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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平日里这豪情万丈的诗句脍

炙人口，却终究是隔了一层纱，而这一次九曲黄河生态文明课程让我们终于有机

会走近黄河母亲的怀抱，学习和领略她的风姿、她的深度。黄河是我国第二大河，

我国古代的《山海经》《禹贡》和《水经注》等书皆称它为"河"。它流经青海、

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九个省区，注入渤海。

主要支流有湟水、洮河、清水河、无定河、延河、北洛河、泾河、渭河、汾河、

沁河、伊河、溶河、大汶河等三十四条。流域面积约为 752 000平方千米，居住

人口一亿多。黄河流域是我国开发最早的地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世界

各地大都还处在蒙昧状态的时候，我们勤劳勇敢的祖先就在这块广阔的土地上劳

作生息，创造了璀璨夺目的古代文化。

E•M•罗杰斯曾说过：“任何涉入一条新的河流的人都想知道这里的水来自何

方，它为什么这样流淌。” 历史总是相互联系，前后相续的。文化在历史中产生，

可以看作历史的内涵。人类学家弗朗兹•博阿兹说过，一个民族的详细文化清单，

几乎完全是历史在传播中积累的结果，一种活生生的文化，总是历史上种种行为

形式的博物馆。因此，我们要想了解黄河文化，不可避免地就要对其历史追本溯

源。

从自然环境来看，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总是和它产生的地域相结合的。黄

河流域的文化与其地质、地貌以及自然地理的特点密切相关，黄河流域的自然环

境，像大地母亲般地孕育了黄河文化。从古黄河阶段开始，黄河就与几乎同时出

现的人类发生了相互作用、相互感应,黄河与黄河人就已经把各自的命运交融在

一起，黄河文化开始产生。由于黄河流域北边是难以逾越的戈壁沙滩、西南边是

险恶丛生的高原峻岭、东边是一望无际的茫茫大海，这种地理环境对以黄河流域

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形成一种隔绝机制，使黄河文化独立地发展成一种内向的、超

稳定的文化，黄河中下游地区地势坦荡开阔，对植物的迁移，作物的移栽和保存

都是有利的。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广大的黄士地带。这种土壤质地均一，结

构疏松多孔，既利于简陋农具的耕耘，又利于作物根系的深入。土层毛细管发达，

孔隙率达 50%以上，持水性好，抗旱抗满能力强。尤其是土壤中含有丰富的钙、



磷、钾等矿物质，其中碳酸钙含量达 8~19%，含其他矿物成分不下五十种。这些

对原始的农业发展都是极为有利的。从地理空间上看，黄河的多次改道使得黄河

文化的生存空间超越了单纯的地理空间，并在与周边的楚湘文化、吴越文化、巴

蜀文化等文化体系的交往中不断壮大，形成同中有异、刚柔相济、自强不息的文

化品格。同时，黄河及其支流还为我国古代人们提供了交通和灌溉之利。它一直

是古代中原地区沟通东西的水运大动脉，我国最早的水利灌溉事业也是从这里发

展起来的。黄河流域的农耕具有典型的旱地农业特征,而旱地农业的发展与水利

的兴修有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保证农业的发展,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

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这种投入之巨大,往往非一个家庭或部族所能承担。因

此,需要将不同部落的人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此外,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必然产生与

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农业经济的本身特性,需要高度稳定的社会秩序,而大一统

的政治体制恰恰能够满足农业发展对社会稳定的需求。水利设施兴建是大一统局

面出现的深层原因。

黄河孕育了中华文明，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发祥地，作为中华民族公

认的人文初祖炎黄二帝，其称雄的历史舞台就在黄河流域。考古发现的距今 9000

—7000 年前（即前仰韶时代）的中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陕西的老官台

文化（北首岭下层文化）、甘肃的大地湾一期文化、山东的后李和北辛文化，分

布在黄河流域；距今 7000—5000年前的史前中国最灿烂的彩陶文化——仰韶文

化和著名的山东大汶口文化以及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都是在黄河流域发育发

展起来的。这些璀璨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经历了由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到不平等

的中心聚落形态的演进，其社会复杂化的发展，使得它们成为迈向文明时代的一

个重要过渡阶段。紧接而来的是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史称“万邦”时代。万邦

时代也是早期国家诞生的时代，形成了邦国林立的格局，黄河流域考古发现 20

多座当时的城址，如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岗、河南新密古城寨、山东章

丘城子崖、日照两城镇和尧王城等。在这一格局中，黄河流域还出现了颛顼、尧、

舜、禹等为首的著名邦国和族邦联盟，形成了万邦中的政治中心。从公元前 21

世纪夏朝开始，4000 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

3000 多年。这就决定了黄河文化在国家形成之前，属于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重

要的主导性文化；而自国家诞生之日起，黄河文化就是国家文化。国家认同、民



族认同和中华大一统是以黄河文化为核心而凝聚和发展起来的。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极其重要的母亲河文化，是黄河古今流域多民族人民在

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中创造的灿烂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中国

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思想的中心和重心所在地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

中国历史上的“七大古都”，在黄河流域和近邻地区的有安阳、西安、洛阳、开

封四座。殷都（当时属黄河流域）遗存的大量甲骨文，开创了中国文字记载的先

河。西安（含咸阳），自西周、秦、汉至隋、唐，先后有 13个朝代建都，历史长

达千年，是有名的“八水帝王都”。东周迁都洛阳以后，东汉、魏、隋、唐、后

梁、后周等朝代都曾在洛阳建都，历时也有 900多年，被誉为“九朝古都”。在

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

地区是全国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发展最早的地区。公元前 2000年左右，流域内

已出现青铜器，到商代青铜冶炼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同时开始出现铁器冶

炼，标志着生产力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洛阳出土的经过系列处理的铁锛、铁

斧，表明中国开发铸铁柔化技术的时间要比欧洲各国早 2000 多年。中国古代的

“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指南针、火药，都产生在黄河流域。从诗经

到唐诗、宋词等大量文学经典，以及大量的文化典籍，也都产生在这里。北宋以

后，全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向南方转移，但是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进程

中，黄河流域及黄河下游平原地区仍处于重要地位。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孕育演绎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深刻影

响了中华民族的心理性格。千百年来，九曲黄河奔腾向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

势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品格。黄河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志，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河文化是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定现代中国发展道路最为深厚、最为核心、最为可靠

的文化根基和历史依据。

目前，黄河以占全国 2%的河川径流量养育了全国 12%的人口，灌溉了全国

15%的耕地，创造了约 14%的国内生产总值，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

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因自然条件、历史等原因，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相

对滞后，流经的 9个省区，上中游的 7 个省区是发展不充分的省区，全国 14 个

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有 5 个涉及黄河流域，“两屏三带”生态安全战略布局中，



多个生态屏障均位于或穿越黄河流域。

仓廪实而知礼节，文化是在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同时文化也是经济发

展的动力，黄河文化的繁荣离不开对黄河流域经济的拉动。当前，文化旅游已成

为人们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也成为多数资源丰富地区产业转型，保护环境，获

得良性发展的首选之路。而黄河文化作为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共同体，经

过五千多年的沉淀，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地推广黄河生态旅游、

古都旅游、红色旅游、丝路旅游、科普旅游、研学旅行等国家精品旅游线路，在

追求旅游经济的过程中，提升黄河文化的价值，拓展黄河文化的传播，着力将黄

河文化打造成为宣传中国形象、展示中华文明、彰显文化自信的亮丽名片，助力

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

国梦的实现。”我们要传承优秀的黄河文化,留住中华文明的“根”，共谱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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