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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黄河文化对当前人类文明跃升的价值贡献

范玉刚

摘 要：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重要表征，体现了中华文

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重要特征与文化特质。黄河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坚守中华文

化立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创造属于时代的新文化，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

理论思想资源。黄河文化在我们的血脉与文脉传承中，成为我们在世界文化思潮相互激荡中所依托的重要力

量。黄河文化多元一体的“大一统”观念与和合的文化理念追求，对于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共同体和文化

共同体，并形成民族国家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时，黄河文化所孕育的包容性理念与和平价值追求，为新时代语

境下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对当前人类文明跃升有着重要的方向

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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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哺育着中华

民族，孕育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黄河文化

是中华文化的摇篮和重要组成部分，黄河文化

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与重要表征，体现了中

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

性等重要特征与文化特质，是今天坚定文化自

信、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实现“第二个结合”，创造属于时代的新文化，担

负起新的文化使命的重要理论思想资源。当

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在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展开。对于徘徊于历史十字路口的

人类文明跃升来讲，需要充分发掘和阐释各种

文明资源，为新的轴心时代的文明价值突破提

供思想和智慧启迪。在中华文化的众多资源的

发掘和阐释中，黄河文化是不可绕过的重要文

明资源，它以有容乃大的文明气魄和创新价值

追求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开创人类文明

新形态，提供了多维度的价值启示。黄河文化

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黄河文化就在我们的

血脉与文脉传承中，是时时生成的，并且时时激

荡着我们，成为我们在世界文化思潮相互激荡

中所依托的重要力量。对此，我们不能刻板地

理解它。“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

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

突，凝聚共识。”［1］6在历史的风云际会中，黄河文

化所孕育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观念与和合的

价值追求，对于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精神共同

体和文化共同体，以及形成民族国家都有着不

可尽述的重要价值。“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文

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德秩

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中以

他人为重。”［1］6可以说，对和合的价值追求是黄

河文化的基本品格。“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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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而不相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儒家箴言，

就诞生于黄河流域的齐鲁大地，成为中华民族

贡献于世界文明的一个明证。黄河文化所孕育

的包容性及和合价值理念，为新时代语境下创

造性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

强大的精神支撑，对当前人类文明跃升有着重

要的方向性启示。

一、当下历史文化语境阐释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时代是历史发展的广

阔舞台，立足新时代新方位和国际局势的云谲

波诡，时代提出了什么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

指出：“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何去

何从取决于各国人民的抉择。”［2］31 面对全球性

问题，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自应对，任何一个

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

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2］32 中国共产党旗帜

鲜明地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

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

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14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文明视野更新中，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

择，为全球治理迈向善治提供了中国方案。为

积极应对世界秩序变化，我们必须增强历史主

动精神，促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

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要充

分认识到“第二个结合”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益于人类文明进步

的必由之路。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

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新

时代不仅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更是一个价值判

断和政治判断。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进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

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

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

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3］45。

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人民在新的考验和挑战

中创造光明未来的时代，也是中国人民拼搏奋

斗创造美好生活的时代，它不仅需要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价值引领，更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经由提炼展示

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在世界舞台

上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种战略部署

表明，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种文明理念的传播，

是一种文明中国的世界形象建构，从而在世界

舞台上有效回应了“我是谁”，进而以文化价值

感召力和普遍性的文明理念为中国崛起赢得最

广泛的国际认可。为此，习近平主席不仅在多

个国际场合提出全球发展倡议（2021）、全球安

全倡议（2022）、全球文明倡议（2023），还以中国

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理念充分践行了这些倡议。可以

说，文明型崛起的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一

定是丰富多彩和有着多样化表情的，一定是彰

显中华文化的传统风韵和现代文明价值追求，

并以新质的文明理念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开

创，为人类文明跃升提供某种可能的方向性启示。

放眼全球，当下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云谲波诡的国际形势如全球气候变暖

问题、俄乌冲突、中东问题、北约东扩、欧盟一体

化进程陷入困境、全球化运动遭遇回头浪和所

谓的“美国价值优先”等，都表明人类文明已走

到历史的十字路口或正面临文明跃升方向选择

的时刻。世界发展大势是“文明的冲突”还是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文明的共荣共

在？其决断直接关乎人类的前途命运和民族国

家的存亡，直接影响人类文明向哪个方向发

展。历史是一面镜子，为人类文明跃升启示某

种规律；现实则是血和泪的教训，包容共在的命

运与共是人类文明的前途所在。极高明而道中

庸，大道运行必然垂青于能够领悟历史奥秘和

勇于担当使命的民族，并驱使人类文明的命运

向此聚焦。世界秩序正在发生“东升西降”的变

化趋势，已然表明了人类文明跃升需要什么样

的文明理念来指引，需要以什么样的文化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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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人类文明跃升的文化基础。就其现实表现

而言，中华文化面临着历史的决断。

一是文化地位的全球凸显与文化及其价值

观在全球化舞台上的竞争博弈加剧、各种文化

思潮相互激荡，各种文化力量正在竞争成为人

类文明跃升的文化基础。总体上看，人类文明

跃升到底是以局部利益和某个集团利益优先，

还是以人类整体性文化观为基础？这是一个亟

须回应的时代问题，即“时代之问”。中华文化

如何在世界文化竞争中赢得历史的主动，发展

出回答“时代之问”的能力和勇气，需要我们厚

植历史文化资源的根脉。

二是中华文明作为五千多年未曾中断的文

明形态，亘古常新，其命维新，在新的历史机缘

下正在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否能够发展出

担当使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实力，特别是能否

以其价值感召力赢得广泛的世界认同，这是不

可回避的“世界之问”，也是中国崛起为世界大

国的表征，因而必然强化对包括黄河文化在内

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

立足人类文明跃升的历史境遇，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

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希

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

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93。这表明有着天下情怀

的中国共产党，以其成功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

道 路 ，正 在 为 人 类 文 明 跃 升 启 示 可 能 的 方

向——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共产党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

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2］13在人类

文明视野的更迭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及其开

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有可能作为人类文明跃

升的典范与实践样本，促使中华文化在世界舞

台上由对世界进步的贡献者向着人类文明发展

趋势的引领者转变。因此，立足国内新发展格

局，深刻把握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以中国和平

崛起为方法，在充分践行初心和担当使命中领

会“国之大者”，勇于回应“时代之问”和“世界之

问”，这使得对各类文化资源的发掘和文明资源

的阐释成为当下不可绕过的课题，也使得黄河

文化及其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孕育和弘扬的价值

得以凸显。在有效回应“时代之问”和“世界之

问”中，黄河文化为我们领会和把握人类文明跃

升提供哪些价值启示？

二、黄河文化的价值阐释与现代转化

就其价值资源而言，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

明的一种代表性形态，具有重要的当代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

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

今的伟大文明。”［1］5历史地看，中华文明是一种

原生道路文明，而且是五千多年未曾中断，至今

仍在发挥重要影响力的一种亘古常新的文明形

态，黄河文化的生成、传播和弘扬，体现了中华

文明作为原生道路文明的典型特征。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根和

魂。一定意义上，正是黄河文化的绵延不绝和

广阔腹地的包容性培育了中华民族的韧性与品

格，成就了中华民族品格上的温柔敦厚和种族

繁衍的生生不息。“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

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

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1］6作为黄河文化所孕

育的黄河文明，鲜明地体现了这种价值诉求的

文明特征。“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

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

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

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1］6

可以说，在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黄河文化发

挥了极其重要作用，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积淀

了难以估量的精神财富。

笼统地说，黄河流域是一个广阔的地理空

间，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流经 9 省区的黄河横跨东部、中部和

西部三大地带，从黄河源头到入海口，沿线文化

资源总量巨大、类型多样、分布集中，是一条流

动的文化之河、文明之河。在中华上下五千多

年文明史中，黄河流域有三千多年一直是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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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黄河流域的古代

城市作为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心，形成了稳定的

国家政权结构。史念海指出：自远古时起，黄河

流域即为都城所在。三皇五帝的传说，就未远

离此域，夏商周三代更迭辗转迁徙于其间。由

秦汉以迄唐宋，咸阳、长安、洛阳、开封，迭为建

都之地。都城所在，人文荟萃，历久不衰①。这

一流域孕育了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大汶口文

化、龙山文化等灿若星河的古人类文明。在广

阔的地理文化空间，黄河文化以其多样性形态

呈现出中华文明的五彩斑斓与共生共在共荣的

文化价值取向——形成了作为中华文化核心的

和合文化的厚重基础。一部黄河文化史多维度

地体现了多样性文化形态与价值诉求的整体性

之间的交流融合，展示了中华民族“多元”成“一

体”的历史演进脉络。在中华民族融合与文化

交流过程中，黄河文化不断凝聚周边各少数民

族文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面相，造就了一

个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厚植了中华民族的家

国情怀，强化了各民族同根同宗的精神家园，是

一个内涵丰富的多元文化统一体。

就其文化形态而言，黄河文化是一个文化

带、一个文明交流融合的文化场，其本身繁衍生

息、文明演进已足够丰富多彩，更是将其流经地

区的各种文化样态连接起来，形成了多元一体

的黄河文化丛。九曲黄河，塑造了中华儿女隐

忍包容、百折不挠、愈挫愈奋的性格特质，形成

了儒道互补的中华文脉与独特的民族精神，养

成了安土重迁、敬天法祖、家国同构的思想意识

和行为范式，生成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

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核心思想理念，涵养

了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

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滋养了独特丰富的文

学艺术、科学技术、人文学术等厚重的中华人文

精神，磨砺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吃

苦耐劳的性格，创造了灿烂辉煌、磅礴有力、洋

溢着精气神的黄河文化，是今日中华民族坚定

文化自信的坚实根基之一②。立足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的世界秩序变化，精神独立自主是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议题。“中华文明的连续

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

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

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

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1］5从历史走来

的当代中国，在扎根传统汲取世界现代文明成

果中，依然坚持探索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可见，黄河文化是一个丰

富多样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共同体，孕育出

了具有文明通约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在此，我

们主要从文明理念和价值观视角来理解黄河文

化。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黄河是促成中华民

族大一统最重要的自然因素与现实基础。中国

是一个多民族交融共存的国家，一直以来多民

族在历史长河中不断交流，相互融合，从而形成

多元一体、和谐共存的“大一统”格局。这种“大

一统”的文化基因及其价值追求展现的是中华

民族强大的包容性，是和而不同、同中有异、多

样统一的文明价值理念。“和平、和睦、和谐是中

华文明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主张以道

德秩序构造一个群己合一的世界，在人己关系

中以他人为重。”［1］6这种多元统一的“大一统”的

价值观念不仅体现在政治方面，还广泛存在于

民众的文化认同上。在文明演进的历史逻辑

中，黄河文化正是吸收了不同地域的草原游牧

文化、农耕文化和宗教文化等，形成了多元统一

的文化体系，从而成就了自身的厚重和雍容高

贵，积累了丰厚的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

展的重要资源。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

时代，在世界舞台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伟大梦想，是中华民族“天下观”理念的一种现

代拓展，是“天下大同”思想在人类文明跃升语

境下的某种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华文

明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

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

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

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

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

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1］6

有学者指出，从广义上看，黄河文化是指黄

河流域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

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中华民族

在黄河流域生成的历史文明过程，也是中华民

族在黄河流域及其历史上的一切（生存、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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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文明活动成果③。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的

先民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生存状态

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有中国特色、时代特

征、民族性与地域性鲜明的具有多样性、持续

性、广泛性的大河流域文化，包括典章制度、礼

仪信仰、生产水平、生活方式、语言文字、风俗习

惯、审美情趣、精神面貌、价值取向等；从狭义上

讲，黄河文化是指黄河流域广大劳动人民及黄

河水利工作者所具有的精神诉求、价值取向、基

本理论以及行为方式的综合形态，主要包括精

神性的理念、价值观、制度价值等文化形态④。中国

历史表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渊源之一，是

中华文明历经劫难而不屈的一个缩影。黄河文

化在中华文明“多元”成“一体”的发展进程中，

始终占据主导性文化地位，其影响一直延续至

今，最终成为中华灿烂文明的根基与标识。一

定意义上，中华传统文化的元典内蕴和重要精

神内核均孕育萌生于黄河文化之中，或者说都

能在黄河文化中找到萌芽。譬如，天文历法、青

铜铸造、冶铁、陶瓷、中医等方面的重大突破，尤

其是代表中国古代杰出科学成就的“四大发

明”，就是黄河文化孕育创造的，迄今中华文化

仍具有强劲的创新意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

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

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1］5

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多元化的黄河文化

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走向和民族精神的建

构。为了回应大自然的刺激和挑战，黄河文化

所孕育的忧患意识和奋斗精神，始终激励着中

华民族在不屈不挠中砥砺前行。现实地看，黄

河文化内涵的丰富性促使其形成了开放性、包

容性与创新性的精神特征，不仅在中国古代文

明发展中占有主体地位，在当今时代依然发挥

着对人类文明跃升的启示性作用。通常，人们

把黄河文化视为中华文明的母体，是中华民族

生生不息的根和魂。立足人类文明跃升的现代

视野，从民族文化认同的价值感召力与保护文

化多样性的国际公约立场出发，可以充分洞察

黄河文化之于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及其如何

为中华文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助推力，更有着

对人类文明跃升的启示价值。

简言之，黄河文化的历史演变揭示了一种

契合人类文明价值的逻辑演进，不仅有助于中

华文明的发展跃升，而且提供了中华民族大一

统观念与和合文化基因，迄今仍是缔造中华民

族共同体的文化基础之一；同时还以其价值追

求弘扬了天下大同的文明理念，成为新时代语

境下孕育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理念的文化土

壤，对当前人类文明跃升有着某种方向性启

示。这是中华文化最深厚的精神底蕴和价值追

求，“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

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

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立足波

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

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1］6。

可见，黄河文化对人类文明的启示意义不仅是

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三、当前人类文明跃升需要以什么样的

文化观为基础

处身于新的轴心文明时代，奔腾不息的黄

河文化孕育的价值理念对当前人类文明跃升具

有诸多启示。

从国际形势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世界人民必然选择站在历史正确一

边，这促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日益深

入人心。同时，伴随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各种不

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明显增加。面对人类文明

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世界秩序的变化，经由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诉求整体性文明观是唯一

可能的人类文明跃升方向。这种文明观需要一

种整体性文化观作为基础，黄河文化所孕育的

“大一统”“和平性”“包容性”“创新性”价值诉

求，无疑对当前人类文明跃升有着重要启示，亟

须在世界舞台上大力弘扬。因此，需要把黄河

文化中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符号提炼

展示出来，并在现代文明视野中阐释黄河文明

的普遍性价值。

当前，我们应充分发掘和阐释黄河文化所

蕴含的人类文明的普遍价值。着力推动黄河文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断拓宽研究黄河文化

的世界眼光和现代文明视野，加强与世界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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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文明的交流互动与文明互鉴。不断发掘和

提炼黄河文明的标识性符号，通过建构有文明

通约性的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在世界舞台上

展示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实现中华文明在世

界舞台上的跨文化传播与文明交流，在文明互

鉴中更加深刻理解自身和其他文化的特质。在

夯实中国崛起的精神根基和建立自主知识体系

中，充分释放黄河文化所积聚的知识能量，把黄

河文明积淀与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促进黄

河文化资源转化为文明价值的感召力与吸引

力，不断提升中华文明全球影响力。黄河文化

作为中华文明发展的根与魂，有着普遍性文明

价值，如根源性、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共享

性、创新性等。一部黄河文化史也是黄河流域

内部各种文化形态的交流互鉴与精神力量的凝

聚史，旨在多民族交融中把人凝聚在部落和国

家组织体系中，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社会

结构雏形，再用文化的力量和精神的号召力推

动该流域的生产发展、社会进步、人的素质提

升，在文明积淀中不断开拓进取，提出各种民本

主张，培育中华文化的人文意识，形成勇于面向

自然和社会挑战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奋斗不

止、奉献不已的精神与和合文化思想。在笔者

看来，作为其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和合共生价

值——人类文明普遍性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应

该成为人类文明跃升的文化基础内核。这是把

握人类文明跃升方向可能的现实选择，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对这种文化观的最好实

践。因此，徘徊在人类文明的新的十字路口，亟

须在世界舞台上充分发掘和阐释全球性共识理

念——和合文化，即在世界秩序变动中人与人

要和善，人与天要和合，族与族要和睦，国与国

要和平，思想要求同存异，文化要和而不同。有

着世界情怀和人类使命担当的中国共产党真诚

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

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

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

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

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2］32在这

个意义上，黄河文化所孕育的价值资源是一个

思想富矿，特别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的思想与

天下情怀，对人类文明跃升的方向有着重要启

示。

人类文明到底该往哪个方向跃升？为着全

人类的福祉，多元、互联、共生应是人类社会的

一种基本存在方式，然而现实境遇却把人类社

会推到了文明的困境，亟须在转变和创新文明

观念中形成新的人类价值共识，黄河文化所蕴

含的多元一体的价值理念可以给予我们诸多启

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在践行这些文明理

念，其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舞台上

正在焕发出强大的价值感召力。因此，是诉求

人类整体性的文明观还是陷入片面性价值观的

泥淖，人类文明跃升面临着方向性选择。实践

表明，人类社会是一个整体，要生存只有共生。

人类要共生，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和而不

同，多元共生、共在、共存并非没有分歧和矛盾，

而是需要在冲突中寻求底线共识、利益共享、责

任共担，共生、共在、共存在地球家园中，以和合

文化为构建全球善治的协商机制的基础，推动

全球治理走向善治。徘徊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如果坚持片面性国家利益观，将本国的安全建

立在对别国威慑上，谋求世界霸权主义，那世界

就不会安宁。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原则中国家

主权平等原则是否得到尊重，和平解决国家争

端是否得到认同，互不侵犯是否得到遵守，这些

是最基本的要求与目标。追求多元化共生的整

体性价值观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大公约数，这

既是现实教训也是理性选择。联合国大厅悬挂

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条幅，时时警醒我们

人类社会是一个利益攸关的命运共同体。

今天，我们应更多地从世界文明视角洞察

黄河文化，不断强化其公共性维度，更多地强调

黄河文化对全球治理和人类文明跃升的价值，

使世界对黄河文化有更多的关注，推动黄河文

化从中国走向亚洲、走向世界，使黄河文明成为

世界文明的重要构成部分，以中华文明的典型

样态之一，在引导人类文明走出困境、选择文明

跃升的方向中发挥价值启示作用，作出日益崛

起的中华民族对世界进步的应有贡献。身处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语境下，黄河文化所孕育

的价值理念启示我们要树立一种大历史观、大

国家观，以黄河文化传承创新为方法，不断培育

民族的天下情怀与大历史逻辑。所谓“诗云子

试论黄河文化对当前人类文明跃升的价值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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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其中的“诗”即《诗经》是黄河文明的产物，

是作为中华文明核心的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

成部分，已深深植入中华民族的日常生活和精

神实践之中。其中的“子”是指诸子百家，特别

是老子和孔子，作为中华民族在“轴心文明时

期”觉醒的人类精神导师，先哲们提出的问题、

方法、范畴、学说、思想，至今都是重要的思想资

源。以之为方法，不断探索人类文明跃升的可

能路径，在推动中国崛起的社会性成长中把黄

河文化资源转化为思想资源，使新时代黄河故

事更加精彩纷呈，从而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独

特的声音、营造独特的意境。

今天，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离不开人才培

养和现代教育，不拘一格的多样化人才是国家

繁荣富强的重要支撑力量和现实基础。党的二

十大报告提出：“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

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

跃升……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

力显著增强。”［2］15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一定是教育先行和率先实现教育强国和文

化强国，尤其离不开人才支撑。当下，中国正处

于从人口红利迈向人才红利的新时代，正在成

为世界人力资源大国、人才强国。从文化生成

性来看，黄河文化有容乃大、润泽万物，形成多

样化表现形态，其核心价值观是和而不同。黄

河流域作为文化资源的沃土，孕育了百家争鸣

的文化发展格局，形成了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

培育了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明根脉，从而成

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同时，又在多元共

存共在相互竞争相互促进的格局中有主导，这

使得儒家大一统思想深入人心，被视为古代中

国社会道统思想的核心价值资源，从中提炼出

影响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仁义礼智信”的核

心价值观，这与诉诸多样性表现的健全人格、高

尚情操追求的价值选择具有同构性。新时代培

养社会主义新人，需要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事

业的多样化人才与多层次人才需求，而且要形

成人才体系，如同文化发展要诉求体系化，教育

强国、人才强国同样要强化体系化、系统性思

维，旨在培养有眼界有追求有情怀有担当的新人。

“第二个结合”巩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黄

河文化以其包容性的价值追求凝聚了中华文化

的主体性，是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沃土。

“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也是文

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中华文明的博大气象，就

得益于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开放的姿态、包容的

胸怀。”［1］11历史表明，“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

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

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9。这一主体性是中国共

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

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

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

来的；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建立起来

的。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就是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习近平总

书记曾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

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

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

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

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

鉴的鲜明文化特性。”［1］9

现实地看，黄河文化、黄河文明不是凭空产

生的，是黄河流域的人民在劳动实践和艺术想

象中创造出来的，是人民的智慧和思维的结

晶。黄河文化所孕育的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自强不息的创造精神、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万

众一心的团结精神以及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精

神，构成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价值内核。这

些精神内核所蕴含的文明理念，既有着民族的、

地域的特殊性，又彰显了人类文明的普遍性，是

推动今日人类文明跃升的思想资源。立足新时

代新方位，当下的中国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中

国”，在世界舞台上既要勇于参与世界文化互动

担当时代使命，更要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对世界

文化发展发挥某种引领作用。为此，我们要对

民族文化的源头如黄河文化保持一种敬畏，特

别是其中所蕴含的古老的天道思想与人道观

念，为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寻求战略

定力，在重新发掘中结合当代条件在文明互鉴

视域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之焕

发出人类文明的普遍性光芒，成为推动中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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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型崛起的重要文化力量之一。黄河文化不仅

是黄河流域的、中国的、亚洲的，更是世界的、全

人类的，它必将对今日人类文明跃升面临的方

向性选择提供某种价值启示。

放眼全球，黄河文化是大河文明的一种典

范形态，黄河文化所孕育的中华民族精神的价

值表达和价值诉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对人类文

明发展趋势的一种展望，也是对人类文明跃升

方向与路径的有益启示。基于黄河文化底蕴和

价值创造的黄河文明，将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的价值追求中，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尊重

差异、强化多元交融的文化观，也是一种富有现

代意识的文明观，是今日中国所倡导的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资源和文化力量

支撑。“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也

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2］32 从历史的角度来

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秩序的变化表明，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

在。摒弃霸权逻辑、坚持走文明型崛起之路的

中国，不仅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2021）、全球安

全倡议（2022）、全球文明倡议（2023），还以提供

众多全球公共产品充分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理念，在世界舞台上高扬了社会主义文明

的旗帜。随着“第二个结合”的深入推进，不仅

黄河文化等生成了现代性的文化形态，还在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使马克思主义以崭

新形象展现在世界上，使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

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

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

转变［3］93。

注释

①史念海：《黄河颂》，《寻根》2002 年第 4 期。②④李立

新：《深刻理解黄河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中国社会科

学报》2020 年 9 月 21 日。③崔学军：《汇聚黄河文化的

远流活水》，《人大建设》2020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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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黄河文化对当前人类文明跃升的价值贡献

On the Value Contribution of Yellow River Culture on the Leap of Current
Human Civilization

Fan Yugang

Abstract: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is the cradle and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ese culture.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is the profound foundation and important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reflecting the important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such as continuity， innovation， unity， inclusiveness， and peace.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i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ideological resources to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adhere to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culture，build modern Chinese civilization，deepening the promotion of the“second integration”，creating a
new culture belongs to the times， and undertaking new cultural missions.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is constantly
stirring us in our bloodline and cultural heritage，becoming an important force that we rely on in the mutual stirring of
world cultural trends. The concept of“great unity” and the pursuit of cultural harmony in the diversity and unity of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have an indescribable important value in maintaining the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spiritual community， cultural community， and forming a nation state. At the same time， the inclusive concept and
pursuit of peace values nurtured by the Yellow River culture provide strong spiritual support for creatively proposing
the concep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ra， and have
important directional implications for the current leap of human civilization.

Key words：Yellow River culture；the leap of human civilization；Chinese civilization；cultural views；civilization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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