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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必须把握历史内涵

黄河文化内涵丰富贡献巨大。黄河文化是发生

在黄河区域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

黄河文化“二重性”的要旨是国家文化。黄河文

化有两个“二重性”。第一个“二重性”是黄河流域与

古代黄河流经地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黄河”。第

二个“二重性”是地域文化与国家文化。黄河文化依

托于古今黄河的关联地区首先是地域文化，但是由于

黄河文化并不是一般的地域文化，正是由于黄河流域

所处的特殊的历史地位，决定了黄河文化还有一个层

面是国家文化与中央文化。黄河文化“二重性”的要

旨就是国家文化，这是黄河文化区别于所有地域文化

的最大特点。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特别重要的组

成部分，更是中华文化中的根源文化、核心文化、主干

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黄河文化的发展折射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黄

河文化的发生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阶段：萌芽期、形

成期、鼎盛期、衰微期、复兴期。从发展历程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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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源

头；黄河文化发展的高峰，代表了中华文化的发展高

峰；黄河文化的复兴，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最终标志。

黄河文化的本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黄河文

化主要特性，表现为根源性、融合性、主干性、独特性。

二、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需要认真挖掘当代

价值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是培根铸魂的内在要求。

黄河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象征，而

且具有培根固本、凝心聚力的价值和功能。以河南段

为中心的黄河流域既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

中华民族形成的摇篮，更是全世界炎黄子孙的心灵故

乡。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不仅有助于正确认识中

华民族的根，筑牢中华民族的魂，而且有助于激励炎

黄子孙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自豪感和归属感。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是实现优秀中华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的题中之义。以河南段

为中心的黄河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而且

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和核心，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

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实现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自然包括对黄河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保

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过程，就是充分彰显黄河文化

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发挥黄河文化的当代价值和

现实作用的过程，就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是实现河南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回顾历史，黄河以甘美的乳汁

哺育了博大宽厚的中原人民，创造了中原悠久的历史、

灿烂的文化、先进的科技和繁荣的经济，造就了众多

的中原圣贤人物、民族英雄和时代先锋。深入挖掘好

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不仅有助于弘扬中华文化精神、

延续中华历史文脉和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而且有助于

全面展现黄河治理开发的发展脉络和伟大成就，推进

黄河流域生态文化保护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文化繁荣为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撑，经济发展为文化

繁荣提供物质条件。新的历史时期，为实现中原更加

出彩和河南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更需要保护好传

承好弘扬好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黄河文化，并使之

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软实力。

三、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需要找准河南使命

黄河相关区域，由于所处地域不同，历史传统不

同，文化积淀不同，文化影响不同，在彰显黄河文化的

过程中，各个区域所承担的使命也不完全相同。河南

做好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这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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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独特地理区位与特殊历史地位，决定了河南在保护

传承弘扬黄河文化中的引领地位。

河南的引领地位的学术基础表现在：一是地貌景

观的完整性。二是支津文化的丰富性。三是核心地

位的特殊性。四是历代治河的关键性。五是民族形

成的融合性。

河南黄河文化的引领地位，决定了河南在黄河文

化的保护传承弘扬上，要积极探索，做好示范，担起责

任，在把黄河文化这篇大文章做好做实中切实发挥引

领带动作用。

四、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需要把握若干关系

黄河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关系。黄河文化是由古

今黄河区域所衍生的文化，而华夏文明则是以华夏族

群为主体，杂糅夷狄戎蛮等族群的文化。由于这种族

群间的融合主要发生在中原地区，所以两者间的关联

是十分紧密的。可以说，中原其实还是个政治概念，

没有大中原文化，黄河文化就不是国家文化，就不是

主干文化，就只能是地域文化。

黄河文化与支津文化的关系。黄河与支津，构筑

了十分重要的黄河支津文化。诸支津文化则形成各

自的文化传统、文化谱系、文化特色，并在交流中相互

影响，相互渗透，为大的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关系。黄河、长江是具有

世界级影响的大河，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共同点，

都是地域文化，都是对中国历史做出过重要影响的文

化。黄河文化与长江文化的不同点，就是长江文化缺

少“两重性”，即缺少长期作为都城的国家文化，也缺

少因为河道变迁的“大长江”文化。

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之间的关系。保护是基

础，首先要大保护，而且还要系统保护，不要大开发，

但要传承与弘扬。传承主要在于学术的传承，从学理

的角度去接受、消化、提升，让黄河文化的文脉不断线。

弘扬则更多体现在社会层面上，宣传普及，让更多的

人受益。所以说，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是一个

系统工程。

五、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意见建议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既是实现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原则，也是保

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根本要求。要进一步深化黄

河文化研究，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讲好“黄

河故事”，推进黄河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使中原更加出彩。

加大对黄河文化的研究力度，充分彰显黄河文化

的精神实质和时代价值。要在研究黄河治理开发保

护和管理的同时，进一步加大对黄河历史文化的研究

力度，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彰显黄河文

化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特征。努力打造黄河文化保护

传承弘扬的发展平台，整合相关高校、研究机构的专

家学者，成立黄河文化研究院及相关研究机构，支持

黄河文化研究会队伍建设，建立完善黄河文化研究的

协同创新机制和联合攻关格局。明确黄河文化研究

的目标方向，制定黄河文化研究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

不断增强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历史使命感和时

代责任感。深入研究黄河文化的内涵、外延、载体、表

现形式、价值和功能，定期举办黄河文明国际论坛，打

造世界大河文明学术交流的平台。规划一批重大或

重点研究项目，并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推出一批黄

河文化研究方面的精品力作。编纂出版《黄河文化大

典》《黄河文化通史》《黄河文化概论》等与黄河文化有

关的标志性研究成果。通过深入梳理和挖掘黄河文

化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与当代价值，让黄河文化研究

“火”起来，使黄河文化真正成为助力中原崛起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加大区域合作力度，加强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性

保护。开展区域协作和加强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性

保护，是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黄河文化的重要前提。

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黄河流域的历史文化资

源非常丰富。一些文物古迹、风土人情、建筑遗址、治

河工器具、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因时代久远和分散

各地，急需得到系统性保护。围绕文明起源、黄河治

理、地质现象等重要遗产，进行捆绑整合，申报世界文

化、自然“双遗产”。要加强黄河流域以及相关地区的

文化交流与合作，广泛开展黄河历史文化资源的摸底

和普查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黄河文化历史文化资源

的抢救、保护、传承和弘扬工作。加强沿黄9省（区）

黄河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打造沿黄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区和生态文化保护带。建立“黄河流域共同体”

保护机制，做到统筹规划、统一保护和协调行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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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成立由黄河流域各省（区）参加的具有权威性的“黄

河文化保护委员会”，充分调动各方面对保护黄河文

化遗产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将黄河文化遗产“管”起

来，共同实现黄河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为黄

河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奠定良好的基础。

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博

大精深的黄河文化承载不少难以忘却的历史记忆和

故事。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一项重要使命就是

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

在郑州规划建设国家级博物馆——黄河文明博物馆，

构建各级黄河类博物馆体系，全方位、多视角集中展

示黄河流域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

文明。建设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基地，为炎黄子孙

寻根问祖提供祭拜的场所，使海内外同胞近距离体验

和感悟博大精深的黄河文化。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平

台作用，利用电视、广播、报刊、互联网、手机客服端等

平台大力宣传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意义，大

力营造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浓厚氛围。加强组

织领导和精心谋划，依托登封嵩阳书院、商丘应天书

院、洛阳龙门书院、辉县百泉书院等打造“黄河文化学

堂”，以及老子、庄子、韩非子、列子、韩愈、杜甫、白居

易、二程等一批与黄河有关的河南历史名人学堂，将

河南沿黄地区打造成国内乃至国际知名的传统文化

研学区。同时，围绕讲好黄河故事推出一批普及读本，

培养一批宣传人才。通过建立黄河文化学堂、举办黄

河文化讲座等多种方式，让黄河文化“动”起来，不断

扩大黄河文化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综合利用黄河历史文化资源，将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业优势。要积极推进黄河文化与科技、资本、人才等

生产要素的高度融合，抢占黄河文化产业发展的制高

点。充分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相关黄河文化资源

进行情景再现、虚拟成像，开发出黄河文化方面视听娱

乐、演绎观赏、竞技游艺等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形成

具有黄河文化特色的文化创意体系。要以艺术创新精

神和想象才情，挖掘深厚的黄河历史文化资源，体现神

秘的黄河地理文化情趣，创作出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

文化艺术精品，做大做强黄河文化产业，擦亮“河南老

家·黄河之魂”品牌。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

业转型升级，促进黄河文化产业与体育、康养、中医药

等产业共生共赢，实现黄河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充

分发挥政府在黄河文化产业资金、人才保障等方面的

引导作用，以及文化企业在资源整合方面的平台作用，

形成政府、文化企业、社会等各种力量发展黄河文化产

业的合力。通过发展黄河文化产业，使黄河文化在继

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让黄河文化“实”起来，实现

黄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打造沿黄生态文化带，推进黄河文化与旅游融合

发展。将河南沿黄地区的郑州商城、大河村、郑韩故

城、偃师二里头、汉魏洛阳故城、隋唐洛阳城、三门峡

庙底沟、三门峡仰韶村等考古遗址公园串联起来，打

造中华文明发祥地保护展示区，建设黄河文化国家公

园。推出《共工治水》《大禹治水》《王景治河》《河官》

《黄河改道》《大河人家》《花园口决堤》等一批高质量

的影视作品或实景演出。将传统村落保护与传统农

耕技术传承、传统农业生产工具、传统农业水利工程

展示等有机结合起来，将河南沿黄地区这一中国农耕

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打造成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传统

农耕文明保护区和体验区。发起成立“沿黄九省（区）

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联盟”，将沿黄地区的洛阳龙门

石窟、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隋唐大运河（河南段）、

古丝绸之路（河南段）等与河南黄河文化相关的世界

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洛阳白马寺、登封观星台、巩义宋

陵、武陟嘉应观、辉县百泉、兰考焦裕禄墓等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串联起来，建设国内乃至国际知名的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区。同时，将陕州地坑院、灵宝剪纸、

洛阳唐三彩、河洛大鼓、洛阳水席、登封少林功夫、荥

阳苌家拳、陈家沟太极拳、开封汴绣、朱仙镇木版年画、

濮阳杂技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贯穿其中。打造

黄河文化生态国家公园，打造国家级黄河生态廊道，

打造标志性黄河文化景观，打造世界级和国家级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区，推动以郑州为代表的沿黄河城市跨

黄河发展，形成河南滨河城市群。通过开发“黄河游，

游黄河”，培育以黄河为轴线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河

南旅游核心隆起带，培育黄河河道体验游、古代文明

精品游、黄河两岸民俗体验游等旅游精品线路，让黄

河文化“活”起来，充分展现河南沿黄地区独特的历史

记忆和文化魅力。

执笔：张新斌 唐金培

（摘自《河南日报》2019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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