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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洛文化中触摸中华民族的根脉

◇李立新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

史上，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

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

化等，分布有郑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诞生了

‘四大发明’和《诗经》《老子》《史记》等经典著作。”河

洛文化与齐鲁文化、关中文化、河湟文化是黄河文化

的4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河洛文化由于分布于黄河

流域核心区域，地处中原的腹心地带，成为中华民族

的根脉所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构建

中华文明标识体系”，河洛文化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

体系的关键所在。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主干

河洛文化的名称，有人认为源于河图、洛书，但

多数学者认为与黄河、洛水有直接关系，是指产生于

河洛地区的一种地域性文化。

河洛文化分布于中原核心区域。河洛，是黄河

与洛水的简称，而河洛地区指的是洛水流域和黄河

中游地区，一般是指狭义的中原地区，即今之河南，

或中原地区最核心的部位。经过近年的研究，学术

界对河洛地区的范围几乎取得了共识，即指以洛阳

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开封，南至

汝颍，北跨黄河而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河洛文

化的内涵包括产生于这一地区的以裴李岗文化、仰

韶文化、龙山文化为代表的史前文化，夏、商、周三代

文明，以及此后的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与

佛教文化等，如此博大精深的河洛文化成为中华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和根源。著名学者

许顺湛指出：“中华文化的主体是黄河文化，黄河文

化的中心是中原文化，中原文化的核心是河洛文

化！”产生于河洛地区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滥觞，至

夏、商、周三代达到第一个高峰，形成河洛文化；循此

继进，扩展到中原地区，形成中原文化；历经秦、汉、

魏、晋、唐，至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形成中华文化。可

以说，中华文化根植于中原大地，源发于河洛故土。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

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母文化、主流文

化和正统文化，是河洛先民留给我们的一笔无比宝

贵的精神财富。河洛文化具有根源性、正统性和连

续性的特征。

木之根本、水之渊薮的根源性。一方面，河洛地

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华农耕文化发轫于

此，中国城市文化滥觞于此，汉字起源并发展于此，

中国商业文化发源于此，中国道教、佛教等宗教文化

发端于此，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重要源头在这里，中

华原典文化的繁荣兴盛在这里，这里是中华文明的

文化之源。另一方面，河洛地区是中华民族的重要

发源地。文献中被称为“三皇五帝”的共有12位，即

伏羲、女娲、燧人、炎帝、黄帝、祝融、共工、少昊、颛

顼、帝喾、尧、舜。他们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大都出自河南或主要活动于河南。在依人口多少而

排序的300个中华大姓中，有171个起源于河南或部

分源头在河南；前100个大姓中有78个姓氏直接起

源于河南，有98个姓氏的郡望地在河南，这些姓氏

涉及当代华人的90％。享誉海外的“客家人”就是

由中原人多次南迁形成的，他们的家谱里都记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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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根在河南的河洛一带。他们操中原古音，习中原

古俗，不忘根本，以“根在河洛”为荣。这里是中华民

族的血脉之根。河洛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文

化、母文化，历史上由移民迁徙形成的客家文化、闽

台文化、岭南文化等均渊源于河洛文化。

黄钟大吕、风华绝代的正统性。2019年，习近

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在5000多年中华文

明史中，河南作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

3000多年。三皇五帝到如今，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

黄河文明在兼容并蓄中不断发展进步。”河洛地区处

天下之中，中国史前文化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

山文化在这里接踵而生，不仅时间上谱系连贯，而且

空间上分布密集，不断与周边文化碰撞、交融，最早

在这里闪现出第一束文明曙光，中国最早的国家诞

生在这里。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昔三代

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中国最早的3个王朝夏、商、

周三代均在河洛之间建立都城或别都，这里是“最早

的中国”。黄河贯穿河南全境，在母亲河的滋养哺育

下，形成了中原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孕育了高度发

达的农耕文明，并以其建中立极、统御四方的优越地

理位置，成为历代统治者建都立国之所。在宋室南

迁之前，中国历代都城一直在洛阳、郑州、安阳、西

安、开封、商丘这一黄河沿线的横轴上东西移动，习

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分布在黄河流域的四大古都郑

州、西安、洛阳、开封，河南就有其三。在河洛地带，

政治文明、宗法观念、礼乐制度、儒道思想交相辉映，

奠定了文明古国的大国风范。

源远流长、延绵不绝的连续性。中国作为四大

文明古国，拥有5000多年文明史，是唯一一个不曾

中断的文明。2017年1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陪同

前来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在故宫参观时介

绍：“中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或者更早。

中国的文化是没有断流传承下来的。”河洛文化就在

数千年历史中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

一是祖先崇拜形成民族精神信仰。中华民族在

河洛地带形成了尊祖敬宗、家国同构的优良传统，发

迹于中原的炎黄二帝被尊为中华民族人文始祖，海

内外华人都自称为“炎黄子孙”，奠定了中华民族的

信仰基础。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已经成为全球华

人向往的文化盛典。

二是殷墟甲骨文彰显民族文化基因。发现于河

南安阳的殷墟甲骨文，是迄今发现中国最早的文字

体系，从甲骨文，到金文、小篆、隶书、魏碑、楷书、行

书、草书，虽然字形历代多有变化，但是构字的核心

元素一脉相承，是维系中华文明从未断绝的重要因

素。汉字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文化基因，是传承和弘

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的基本标识，也

是中华文明的显著标志。

三是儒道互补铸就民族思想灵魂。儒家和道家

是中国原典文化的主要流派，自西汉武帝“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统治中国数千年之久。儒

道两家相比，儒显道隐，阳儒阴道，外儒内道，儒道互

补，林语堂说：“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

儒家学说可以追溯到西周时的周公旦，他在洛阳制

礼作乐，奠定了儒家思想的基础，后来孔子予以继

承、发展，成为儒家学说集大成者。孔子是鲁国人，

但他的祖籍在河南夏邑，孔子周游列国14年，主要

活动在河南的卫（今濮阳）、陈（今淮阳）、宋（今商

丘）、郑（今新郑）、蔡（今上蔡）等地。他还曾到洛阳

问礼于老子。儒家派生出来了两个重要学派：汉学

和理学，汉学的代表人物贾逵、马融、许慎、郑康成等

主要活动于洛阳。理学的早期代表人物程颐、程颢

就是洛阳伊川人。所以，儒家与河洛文化有着密切

关系。而道家的鼻祖老子是河南鹿邑人，他在灵宝

函谷关写成《道德经》，成为道家学派的经典。

河洛文化是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的关键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早在2011年，中国

就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走近世界舞

台的中央。但是与经济实力极不匹配的中国的国际

话语权，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需

要我们大力传播河洛文化，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

讲好黄河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全景

呈现。

物质文化丰富多彩，彰显文明古国的文化底

蕴。河洛地区居于天下之中，在5000多年的中华文

明中有3000多年居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

里的政治安危左右天下兴亡，经济起伏决定国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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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文化盛衰关乎民族荣辱。李家沟文化、裴李岗文

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展现了河洛地区从距今

10000年到距今4000年先民创造的丰厚的物质文

明，写实了中国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

史；夏、商、周三代文明，甲骨卜辞、青铜重器、玉质礼

器，以及星罗棋布的古城址等，呈现了早期国家生产

创造，奠定了中国的立国规模；洛阳、郑州、开封、安

阳四大古都，横亘东西，挖掘出高度发达的古代城市

文明；登封中岳庙、济源王屋山、洛阳白马寺和龙门

石窟、登封少林寺、开封相国寺，是中国道教、佛教文

化圣地，延续着中华文化的根脉；造纸术、指南针、火

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是世界科技史上的瑰宝，贡献

了多少中国智慧；王亥服牛、子产质誓、范蠡散财、端

木遗风，遗迹犹在，铸就了多少商业文明；楚王问鼎、

陈桥兵变、潘安风流、诗圣沉郁，名胜尚存，传颂着多

少中国故事。

思想文化博大精深，传播中华文明的价值理

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

出：“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

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

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老子的《道德经》具

有跨越国界、跨时代、跨文化的重要价值，受到世界

人民的普遍喜爱。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黑格尔、叔

本华、海德格尔，俄国文学巨匠托尔斯泰，日本物理

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等，都受到老子思想的

影响，并对老子思想有极高的评价。老子《道德经》

的发行量在西方仅次于《圣经》。有学者认为，当今

世界生态危机、战争风险、种族冲突此起彼伏，人类

社会面临着巨大风险和考验。要解决如此纷繁复杂

的矛盾冲突，应该从老子《道德经》中汲取智慧，消弭

分歧，解决纷争，以求得世界的和谐与安宁。1988

年，在巴黎召开的世界第一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国际

大会上，针对世界如何面向未来的问题，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内斯·阿尔文博士提出：“如果人类要在

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

智慧。”这一结论得到了与会学者的共鸣。此外，墨

子的“兼爱非攻”主张、韩非的法治思想、庄子的“天

人合一”和“清静无为”理念、列子“冲虚自然”的境界

等等，都蕴含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值得我们去进一

步挖掘展示、传承、传播。

“二黄文化”源远流长，彰显中华民族精神图

腾。中国5000多年的文明史，其开端便起自黄帝，

所以庄子说：“世之所高，莫若黄帝。”历史学家、考古

学家李学勤对文明起源与传说人物作了科学的结

合，认为黄帝是中华文明形成的标志：“《史记》一书

沿用《大戴礼记》所收《五帝德》的观点，以黄帝为《五

帝本纪》之首，可以说是中华文明形成的一种标志。”

黄帝正是在黄河冲积沉淀而形成的中原地带，带领

中华先民，凭借着黄河母亲的滋养浇灌，筚路蓝缕，

披荆斩棘，培育出中华民族的文明之花。《史记·五帝

本纪》载轩辕“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说明黄帝之

名正是来源于黄河从黄土高原带来的黄土。源源不

断的黄河、绵绵不尽的黄土、巍巍不动的黄帝、生生

不息的炎黄子孙，是中华文化最核心的要素，是中华

民族最具代表意义的文化符号。黄河和黄帝正是中

华民族千百年来一直尊崇的自然神和祖先神，黄河

是中华民族的自然始祖，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

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象征和精神图腾。正是基于

黄河、黄土、黄帝、黄种人所生发的农耕文明，中华民

族形成了天下为公、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等精神成果。

神话传说异彩纷呈，蕴含中华民族精神密码。

主动作为、不屈抗争、奋斗牺牲、无私奉献等，这些闪

光的字眼早就记述在中国神话故事中。在西方神话

里，人是上帝造的；而在中国神话里，女娲“抟土造

人”。在西方神话里，火是上帝的赐予，是普罗米修

斯从天上盗来的；而在中国神话里，火是燧人氏通过

钻木取火得到的。在西方神话里，他们靠神明赐予

的“诺亚方舟”，逃脱洪水之灾；而在中国神话里，鲧

和大禹前仆后继，父死子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

不屈不挠地与洪水抗争，最终导河入海，救民于水

火，这就是“大禹治水”。在中国的神话里，还有盘古

开天辟地，伏羲“作网罟”教民渔猎，女娲补天，神农

尝百草，“黄帝多所改作，造兵，井田，垂衣裳，立宫

宅”，嫘祖发明养蚕缫丝，仓颉造字，以及夸父逐日、

后羿射日、精卫填海、刑天舞干戚、共工怒触不周山

等神话传说，无不彰显着一种主动作为、人定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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