于黄河文化的范畴。就

河南而言，郑州地区当代大部分属于淮河流域，但郑

摘要：黄河文化是指发生在古今黄河流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其中有两个方面

值得关注，即“大黄河”与“黄河大文化”的理念。黄河文化大致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鼎盛期、衰微期和复

兴期五个阶段。黄河文化的主要特点集中体现了根源性、主干性、系统性、融合性和本质性。研究黄河文

化，需要把握黄河各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把握黄河文化与中原文化、华夏文明、黄帝文化的关系，需要

把握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异同。黄河文化的核心是都城文化，基础是农耕文化，灵魂是思想文化。黄河

文化的当代价值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和兼收并蓄的包

容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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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毗邻黄河，郑州文化属于黄河文化毫无疑问。鹤

壁、安阳、商丘、许昌、周口、漯河等，都曾是黄河泛滥

改道的地区，其属于“大黄河”［6］，也是没有疑问的。

另一方面，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珠江文化、海河文

化、淮河文化，都属于以河流命名的区域文化，但黄

河文化与它们的最大不同是黄河文化也曾是国家文

化，也曾是中央文化。从夏代开始到宋金时期的

3000多年时间里，黄河流域尤其是黄河中游和中下

游之交的区域内，很长时间是中国古代的政治中

心。尤其是以郑州、洛阳、安阳、西安为代表的夏商

周时期所创造的青铜文明，呈现出了中国古代青铜

文明的高峰；以西安、洛阳为代表的秦汉隋唐大一统

王朝所呈现的“汉唐气象”，代表了农耕时代中国文

明的鼎盛与辉煌；以开封、洛阳为代表的北宋王朝的

城市文化、市井文化、商贸文化呈现了商业文明的辉

煌。这些均反映了以古代大都为代表的“黄河时代”

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所以，“都城是国家

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文

化礼仪活动中心，因此说都城是国家‘政治与文化之

表征’，中国古代‘择中建都’，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

4200年的都邑、都城均位于黄河中游的大中原地

区，因此黄河中游文化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国家

文化所在地文化”［7］。“制度文明”则正是都城的专门

贡献，我们不是说其他河流文明没有制度文明的贡

献，而是说作为国家政治中心，主流的黄河文化在制

度文明方面的贡献，呈现了整体性与完整性。

黄河流域都城的政治中心地位，决定了中国早

期的文明诞生与黄河有关，中国王朝的兴衰与其有

关，中国思想文化的发端与其有关，中国重要科技的

发明推广与其有关。在历史上，这一区域所涌现的

重要人物、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所作出的重要决策，

都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乃至东亚文明的进程。黄河

文化作为国家文化和中央文化的特点，是黄河文化

的本质特征。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与主干文化，这也是我们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责任和使命所在。

（二）黄河文化的发展阶段

黄河文化的发生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一

是萌芽期，史前时期为主要时段。黄河流域是早期

人类的发祥地、旱作农业的肇始地、农耕聚落的兴盛

地、早期城址的发现地，当然也是中华人文始祖“三

皇五帝”的主要诞生与活动区域。二是形成期，夏商

周为主要时段。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建都在中原，

以青铜文明为代表的三代辉煌也在中原。三是鼎盛

期，秦汉隋唐北宋为主要时段。以西安、洛阳、开封

为代表的王朝大古都建立在黄河中游与中下游之交

的地区，构成了中国大古都的东西轴线，形成了中国

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汉唐文明。四是衰微期，金元明

清民国为主要时段。中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北京，

中国的经济中心转移到长江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

的生态环境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水旱蝗灾成为常态，

至关重要的中原地区的主线是苦难与灾害。五是复

兴期，新中国建立至今。新中国的建立为黄河文化

的复兴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黄

河流域各省份改革发展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习近平

总书记将黄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

国家重大战略，并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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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论断［8］。这

对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

动作用。

（三）黄河文化的主要特点

黄河文化的发展历程表明，黄河文化与中华文

化的发展进程相吻合、相协调、相统一。黄河文化发

展的源头，代表了中华文化发展的主支源头；黄河文

化发展的鼎盛，代表了中华文化发展的鼎盛；黄河文

化铸就的灵魂，代表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实质。黄河

文化的主要特点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黄河文化的

根源性。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足以证

明黄河区域是中国人类起源与早期文化的主要源头

所在，古代农耕的起源与发展、青铜文明的起源、国

家基本制度的特色形成、主要思想观念学说的形成

与文化艺术的源头，还有科技发明的源头都与这里

有关，在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中无不闪烁着黄河文

化的底色。二是黄河文化的主干性。主干性表现的

是历史发展的高度，无论是青铜文明的鼎盛还是封

建王朝的辉煌，以及人文科技的发达，黄河文化与中

华文化表现为高度的一致。三是黄河文化的系统

性。系统性表现的是中华文化持续不断的发展，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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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用不间断、无断层来形容。在黄河文化的核心大

中原地区，不但表现为大的王朝文明不间断，还表现

为史前文化链条的无断层。这种连续性和系统性是

其他文化无可比拟的。四是黄河文化的融合性。黄

河文化的融合发展，是与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有机

地结合起来的。黄河不仅见证了历次的中华民族大

融合，也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将各个族群的文化有机

融合在一块，形成了包容发展的特点。五是黄河文

化的本质性。黄土-黄河-黄种人-黄帝（皇帝），以

及贵为黄色所形成的中国文化底色，成为中华文明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具有的“中国特色”的关键

所在。

二、对黄河文化若干关系的认识

（一）需要把握黄河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把握好黄河区域文化之间关系的前提，是要认

清黄河文化的基本要义。要明确黄河文化的内涵，

首先要理清黄河的范围。当代黄河流域涉及青海、

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9

省份，但古代黄河下游多次变迁，还涉及河北、天津、

安徽、江苏等地。因此，黄河流域的古今变迁，形成

了独具特色的“大黄河”概念。

黄河文化是由若干区域文化组成的。习近平总

书记在讲话中特别提到了黄河上游的河湟文化、黄

河中游的关中文化和河洛文化、黄河下游的齐鲁文

化。这四种文化［8］总体应为黄河区域文化中的骨干

文化。有的学者将黄河文化分为三秦文化区、中州

文化区、齐鲁文化区、燕赵文化区、三晋文化区、河湟

文化区［2］22-30。但以黄河为主干、黄河干支流所构成

的相关文化总的来说，可以有河湟文化、河套文化、

泾渭文化（关中文化）、河汾文化、河洛文化、河济文

化、黄淮文化、汶泗文化（齐鲁文化）等。这些文化相

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了绚丽多姿的黄

河文化。

黄河文化的核心是都城文化。泾渭文化的中心

是西安大古都，以周秦汉唐文化为主干，以咸阳、长

安两大古都为依托，以蓝田猿人、西安半坡、临潼姜

寨等大发现为源头，形成了有源头有主干的文化发

展链条。河洛文化以洛阳大古都为核心，以洛阳、郑

州、开封三大古都为依托，以环嵩山文化圈为主要文

化链条，形成以夏商周秦汉唐宋为主干、基本代表了

中国古代大都的“黄河时代”。尤其是洛阳盆地东西

排列的五大都城遗址，更是洛阳在中国古代特殊地

位的反映。由荥阳织机洞、许昌人与灵井文化、郑州

李家村、郑州老奶奶庙反映的早期文化，虽不及蓝田

猿人久远，但在现代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上都具有重

要意义。新郑裴李岗遗址、渑池仰韶遗址、灵宝“黄

帝铸鼎原”遗址群、郑州大河村遗址、荥阳青台遗址、

巩义双槐树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洛阳王湾遗址

等，都是考古文化的重要代表，“河图洛书”则是文献

所述中国文化的源头。至于河汾文化中的南部区域

更是古代所称“三河”中的“河东”，其与河洛文化所

称的“河南”、河济文化所称的“河内”，并为中国早期

的政治中心。河东更多反映了“三皇五帝”的活动地

域，河内则有以安阳殷墟为代表的殷商旧都，河南则

以夏文化中心为代表。三者共同反映了中国早期文

明的起步，同时也代表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与繁盛。

黄河文化的基础是农耕文化。黄河区域文化整

体呈现了农耕文化的特色，在史前时期农耕文化已

有较为系统的呈现，历史时期重大的农耕制度与技

术都深深打下了较为浓厚的“黄河”印记。如在史前

时期，黄河中下游之际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都发

现的大量石磨盘、石磨棒、锯齿镰等属于典型的农业

工具。即使在黄河上游的马家窑文化，也发现了定

居的农耕村落，有的地方还发现有粟、稷等实物。这

些发现与磁山遗址发现的窖藏粟类粮食，反映了农

耕文明的发达性。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

化等相关遗存中均发现有农耕定居的村落、种类齐

全的石制工具，以及猪、鸡、狗、羊等家畜遗骨，还有

粟、黍，甚至水稻的标本，反映了这里的原始农业的

稳定与发达。历史时期，无论是铁制农业工具的技

术水平，还是农耕灌溉技术水平，《吕氏春秋》《管子》

中保留的农耕知识水平，以二十四节气为代表的农

业天象认知水平，以及井田制、农业赋税制、农神崇

拜制等农耕制度水平，都是由黄河流域兴起并达到

高峰，构成了中国农耕文明的辉煌，成为农耕时代的

世界高峰。泾渭文化、河汾文化、河洛文化、河济文

化区构成了粟作农耕文化的核心，但在河济文化、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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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文化、汶泗文化区则在边缘地带形成粟稻农业混

作区，其稻作农业的起源也比较早。汶泗文化则与

海洋文化有交集，相关痕迹十分明显。黄河上游的

河湟文化、河套文化则处在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

交汇地带，历史上游牧民族的汉化、民族间的融合，

都是这一地区重要的文化现象，其在中华民族形成

壮大过程中的作用不容低估。

黄河文化的灵魂是思想文化。中国文化中本质

特征是阴阳太极理论学说，伏羲所创立的“河图洛

书”正是这个理论的载体与雏形。无论是“河出图，

洛出书”的传说，还是河洛汇流，伏羲观悟受到重要

启迪所形成的阴阳太极学说，这些都在河洛文化中

得以体现。文王演周易在河南汤阴，属于河内地区

的范畴。由《周易》衍生的儒家与道家文化，构成了

中国人对社会与自然的认知水平与方法。儒家的创

始人孔子是鲁人，但他的祖籍是宋国，他又到中原周

游列国，“入周问礼”。道家创始人老子，祖籍河南鹿

邑，长期在东周都城洛阳生活，在函谷关完成了代表

作《道德经》。这样儒道文化与其源头“河图洛书”都

交汇到河洛文化，汶泗（齐鲁）文化与黄淮文化又是

两个文化不可或缺的环节。这就形成了黄河下游黄

淮交汇地带的思想文化高地，以此建构了中华民族

内在基因，系民族之魂的根脉所在。

（二）需要把握黄河文化与中原文化、华夏文明、

黄帝文化的关系

黄河文化与中原文化都属于特定地域的文化，

黄河文化因涉及上中下游，地域范围要大，而中原文

化涉及的地域要小。因为狭义的中原就是河南，广

义的中原涉及河南及周边地区，中原文化涉及部分

长江流域与较多的淮河流域，所以也与黄河文化的

范围有所差别。河洛文化涉及地域较中原文化小，

所以应为黄河文化所属的分支文化。

华夏文明与黄河文化、中原文化最大的区别是

前者侧重于族群，后者侧重于地域。华夏族是汉民

族的前身，主要居住在中原。汉代以前，在中原与华

夏族杂居的还有戎、狄、夷、羌等少数族群。他们在

中原与华夏族杂居交融，到汉代形成更大的族群汉

族，从而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

黄帝文化的核心就是上古时期黄帝部族所创造

的文化。黄帝部族主要活动在黄河流域，黄帝作为

“五帝之首”，是上古时期部族间整合与融合的重要

代表。从黄河文化的角度而言，黄帝文化是黄河文

化的源头，黄帝文化是以黄河为代表的主干文化的

开端。黄帝主要活动在大中原地区，也是中原文化

成为核心文化的重要代表。黄土、黄河、黄种人、黄

帝、黄色，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干基因。

（三）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异同

长江文化从上中下游来看，也是由若干区域文

化所构成。长江区域文化包含了巴蜀文化、滇贵文

化、两湖文化、闽赣文化、江淮文化、江南文化等。这

些区域文化虽然其间也有着一定的差异，但总体来

说各个分支文化的互补，构成了多彩绚丽的长江文

化。千百年来，奔腾的长江与黄河一起哺育着中华

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这是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最

大的共同点。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的最大区别在

于：长江文化是地域文化；黄河流域由于长期作为政

治中心，黄河文化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国家文化、中央

文化，其重要的贡献是制度文化，这是一般的地域文

化无法企及的。

两者的明显差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

农耕文化方面，两者有着“北粟南稻”的差别。在浙

江的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苏浙一带的河姆渡文

化，江西、福建、广东、云南，以及长江中游至淮河上

游都发现了炭化水稻。尤其是淮河上游的舞阳贾湖

也有水稻发现，反映这里可能是粟稻农业的交汇地

带，反映在史前时期南北农耕文明有着各自的传

统。二是政治文化方面，有着“北庭南民”的差别。

以唐代为分界线，中国经济中心有一个明显的转

折。唐代以前，中国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

心是统一的，以黄河流域为主；从唐代开始，中国的

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逐渐分离。先是经

济中心，后是文化中心，逐渐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

转移，政治中心则向北方（北京）转移。三大中心的

逐渐转移，使以河南为代表的黄河隆起高地形成了

塌陷。长江流域尽管有南京、杭州两个大古都，但始

终没有形成真正代表中国辉煌的都城群落。三是文

化风格方面，有着“北儒南楚”的差别。北方庄重、南

方灵巧，北方质朴、南方浪漫，北方淳厚、南方轻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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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方在整个的审美情趣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如

果以文学作品为代表，先秦时北方的《左传》，就是一

本实实在在的编年史传；南方的《楚辞》则是在诗人

的灵动中，去回答史学之天问。四是在历史源头方

面，有着“北黄南炎”的差别。黄河流域保留有大量

的炎黄文化的史迹与传说，如黄帝故里在新郑等，终

葬地在陕西黄陵、河南灵宝等说法，也不乏炎帝故里

在陕西宝鸡、山西高平等，故都在河南淮阳等说法。

但总体看炎帝在南方的说法更为流行，如炎帝陵在

湖南炎陵县，炎帝故里在湖北随州市等。炎黄二帝

均为中华人文始祖，又有兄弟缘分，炎帝更多的贡献

集中在农业与中草药方面，黄帝的贡献是综合的、全

方位的，两者构成了当代华夏族裔的共同认知。五

是干流变迁方面，有着“河变江不变”的差别。古往

今来，长江干流没有发生大的变迁，长江主要支流也

没有发生大的变迁。黄河则发生过26次大的改道，

尤其是6次重大改道，主要是北流与南流两种大的

形态。以郑州为顶端，向北有“汉志－山经河道”“汉

志－禹贡河道”“东汉大河”等代表性河道，向南则有

“鸿沟水系”“汴河－涡淮河道”“贾鲁-沙颍淮河道”

等。黄河下游河道不但曾经夺淮，奠定了当代淮河

水系的基础，而且也永久地占有了济水故道。现在

在河南东部、北部，河北南部、东部，天津，以及安徽

北部、江苏北部都有黄河故道，黄河下游对黄淮海平

原有较大的影响，所以现代黄河流域仅有166年的

历史，古今黄河构成了“大黄河”的概念。黄河、长江

的“动”与“静”，也构成了奇特的河江现象。从目前

看，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差异。这

种差异形成了中华文化区域间的互补性，形成了中

华民族与中华文化的完整性，也构成了中华文化的

主体。

三、黄河文化的精神与时代价值

培育黄河精神，挖掘时代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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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

河魂’就是以黄河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精神的本

质。”［9］对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探索，有学者认为，

黄河文化“是东方文明的伟大象征。她造就了我们

民族的精神：坚韧不拔，百折不回，勤劳刻苦，奋发前

进。她也涵养了我们民族的性格，这就是温柔敦厚，

谦恭俭让，自强不息，厚物载德”［10］。积极探寻黄河

文化的精神力量，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

值，对于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及时代价值

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是东方观念的重要代表，

从伏羲画八卦开创的阴阳太极理念，到易经所强调

的天地人“三才”并立，而以人为核心形成了三者的

协调。由此衍生的道儒两大思想流派，虽然关注点

不同，但其核心要义在于追求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

而这种和谐的最高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

的哲学理念，由庄子阐述，到汉代由董仲舒发展成为

较为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也成为自然、社会协同发

展的重要目标。天人合一的理念是与黄河流域特定

的生态环境有关，以及人们依托这种环境而长期观

察思考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哲学思想对世界作出的

重要贡献，也是当代文化自信、全面发展所追求的重

要目标。

（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及时代价值

从黄河干流的地貌形态考察，无论是黄河壶口

大气磅礴的勇往直前精神，还是“鲤鱼跳龙门”逆流

而上的奋进向前精神，以及黄河“三门”之前的中流

砥柱所表现出来不畏危流的顶天立地精神，均对中

华民族的品格塑造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女娲补

天、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的元典

传说，反映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战天斗地、人定胜

天的大无畏精神。中华民族的忍辱负重、随遇而安

的生存理念，使中华民族品格上具有锐利性与韧性

的统一。这些精神理念与民族品格，尤其是在遇到

困难时万众一心、团结一致、奋发向前的品格，均是

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及时代价值

从黄帝一统到大禹治水，中国传统科技在早期

交流融合中开始了萌芽。在与洪水的搏斗中，水利

工程的技术和方法逐渐诞生，相关的数学知识和天

文知识也显露了最初的原形。在生产实践中，石制

生产工具逐渐被铁制生产工具代替。陶瓷的发明，

是人类依托资源进行质地提升变化的重要进步。丝

绸，也是对人类重要的贡献。以“二十四节气”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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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物候知识体系的总结与成熟、陶瓷铜铁技术的

发明与提升、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科技发明创造，

均成为黄河流域古代科技水平的最高代表。黄河流

域在夏商周秦汉唐宋这一较长的发展时段，是先进

生产力的代表。这种人与自然环境、人与人之间长

期的互动，形成了持续不断的科技创新水平，从而推

动东方文明的经久不衰，成为世界文明史上的亮

点。黄河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其核心是以科技创新

为代表的生产力的持续发展，这是传承弘扬黄河文

化重要时代价值的体现。

（四）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及时代价值

黄河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汇流成影响中华民族

品性的文化大河。黄土的厚实，黄河的强悍，族群的

多样，文化的多彩，从古到今在这一方水土的养育

下，逐渐形成了族群间的包容。这种包容是立足于

和而不同基础上的包容，是敞开胸怀相互欣赏的包

容。中华文化所拥有的巨大韧性，始终不断将各种

文化汇聚在一起。本土文化吸纳外来文化得以壮

大，外来文化在与本土的适应改造中找到了发展空

间，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无

可比拟的巨大文明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但是包容

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华文化品质的重要体现，和

平发展与合作共赢是人类进步的主流。

培育黄河精神，挖掘时代价值，是黄河文化保护

传承弘扬的重要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大力

弘扬黄河文化，就要强化同根同源的民族认同，进一

步激发家国情怀；就要吸取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进

一步砥砺为民初心；就要锻造百折不挠的刚健风骨，

进一步增强斗争精神；就要秉持革故鼎新的开拓意

识，进一步营造创新氛围；就要珍视和谐共生的生态

智慧，进一步树牢绿色理念；就要涵养兼收并蓄的包

容胸襟，进一步提升开放格局［11］。这些认知，可以提

高人们的文化自信，鼓舞人们凝聚奋发向上的精神

力量，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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