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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传承发展的三维探析

◇刘振江 王 婷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

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1］“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

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2］，在新时代传承发展河洛

文化，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现，又是建

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要求。从其内容、价值、

实践三个维度进行探析，对于更好地传承和弘扬河

洛文化，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一、河洛文化传承发展的内容之维

探析内容之维是河洛文化传承发展的核心要

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河洛文化在新时代传承发展

的思想指引，是推动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文化理

论与实践发展上的理论基石。推动河洛文化的现代

传承首先要坚持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导，阐释河洛

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

精神文化内容，在保持文化自信、适应时代特征的基

础上展示出来、传承下去。

（一）成果丰硕的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技术和物质产品的

现实存在与组合，不单指“物质”，更是要强调特定历

史条件下反映出的文化状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紧密联系、互相影响、互为条件，

统一于人的具体实践活动。只有物质文化“搭好

台”，精神文化才能“唱好戏”。古代黄河与洛水交汇

地区的人民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了丰硕的物质财

富，这些物质文化成果为河洛文化的传承发展奠定

了基础。

河洛文化的物质文化内容主要体现在发达的农

业与经济、精湛的手工艺技术以及辉煌的城市建设

三个方面。其一，河洛地区凭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

源和优越的地理环境，孕育出了繁荣的农业经济。

农业作为河洛地区人民自古以来赖以生存的主要方

式，在长期的劳作过程中形成了种植小麦、稻谷、豆

类、棉花等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优势。河洛地区

还发展出了水利灌溉、土地改良、农具创新等丰富的

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这不仅使得河洛地区的农业

经济在当时呈现繁荣景象，也为中国古代农业经济

的整体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二，河洛地区的手

工艺人有着精湛的技艺，擅长制作各种陶瓷、织锦、

工艺品，并创造出唐三彩、洛阳牡丹绣等蕴含河洛文

化的代表性手工艺品。这些产品不仅展现独特的造

型设计和制作工艺，又体现出细腻的绣工和丰富的

色彩搭配，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因此时

至今日仍然备受赞誉。其三，河洛地区的城市建设

规模宏大、规划合理、风格独特，也是物质文明的重

要成果。洛阳作为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之一，其城市建筑艺术体现了河洛地区在城市建设

上的卓越成就，成了古代城市建筑的代表。

（二）井然有序的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是指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交往活动

所缔结的社会关系，以及与之相协调的社会规范体

系及其成果。作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介，制

度文化决定了物质文化尤其是精神文化的性质并制

约着二者的发展方向。河洛地区政治制度的形成深

受其文化要素和思想理念的影响，这些制度文化成

果又为河洛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保障。

河洛文化的制度文化内容主要体现在礼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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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立、政治制度的创新和法治文化的形成三个方

面。第一，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在河洛地区孕育。

“礼序乾坤，乐和天地”作为礼乐文化的标志，既是我

国古典礼乐文化的内涵和意义所在，也是往圣先贤

制礼作乐的初衷。大量出土的相关文物证明，乐理

乐器的发展、制礼作乐制度和宫廷雅乐体系的建立、

郑卫两国民俗之音的传播，都兴起并发展于河洛地

区，并长期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礼乐制度不仅成

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制度，而且也为后世的政治

制度、文化制度、社会习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

鉴。第二，河洛地区作为中国古代政治中心之一，其

政治制度也不断地创新和发展。这一地区夏、商、周

三代的政治体系在河洛文化的影响下发展出了丰富

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周朝的分封制等，都在河洛

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实践和推广；洛阳作为古代确立

奴隶制国家和封建制国家的都城所在地，国家制度

和都城制度的形成与完善，都同河洛文化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这些适应当时社会需要且不断创新发

展的政治制度，不仅促进了当时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也为后世政治制度的变革提供了重要启示和借鉴。

第三，河洛地区形成了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法治文

化。中华法治文明元素最早诞生于河洛地区，中国

古代法治制度最早发展于河洛地区，中国历史上的

重大法治事件大多发生于河洛地区，洛阳至今还保

留着众多的法治文化遗存。因此河洛法治文化是河

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

的源头和主干。古时河洛地区的法律制度大多是在

伦理、道德影响下的产物，不仅凸显出河洛文化中

“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的底色，也没有忽视

法律制度在实践与操作上的重要性，例如《周礼》《仪

礼》等经典著作对当时的法律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规

定和解释，对后世法律制度的完善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

（三）光辉灿烂的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是人类在物质文化生产的基础上所产

生的特有意识形态，是在精神需求的驱动下所形成

的精神活动方式及其对象化产品的总和。独立的精

神文化体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一个群体的价

值内核，难以忽视其在价值塑造、情感共鸣、社会凝

聚、历史见证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河洛文化中包含

了精神层面的灿烂成果，这些精神文化成果为河洛

文化的传承发展带来了动力。

河洛文化的精神文化内容主要体现在其深厚的

哲学思想、丰富的文学艺术以及卓越的科学技术三

个方面。第一，河洛文化孕育了许多具有深远影响

的哲学思想。河图洛书作为河洛文化的标志性象

征，被认为是中国哲学的开端。长期以来人们对河

图洛书进行的推测、探索和解释，彰显着河洛地区在

中华文明史上的独特地位，成为河洛文化根源性的

文化符号和标志。儒家学说奠基于洛阳，道家学说

渊源于洛阳，佛家学说首传于洛阳，玄学诞生、兴盛

于洛阳，理学创始于洛阳，这些学派的流传对中华儿

女的思想品格、文化生活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第二，河洛地区孕育了许多杰出的文学家和艺术家，

在文学艺术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诗经》中的洛

邑之诗，充分展现了河洛文化的艺术魅力。在史官

文化及史学的建立中，司马迁、班氏兄妹、陈寿、司马

光等著名的历史学家，在河洛地区创作了《史记》《汉

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等家喻户晓的史学经典著

作。第三，河洛文化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着重要贡

献。河洛地区的古代科学家们在天文历法、医药学、

数学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张衡发明的地动仪等

科技成果，不仅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后世的

科技发展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二、河洛文化传承发展的价值之维

探析价值之维是河洛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前

提。河洛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具有增强文化认同、

促进河洛地区文化产业繁荣、推动河洛文化现代化

发展的功能。习近平文化思想既有放眼全球的全局

视野，又有立足自身的独到视角，这些功能与其实践

要求中的建设客体相互契合。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

引领来传承发展河洛文化，对于坚定文化自信、提升

文化软实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深远意义。

（一）增强对河洛文化的认同感，坚定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3］

“坚定文化自信”构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灵魂和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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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河洛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历程中的一颗

明珠，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基本要素和价值支撑，以

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融合性在现代社会仍然熠

熠生辉。

自信即自强。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4］保持高度的文

化自信可以使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文化特

色和价值理念，使我们坚定地走自己的文化发展道

路，而文化自信来源于对文化的高度认同。第一，河

洛文化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在河洛地区发展起来

的文化总和，历经了数千年的沉淀与积累，这种深厚

的文化积淀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提供了坚实的根

基。探寻河洛文化的渊源与发展脉络，不仅有利于

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本质和发展过程，更

能让我们珍视与认同自己的文化根源。深入发掘河

洛文化，探求其传承发展路径，对于明确文化定位，

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都有积极作用。第二，一

个民族的文化是民族成员之间的精神纽带，共同的

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能够使人类群体形成强大的集体

力量。河洛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遗产，

还是客家文化和闽台文化的根源，孕育了华夏民族

的优秀品质和民族精神，维系了港澳台同胞和海外

侨胞的精神文化。它所蕴含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

和人文精神可以激发人们的民族自豪感与集体意

识。这些精神品质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

成的宝贵财富，也是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

（二）促进河洛地区文化产业繁荣，提升文化软

实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繁荣发展文化事业

和文化产业……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和市场体

系……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4］。习近平

总书记还指出：“所谓文化经济是对文化经济化和经

济文化化的统称，其实质是文化与经济的交融互动、

融合发展。”［5］可见文化同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密切

相关。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关于文化与经济的相关论

述，为推动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协同发展、实现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第一，河洛文化作为具有独特地域特色和丰富

历史文化遗产的优秀传统文化代表，是文化宝库中

的瑰宝，是带动文化旅游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文化

资源。推动河洛文化内涵与地区特色文化品牌的结

合，利用河洛文化中蕴含的创意元素和艺术价值，使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空间更为广阔，文化艺术品、文化

衍生品更具特色，激发文化产业的创新活力，推动新

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如此，既能满足

人们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也能创造出更多的经济价

值，为河洛地区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第

二，河洛文化的现代化传承有利于带动一系列相关

产业的发展，形成文化产业的链式效应。例如文化

旅游业的发展可以带动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

的繁荣，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可以带动设计、制作、

营销等相关产业的兴盛。同时，有利于促进文化产

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与互动，优化产业结构。例如

将河洛文化与科技、教育、体育等产业相结合，可以

开发出更加多样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提高产业附

加值和竞争力。这些产业的发展将提升地区文化产

业发展规模和城市知名度与影响力，提升招商引资

的吸引力与竞争力，进而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促进经

济增长和社会繁荣稳定。

（三）推动河洛文化现代发展，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提

供了深厚底蕴与坚实基础，而习近平文化思想又为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

供了实践指南。二者相辅相成，既彼此契合，又互相

成就。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第二个结合”，

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河洛文化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发展

河洛文化，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

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提出了“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这一“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1］。如

果说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宏伟蓝图，那么

河洛文化的传承发展便是描绘这个蓝图过程中至关

重要的一笔。第一，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河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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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蕴含着

丰富的哲学思想、道德观念、艺术成就和社会智慧，

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基因，且具有独

特的地域特色和鲜明的文化个性。通过深入挖掘和

传承弘扬河洛文化，有利于丰富中华文化的多样性，

完善中华文化的体系；有利于补充历史记忆，为后人

提供更加翔实生动的历史资料；有利于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在纵向和横向的延伸，更好地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第二，从文明发展的角度来看，河洛文化

包含了丰富的物质、制度、精神方面的内容，其中和

谐、包容、创新等文化因素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能够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

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通过对河洛文化

的深入研究和实践应用，有利于发掘出更多具有时

代价值的理论观点和方法论，为当代理论创新提供

启示和借鉴；有利于促进跨学科的学术交流和历史

学、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协同发展，产生更多新的学

术思想和研究成果；有利于探索出符合时代要求、具

有普遍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为全人类的共同发

展和繁荣做出贡献。

三、河洛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之维

探析实践之维是河洛文化传承发展的主要抓

手。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完备严密的实践要求，要

把河洛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发展视为一项系统性

工程，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要求为根本遵循，以

河洛文化的内容精髓为依托，从制度体系、融合机

制、传播方式三个方面入手整体性推进，提升河洛文

化在新时代的传播力、影响力。

（一）加强制度保障，夯实资源基础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离不开完善的体制机

制的支持与保障。目前，我国关于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的文件主要围绕文化遗产保护、文化产业发展、教

育普及以及法治建设等方面展开。但是，一方面这

些制度政策对于地域文化的重视程度有待提升，尚

未能形成完善、系统的体系以支撑地方文化的传承

发展；另一方面，传统文化传承保护“涉及多个环节、

多种要素、多重环境，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立体的

执行系统，因而往往在不同层面表现出不同的‘协同

惰性’”［6］，导致政策执行力度不够。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

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

文字都活起来。”［7］因此，在传承发展河洛文化的过

程中应怀揣使命感和紧迫感，发扬精钻细研的工匠

精神来开展河洛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发展工作。

其一，要完善其作为地域文化应有的制度体

系。一方面，政府和相关部门在增强对河洛文化的

重视和保护意识的基础上，要明确其在国家文化战

略中的地位，建立健全政府领导、政策引导、资金扶

持、人才支撑的河洛文化保护制度，设定具体的发展

目标和实施路径，从制度层面为河洛文化的传承发

展提供硬性保障。另一方面，在设施建设上，可以设

立河洛文化的遗产保护区和文化保护带，建立河洛

文化博物馆等，在为公众提供更多了解和认识河洛

文化机会的同时，又为河洛文化的传承发展保驾

护航。

其二，要夯实河洛文化的资源与研究基础。一

方面，要建立由政府、高校、研究机构等共同整合组

建的学术组织，致力于推动河洛文化的研究、传承和

保护工作，为河洛文化的研究者搭建一个整合资源、

交流合作的平台。另一方面，要扩大河洛文化研究

的队伍，加强对河洛文化的交流和探讨，形成涵盖河

洛文化起源发展、特征影响以及各类子文化的理论

体系，从而为河洛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学理性支撑。

（二）创新融合方式，聚集三方合力

创新河洛文化的现代融合方式，要切实做好其

在产、学、研方面的融合工作。

第一，在河洛文化产业方面，要以社会和市场需

求变化为切入点，重点关注并充分挖掘河洛文化资

源所蕴含的经济功能。开放思路、汇集多方力量，做

好实践过程中文创产品打造、文化产业园区管理等

工作，从而不断增强河洛文化产业的市场自觉，加快

推进河洛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

第二，在河洛文化教育方面，要以家庭教育为熏

陶，以学校教育为依托，营造浓厚的河洛文化传承氛

围，推动文化自信在教育过程中的养成。一方面，学

校可以结合河洛文化的特色开发教材、设置相关课

程、加强对教师河洛文化知识的培训与教学研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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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各类实践活动等，将河洛文化元素融入校园建设，

纳入学校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家庭教育作为国民

素质教育的重要基点，要将河洛文化的精神内涵融

入到家庭教育中去。在家长的引导下进行河洛文化

经典著作的阅读，在家庭教育中了解河洛文化的内

涵和价值。

第三，在河洛文化研究方面，要根据新时代的发

展要求和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的方向，不仅应加强

河洛文化的研究基地建设，筹办高质量河洛文化研

究论坛，还要在对河洛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和归

纳总结的前提下，深化对河洛文化的学术研究，创造

出更多体现“第二个结合”的理论成果，形成具有中

国特色的学术体系。当前我国学者在国内外学术期

刊上发表的大量河洛文化相关论文，涉及历史、文

化、哲学、艺术等多个领域。继续丰富河洛文化相关

的论文专著、丛书图录等研究成果与图文资料的成

果，为河洛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创新提供重要理论

支撑和实践指导。

（三）丰富传播手段，加强宣传推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

支撑的。文化可以成为国家发展的软实力内核，而

文化传播则是国家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化传播的

方式和手段是保证有效性的关键点。

不同时代的文化有着适应自身时代特征的传

播方式。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河洛文化更

应创新其表达方式和途径，在形式上活化河洛文化

的传承发展。第一，要为河洛文化内容赋予更多的

现代化载体，提炼河洛文化中的特色元素，将其进

行符号化、数字化处理，使河洛文化不再只是停留

在纸面上的文化遗产，而是“活”起来、“动”起来的

文化生命。第二，可以依托重要节日活动加强河洛

文化的融入，使河洛文化在新时代为各个年龄段、

各个群体、各个领域所共享，更加具有百姓情怀。

第三，要加强国际交流互鉴，洛阳本地高校曾多次

承接两岸青年河洛文化研习营、台湾学生河洛文化

之旅等众多交流活动，为台湾大学生讲授河洛文化

及中华经典文化。今后也可继续大力推进此类活

动，使传统的河洛文化元素在多元文化的浪潮中提

升影响力。

四、结语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

频繁，如何在交流中坚守自己的文化立场，保持文化

的独立性和特色，成为一个文化发展的关键议题。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引领下对河洛文化进行现代化

传承和发展，既需要深刻认识河洛文化的内涵，将其

放在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绵延不断的伟大历史进程中

来发掘功能，又需要在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的基础上

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使文化的思想火花不断

融合、交汇与创新，从理论和实践上担负起新时代的

文化使命，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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