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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的主要特征与时代价值

张占仓

摘 要：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广大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适应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认识和利用当

地的发展条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全球四大文明发祥地之中唯一传承至今的大河流域文

化。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根源性、灵魂性、包容性、忠诚性、原创性、可持续性特征。保护传承弘

扬黄河文化，可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促进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启迪创新智慧，探索新的区

域发展模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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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考察

时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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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们要系统分

析认识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主要特征，深入

挖掘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促进黄河文化在新

时代的保护、传承、弘扬与创新。

一、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

黄河全长 5464公里，流经 9省区，横跨青藏

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等四大

地貌单元和我国地势三大台阶，其流经区域地

理环境变化非常大，沿线人民在认识和适应自

然环境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

精神文化。黄河流域特殊的自然人文环境孕育

出独具特征的黄河文化。黄河文化不仅是一种

地域文化，也是一种流域文化，还是一种民族文

化，更是一种国家文化。

从地域和流域角度分析，黄河文化是黄河

流域广大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适应当

地的自然地理环境、认识和利用当地的发展条

件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既包

括共同认可的社会规范、生活方式、风俗习惯、

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也包括在这种价值取向

影响下当地的发展观、生存观以及生产力发展

方式。因为黄河流经地区地理环境的特殊性，

其文化影响不仅包括干流流经地区，也包括沿

线各支流流经地区。所以，黄河沿线的不同地

段形成的河湟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河洛

文化、燕赵文化、齐鲁文化等都属于黄河文化体

系的组成部分。这些区域性文化虽然气质各

异，但是却底色相同、本质一致。同时，由于黄

河河道历史上改道的原因，黄河流域的范围曾

经变化较大，特别是下游地区南至现在的淮河，

北到现在的海河，都曾经是黄河流经区域，从而

形成了庞大的黄河文化体系。

从人口迁移历史的视角分析，现在的岭南

地区、东部沿海地区、西南及西北大部分地区都

曾经从中原大量移民，伴随这些移民而迁移的

中原文化也被直接引进到我国南方和西北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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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区。所以，沉淀黄河文化最厚重的中原文

化对南方与西北地区均影响广泛，它们的文化

之根是黄河文化。在我国的东北地区，历史上

主要从山东大量移民，而山东的齐鲁文化也是

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东北地区的

文化底蕴仍然是黄河文化。由此观之，黄河文

化的深度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现在的黄河流域，

而是辐射全国各个地域。

从空间地域的视角分析，黄河文化先后融

汇了黄河支流上多个民族的地方文化，并在持

续不断与更广地域的外界交流合作中，吸收借

鉴了很多外来文化的优点①，特别是融入了部分

东亚地区、中亚地区、中欧地区的文化元素，丰

富自身的内涵，弥补了本身的不足，持续增加了

自身的韧性与可持续性，逐渐聚集、融合、升华

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地域文化，是东亚文

化圈的主体文化。

从民族演绎历史的视角分析，黄河文化是

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积累创新形成的有巨大影响

力的民族文化。正是因为这样，刘庆柱明确提

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的原点、发源地，也是形

成地，黄河文化是“国家文化”，即“中华民族”的

“根文化”与“魂文化”［2］。

按照文化传承的历史脉络看，黄河文化确

实影响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演进的主脉。黄河

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萌发、成长、壮

大、成型和演变，融入了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新

要素，丰满了自己，更加铸就了独特的品质。

二、黄河文化的主要特征

黄河文化具有以下六大特征。

（一）根源性

从考古发现、文献记载、民间传说等多角度

分析，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也是

中华文明的主要诞生地，在黄河流域特殊环境

下孕育出来的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

主要根源。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最早

聚居生活与持续繁衍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创造

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灿烂的精神财富，积

淀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迈开了中华文明前

行的脚步，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雏形，并积淀

了黄河文化。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在长达

3000多年的时间里，黄河流域一直是我国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大多起

源于黄河流域，特别是现在的河南、陕西、山西

大中原地区。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源，她是木之根

本，水之渊薮。黄河文化的这种根源性，既具有

国家意义，因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

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也具有全球意义，

因为中华文明是全球四大文明之一，对全球文

明发展与进步贡献巨大。黄河文化中崇尚的

“家国情怀”历来是全球事业有成者为理想事业

献身的精神源泉。黄河文化中推崇的“天人合

一”“道出于天”等观念，是全球尊重自然、热爱

自然、推动可持续发展认识论思想的起点。

（二）灵魂性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孕育中华文

明的摇篮。产生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孕育出

了儒释道相结合、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支撑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直

接影响和决定着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取向、道

德标准和行为准则。黄河文化是维系中华文化

脉络传承的主干，是全民族心理认知的基本

坐标。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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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

要根基。”黄河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

《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

息，是中华民族自古便有的民族精神，这种不畏

艰险、勇往直前的精神一直深埋在我们民族的

灵魂之中，是维系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可持续发

展的内在基因。

在抗战时期，一曲代表广大中国人民心声

的《黄河大合唱》从延安窑洞响起，并迅速传遍

祖国大地，“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成为时代的

最强音，为夺取抗战胜利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

量。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

总书记一年之内四次调研指导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和高质量发展，重视程度空前，全国各地积极

响应、快速行动，掀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的热潮，再一次体现出黄河文化的灵魂

黄河文化的主要特征与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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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三）包容性

包容文化是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

互动交流中形成的一种动态的文化融合与创新

发展形态。“草木有情皆长养，乾坤无地不包

容”，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大自然包容性最为

经典的表述。黄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传统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中原文化与草原文化、东

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融合的枢纽区域，由

此形成了黄河文化的包容性。这种包容性不仅

孕育形成了多民族长期融合、和谐发展的中华

民族，也缔造了“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民族文

化认同和崇尚“大一统”体制的全社会主流意

识，彰显出中华民族“和为贵”“求大同”的独特

精神标识②。

正是黄河文化的包容性使中华传统文化在

内部形成丰富多彩、主流价值观明确的特质，在

外部则向世界开放，通过交流互鉴，不断接受外

来先进文化的滋养，从而使自身具有更强大的

生命力和可持续性，促进了中华文明延绵不断、

有序传承，形成了“君子和而不同”“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的开放理念③。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

指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

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

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才

形成我们的民族特色。”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开放包容的独特视

角，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理念，

得到越来越多国际组织和国家的高度认同，成

为中国文化包容性智慧的新经典。包容文化为

构建全球命运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④。

（四）忠诚性

忠诚，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血脉，是

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坐标。走进黄河流域数千

年的文明长河，在广大老百姓心目中“孝当竭力，

忠则尽命”始终是最广泛的道德认同标准⑤。在

我国历史上，从苏武“塞外牧羊”到岳飞“精忠报

国”，从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

襟”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

青”，所展示的都是黄河文化中崇尚忠诚性的内

核。忠诚，成就了无数伟人流芳百世的历史佳

话，也代表着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价值观。在

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国家与民族最需要的危

急时期，就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崇尚对国家

忠诚的品格，才孕育出无数无私奉献、为国尽忠

的英雄豪杰，保障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百折不

挠的传承与发展。

黄河文化的忠诚性，在家庭生活层面，则表

现为孝道文化，就是关爱父母长辈、尊老敬老的

一种文化传统。儒家思想创始者孔子写出一部

被誉为“使人高尚和圣洁”“传之百世而不衰”的

不朽名著《孝经》，千百年来被广大民众和官方

政府视作金科玉律，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

姓，无不对其推崇备至，产生了推动社会文明进

步的巨大力量，成为独特的中华孝道文化的基

石。在黄河流域，“百善孝为先”家喻户晓、人人

皆知，始终都是家庭教育与生活教育的起点，也

是中华传统文明中家风家教传承的核心内容⑥。这

种纯正的民风影响了无数代黄河儿女的德行，

也塑造出大量感人肺腑的经典故事。如河南省

清丰县，古称顿丘，因隋朝时境内出了一个大孝

子张清丰，影响非常大，唐朝大历年间，钦定更

名为清丰县，成为我国唯一以孝子之名命名的

县。时至今日，当地仍然崇尚孝道文化，弘扬为

家尽孝、为国尽忠的家国情怀，为纯洁社会风

气、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及社会健康发展蓄势赋

能。

孝忠相通，忠孝两全，孝始忠结，相辅相

成。孔子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

立身。”曾子说：“孝子善事君。”把对父母的孝心

转化为对国家的忠心，把对家庭的责任转化为

对国家的责任，这是儒家孝道文化的一个特

点。自古忠臣多出于孝子，尽孝与尽忠一脉相

承，孝与忠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和共同本质。

（五）原创性

从人类早期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是

早期历史文献记载的伏羲氏作网罟、神农氏制

耒耜、嫘祖始蚕丝，还是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现的大量石

镰、石刀、石斧、石锛等石质农具，每一项农耕文

化的创新成就都是黄河文化演绎过程中的文化

结晶。尤其是代表中国古代杰出科学成就的

“四大发明”，都是由黄河文化孕育创造的［3］，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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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着黄河文化的原创性，推动着人类文明发展

的进程。

从代表中华文化标志的文字创造和演进的

历史看，黄河流域是中国文字起源之地，中华文

脉肇兴于此、传承于此、灿烂于此。无论是黄

帝史官仓颉造字，还是安阳殷墟出土中国最早

的甲骨文，从李斯规范书写“小篆”，到许慎编写

出世界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再到活字印刷

术和宋体字的发明和使用，汉字文明的每一步

演变创新都发生在黄河流域，这也从另一种视

角揭示了黄河文化的原创性。

在民族精神追求层面，作为东方文明标志

的儒、释、道以及墨、法等诸子百家思想也都在

黄河流域发端、发展和完善。其中，儒家思想创

始人孔子，从其周游列国开始直至形成完整的

思想体系，其踪迹主要活跃于中原地区。佛教

中的禅宗、天台宗、净土宗、临济宗等祖庭均在

中原，登封“天地之中”建筑群乃是佛教文化的

杰出代表，少林寺至今仍然名扬中外，由此演绎

出的“中国功夫”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外最

简明扼要的标志之一。道家思想创始人老子，

在函谷关完成了充满辩证法思想的中华哲学宝

典《道德经》，至今仍然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宝

贵的财富之一。法家韩非子、李斯、商鞅提出了

影响深远的法家主张。墨家、杂家、名家等创始

人或集大成者的主要活动区域也在黄河中下游

地区，均表明了黄河文化的原创性。

黄河文化的这种原创性，不仅深刻影响着

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基因，更从内心

深处塑造了中华民族鲜明的集体人格，留下了

永恒的国学经典和浩如烟海的人文典籍，成为

我国传统文化的宝藏。

（六）可持续性

国际学术界把中国文明称为“黄河文明”，

它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

印度的印度河文明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全球

其他三大文明由于各种原因都无法保持连续存

在，而作为唯一不曾间断的文明，中华文明长期

延绵，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

至今仍然可持续发展⑦，其可持续性特质特别宝

贵。在我国 5000多年文明发展史中孕育而成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

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了中

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

特的精神标识，影响着我们整个民族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黄河文化是全球华人的精神家

园。

黄河文化是一种在全球有重要地位与影响

的国家文化，她所孕育的政治、经济、社会等一

系列重要文化内涵具有完备的系统性，构成了

一个独特的东方思想体系。作为东方文明标志

的儒释道融合思想，与黄河流域特别是黄河中

下游地区联系密切。在儒家思想中，贵和尚中，

追求“中庸”。所谓“中庸”，就是万事留余，就是

“和为贵”，就是适可而止，讲究从长计议，不追

求一时的利益最大化，不容易得罪人，无法形成

零和博弈的不利局面。正是这种价值观，使东

方文明具有稳定发展的内核，维系了中国传统

文明的可持续性。

佛教中的禅宗等祖庭均在中原，道家思想

的鼻祖老子是河南鹿邑人，在函谷关完成了著

名的《道德经》，被称为哲学宝典之一，为世界

所关注。对于儒释道之间的融合关系，习近平

总书记讲到：“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

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

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

佛教文化。”

三、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黄河文化寄托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

想，是中华民族不断攻坚克难的精神支撑，其时

代价值突出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沉淀和积

累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持续创造的大量优秀物

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世界观与方法

论的基本起点。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的进程中，无论走得多远，既需要“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也需要“心有所信，方能行远”。面

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更需要坚定

理想信念、矢志拼搏奋斗。因为文化自信是更

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程中统一思想、形成广泛共识的思想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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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而当这种自信根植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

文化之中时，在全社会凝聚磅礴的历史动力就

将自然天成。所以，保护、传承、弘扬与创新黄

河文化，就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也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凝聚民族伟力的力

量源泉。

（二）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价值引导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治理黄河，重在保护，

要在治理。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系

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要坚

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习近平总

书记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考虑得非常细致，我

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深度理解黄河

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理念，尊重自然、爱护自

然、保护自然、利用自然，以系统性思维，推动生

态环境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把“生态

优先”“重在保护”落到实处，让我们拥有越来越

多的“绿水青山”，共同创造基于绿色发展基础

的“金山银山”，确实为广大老百姓期望更好的

幸福生活提供生态环境支撑。

（三）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思想资源

高质量发展是党的十九大以后国家发展的

主旋律。黄河流域自然环境复杂，人文环境多

样，自古以来创造有大量针对各种特殊情况求

生存与谋发展的高招。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中治

山治水的秘诀，根据各地的实际需要，探索高质

量发展的具体路径，将为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

寻求真实可行的对策。也正是因为黄河流域上

中下游情况差异巨大，有特别强的代表性，所以

在黄河流域探索高质量发展方略对全国意义重

大。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沿黄河各

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宜水则水、宜山则山，宜粮

则粮、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积极探索

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第一次把

因地制宜的方法，全面融入黄河流域高质量发

展的策略之中，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有了非常

明确的着力点，将对全国高质量发展起到非常

好的示范探路作用。

（四）为弘扬传统文化启迪创新智慧

在黄河流域，从历史神话、民间艺术、建筑

工艺、礼仪风俗、戏曲歌舞，到大禹治水、愚公移

山、精忠报国，再到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等，

都充满人类文明的智慧之光，对人们认识自然、

适应自然、利用自然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国

内外一直受到追捧的少林武术、温县太极拳、洛

阳牡丹以及唐诗宋词，都充满着神奇的智慧与

迷人的诱惑力，对全球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光

大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而这些丰富多样

的传统文化品牌，都是由黄河文化孕育而来

的。所以，讲好黄河故事，弘扬黄河文化，搞清

楚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启迪更多智慧，

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永远都具有历久弥新的

价值。

（五）为区域协同发展探索多重路径

黄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弘扬与创新，第一

次从沿黄九省区跨区域联合协调推进的角度，

提出了一种全新的不同于以往单纯以工业化、

城镇化为支撑的区域发展模式。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作为国家重大战略，将依据

传统地域文化或生态保护主题进行跨区域协同

发展，展现出更宏大更协调更可持续的经济发

展战略布局和多元发展理念，为区域经济发展

与地域文化全面融合提供了新机遇，必将为新

时代“盛世兴文”创造新的文化经典。特别是黄

河文化博大精深，沿黄九省区地域差异巨大，发

挥各自优势与特色，保护、传承、弘扬与创新黄

河文化，将为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地域特色的

高质量发展之路、支撑我们迈向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新机遇、创造新亮点。

（六）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文化滋养

习近平总书记以青年时代的七年知青岁月

经历，对黄河、黄土地、黄河文化具有更加深入

的认知与亲身的感受，也正是在这种感同身受

的社会实践与理论思考中对“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的东方哲学理解至深，他站位于政治家的战

略高度，于 2012年首次提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

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新哲

学命题，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与拥护。

2017年 1月 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日内

瓦总部发表了影响巨大的题为《共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主旨演讲，得到与会的各国政要

的高度重视。从人类文明史发展与进步趋势分

析，唯有凝聚时代共识的思想，方有拨云破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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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透力；唯有洞察未来的远见卓识，方有指引历

史前行的感召力。习近平总书记融合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提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

构想，蕴含着传承数千年的中国智慧，指明了人

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显示出在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中卓越政治家和战略家高瞻远瞩的战

略思维，成为 21世纪引领中国时代潮流和人类

文明进步的鲜明旗帜，为人类文明创造新的辉

煌奠定了哲学层面的思想基础。

结 语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根源

性、灵魂性、包容性、忠诚性、原创性、可持续性

特质，这些特质共同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

质。全面认识和把握这些特征，有利于我们坚

定文化自信，保护生态环境，促进高质量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保护、传承、弘扬和创

新黄河文化方面要谋划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系统打造代表黄河文化六大特征的典型地标，

以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相结合的形式认真讲好

“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以具体行动激励全

社会坚定文化自信，以更好的包容性合作奏响

新时代黄河大合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谱写新时代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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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in Features and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Zhang Zhancang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is the sum of the material wealth and spiritual wealth created by the vast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during their long-term social practice activities to adapt to the local
natural geographic environment, recognize and utilize loc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is the only
birthplace of the four major civilizations in the world, which has been passed down to this day.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broad and profoun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oot, soul, tolerance, loyalty, originality, and
sustainability. Protecting, inheriting and promoting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can gather spiritual strength for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promot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spire innovative
wisdom, explore new regional development models, and provide cultural nourishment for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Key words: Yellow River culture; ecological protec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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