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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根植于黄河流域的黄

河文化是中华文明中最具代表性、最具影响力的主体

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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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强调，

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

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

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

精神力量。

黄河文化经久不息、历久弥新，在中国乃至世界文

明的浩瀚星空中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是增强中华民

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

坚定文化自信，能够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提供精神力量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

括中华民族在农耕文明时代所创造的优秀传统文

化，也涵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

革事业中创造的先进文化。在农耕文明时期，黄河

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是几千年历史长河中中

华民族最主要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活动

中心。这里诞生了璀璨绚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长期领

先于世界科技文化发展水平。同时，黄河文化也通

过贸易、文化交流、政治外交等扩散至中东、印度、

欧洲、日本及朝鲜半岛等地，丝绸、茶叶、瓷器等农

业及手工业产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如四大发明等）、

文化艺术等也从这里走向世界，至今对世界发展产

生重要影响。唐宋时期的都城长安和东京汴梁成

为当时全球范围内最发达的国际性大都市，其形成

的城市文明对世界文明影响深远。在近现代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时期，

黄河流域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国抵御侵略和解放战

争的战略决策中心，在中国近现代发展历程中影响

深远。黄河文化以其博大深厚的文化内涵深刻影

响着中国近现代的革命事业，同时创造性地吸收马

克思主义思想，在实践中发展出了红色文化、爱国

主义及生态文明等新的文化内涵，为黄河文化乃至

中华文明增添了新鲜的内容。从古代到近现代，黄

河流域长期居于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

中心，黄河文明经久不息，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

的文明，彰显了其在华夏文明中的主体地位、在世

界历史上的巨大影响力、在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的

顽强生命力和巨大创造力。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

文化，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精神力量。

黄河文化蕴含的“天人合一”自然伦理观，可为我

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经验与理论支撑

黄河文化是一种农耕文化，是中华民族先民在

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明。农耕

生活要求天时、地利，顺应自然规律，黄河流域先民

们在漫长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了和谐的三才观、

趋时避害的农时观、主观能动的物地观、变废为宝的

循环观、御欲尚俭的节用观等。这都体现黄河文化

天地人和的思想，“应时、取宜、守则、和谐”是其主要

内涵，强调要把天地人统一起来，按照大自然规律活

动，取之有时，用之有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然

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

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保护自然就

是保护人类，建设生态文明就是造福人类。生态文

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当前

在人地关系矛盾突出的时代背景下，黄河文化为新

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经验和智慧，有助于

文明在历史与现实交汇中探寻人地关系和谐发展的

根本途径。

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苗长虹 艾少伟 喻忠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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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蕴含的“同根同源”的民族心理和“大一

统”的主流意识，是增强民族认同感、维系我国国家统

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文化支柱

黄河流域是华夏民族形成的地域，诞生了关于伏

羲及炎黄二帝等华夏始祖的传说，并流传至今，缔造

成炎黄子孙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根亲观念。“万姓同

根，万宗同源”成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黄河流域成

为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向往的根脉之地。在尧舜禹

时代，黄河流域水害频发，受水灾影响的部落逐渐聚

集于适宜农桑的地域，原始封闭的氏族逐渐联合形成

部落联盟共同应对水害，并诞生了管理需求和杰出的

部落联盟领袖。中华民族大一统的主流意识也正是

萌发于黄河泛滥的逆境之中。秦王朝统一六国后，建

立了以黄河流域为政治中心的首个统一的、多民族中

央集权国家，进一步消除地域差异和社会矛盾，以追

求国家长治久安。尽管秦王朝二世而亡，但却缔造了

中华民族追求大一统、大融合的民族文化。在随后的

王朝更替过程中，中华大地也曾出现四分五裂的阶段，

但最终都走向统一，实现大一统的国家形态，华夏文

明也得以延续。不仅如此，中央王朝的疆土版图大多

以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向周边地区不断拓展，

并通过人口迁徙、贸易和文化交流等将大一统的价值

理念向周边地域扩散，走向一统和融合已成为中华大

地上共同的追求与信仰。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传

承至今的“同根同源”的民族心理和“大一统、大融合”

的主流意识，是我国增强民族认同感、维系国家统一

和民族团结的精神文化支柱，尤其是在当前国际环境

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国

家统一提供了精神层面的伟大力量。

黄河文化包容开放，能够为新时代中国全方位开

放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基

础和实践基础

黄河文化是在与北方、西部、南方少数民族的攻

守战和以及与亚洲、欧洲及非洲各国的文化交流中逐

渐形成。在早期中国，得益于黄河流域优良的气候、

土壤等地理条件，黄河流域社会经济发展在全国乃

至全球长期处于领先地位，黄河流域长期处于中国

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地带，中国对外经济联系、文化

交流、政治外交也主要兴起和发展于这一地区。早

在汉朝（西汉、东汉），中央政权就曾派遣张骞、甘英

等出使西域，开辟从长安（今西安）经甘肃、新疆，到

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建立起

中原王朝与西亚和欧洲的政治、贸易等联系。这条

通道也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

的主要通道，即丝绸之路。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交往

进入繁荣鼎盛时期，经济贸易往来频繁，对外文化交

往极为活跃，日本、新罗、天竺等国家派遣大量使节、

留学生等来华进行文化政治交流。中央机构还设置

“四方馆”以专门管理对外贸易，制定对外国商人的

优惠政策。在宋朝时，中国对外开放走向巅峰，高度

重视对外贸易等。尽管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阻

断了陆上丝绸之路，但宋政权依旧在宋辽、宋夏开设

互市榷场，互易有无，联系经济文化，陆上丝绸之路

的起点城市向东延伸至北宋都城汴京。宋政权还大

力发展海上贸易，也欢迎远人来华定居，在北宋汴京

设有犹太人聚居点。在对外开放与交流过程中，黄

河文化不仅扩大了自身影响力，也不断从其他地域

和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而形成了具有开放、包容

气质的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明因交流

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黄河文化与周边国家

及地区的交流交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

历史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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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河南日报》2019年11月4日，原标题《黄

河文化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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