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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中心城市培“根”铸“魂”让郑州文化“立”起来“活”起来

大型系列报道大型系列报道 之之 一一

“春风拂过母亲河，新
天新地奔腾欢歌，看黄河
就是看中国，幸福长流母
亲河……”

当钢琴声响起，歌声飘
荡在空中，滚滚黄河水奔涌
而下，那个瞬间，很多观众
一定还记得，那是在央视
2020年春晚郑州分会场，歌
曲《幸福长流母亲河》的情
景。而这首歌唱的，就是一
幅黄河岸边郑州人民的幸福
生活画卷。

“郑州地处天地之中、
中原腹地，也是黄河流域沿
线的重要城市之一，经过河
南人民‘决胜小康，脱贫攻
坚’，千年夙愿百年梦圆，新
时代新黄河汇聚着人民的
欢乐、成为幸福河。”由于对
河南、郑州非常熟悉，感情
深厚，词作家朱海很快就完
成歌曲创作，其中“看黄河
就是看中国，幸福长流母亲
河”成为整首作品的主题思

想。朱海认为，过去黄河在
很多人心中的形象是中华
民族的母亲河，提到过去的
黄河就会想到苦难、抗争
等，而第三篇章接续前两个
篇章进入了新时代，黄河有
了新的形象和使命，那就是
“改变黄河原有形象，创造
幸福美好的新黄河”。

“黄河文化有连续性、根
源性、正统性、包容性、统一
性、创新性的特点，保护、传
承、弘扬黄河文化，是中华民
族的培根铸魂工程。其中，
保护是基础，传承是关键，弘
扬是目的。”李立新认为，促
进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挖掘其时代价值，延
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
凝聚精神力量，让黄河成为
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黄河，依然沉默着又浩
荡奔涌；黄河故事和延续千
年不衰的黄河精神，郑州，必
将传承着、保护着、弘扬着。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
“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毛泽东同志的论述穿越时空，仍振聋发聩。
正因为文化的独特价值和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及“兴文化”时强调，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诗经·小雅·吉日》有云：“瞻彼中原，其祁孔有。”郑州，地处中原腹地，史谓“天地之中”，是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八大古都之一。“伸手一摸就是春

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就是对这片土地的生动描述。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实施，开启了郑州发展的“黄河时代”。紧紧抓住这一重大战略机遇，乘势而上、顺势而为，加快打造黄河历史文化主

地标城市，为国家中心城市培“根”铸“魂”，让郑州文化“立”起来“活”起来，需要我们有更坚定的文化自觉、更务实的有力行动。
从黄河文化带，到嵩山文化带，再到中心城区以商代王城遗址、二七纪念塔片区、二砂文化片区为代表的商代文化、革命文化、近代工业文化等，厘清不同文物留

存所代表的不同时期文化之间的历史逻辑关系，厘清不同文化演进与大山大河等地理位置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厘清中原文化与黄河文化、华夏文明之间的逻辑关
系，进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用好这三种文化资源，用好这些“兴文化”的宝库与富矿，更好
地为建设具有黄河流域生态和高质量发展鲜明特征的国家中心城市提供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即日起，本报推出“为国家中心城市培‘根’铸‘魂’让郑州文化‘立’
起来‘活’起来”——【“郑中心”的文化底色】系列报道。今天刊发第一期《串珠成链的黄河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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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盘桓千年不息 滋养郑州文化“根”“魂”

串珠成链的黄河文明
大河千年奔涌，文化千年流传——这是怎样的生生不息，造就人类唯一从未断绝的文化；这是怎样的

一脉相传，走出了遍布全球的黄河文化。
从广袤的太空遥望地球，蜿蜒的九曲黄河曾令宇航员震撼于这条“腾飞巨龙”的跌宕腾挪；把视角

拉得再近一些，航拍就能带人们欣赏从巴颜喀拉山脉一路奔涌而来的“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
龙门”，充满不屈的力量；而在中下游处的郑州大地上，黄河的稳健开阔，更有着“母亲”的胸怀与奉献。

就是这样一条滋养了炎黄子孙的母亲河。人们说，在这里，炎黄龙族渊薮，华夏混沌初开。人们
说，水生澜，不消英气；天行健，煜照金阳。来见民族之精魄，归映华夏之辉煌。

就在九曲黄河母亲的臂弯里，郑州，这座城市，更温润更茁壮——
郑报全媒体记者 石大东 孙新锋 左丽慧 李娜/文 马 健/图

人类总是逐水而居。
溯源人类文化，巴比伦文化诞

生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古
埃及文化要去尼罗河畔寻迹；古印
度文化就在印度河与恒河周边；而
炎黄文化，就发源于黄河之畔。

根据史料记载，早在石器时代，
这里就形成了中国最早的文明，如
蓝田文明、半坡文明出现在黄河支
流渭河；龙山文明出现在山东半岛
等。6000多年前，流域内已开始出
现农事活动。在4000多年前，形成
一些血缘氏族部落，其中以炎帝、黄
帝两大部族最强大。后来，黄帝取
得盟主地位，并融合其他部族，形成
“华夏族”。世界各地的炎黄子孙，
都把黄河流域认作中华民族的摇
篮，称黄河为“母亲河”，为“四渎之
宗”，视黄土地为自己的“根”。

这条生生不息的母亲河数千年
来滋养着这片和她同样肤色的土地，
位于“几”字形母亲河“臂弯处”的郑
州，也一样被其浇灌、被其抚养。

2019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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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郑州，在黄河文化中也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黄河文化是黄河流域先民创

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是中华文明的母体，是中华文化的
核心和主干，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是全球华人的精神原乡。”提到黄河
文化，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副所长、研究员、史学博士李立新
滔滔不绝。在他看来，郑州作为黄
河流域重要节点城市，与黄河文化
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从区位上
看，处于黄河中下游分界线上的郑
州正处于‘千里悬河’的起点，也是
黄河大冲积扇的顶点和轴心、华北
平原这个庞大的三角洲的最顶端。”
李立新表示，有人用“悬河头、华北
轴、百川口、万古流”来形容黄河郑
州段的特点。所以从区位上看，郑
州在黄河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

已故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曾
提出，“中华文化的主体是黄河文
化,黄河文化的中心是中原文化,中
原文化的核心是河洛文化”；李立新
也认为，郑州正处于河洛文化的腹
心地带，数千年来，生成、积累了厚
重灿烂的历史文化。可以说，黄河
郑州段是历史渊源最悠久、文化积
淀最深厚、精神涵养最丰富的地区，

在黄河文化中居于首要地位。
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

授，郑州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
任汪振军对郑州在黄河文化中的
重要作用也十分肯定：“郑州地处
黄河中下游交汇处，在整个黄河流
域城市中承上启下、承东启西，地
理位置十分重要。”

汪振军提出，从历史上看，郑
州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是中国八大古都之
一、国家重点支持的六个大遗址片
区之一，历史上，夏、商、管、郑、韩
建都于此，隋、唐、五代、宋、金、元、
明、清在此设州。“郑州的文化不仅
是郑州人的文化、河南人的文化，还
是黄河的文化、中华的文化。因此，
郑州在整个黄河流域城市中，在整
个黄河文化中，不论是地理方位、文
化积淀，还是治理作用、发展作用，
无疑处在最关键、最核心、最重要的
位置。”汪振军表示，“可以说，是黄
河文化养育了郑州文化，是黄河赋
予郑州得天独厚的位置，没有黄河
文化就没有郑州文化。同样，今天
黄河流域的文化发展也离不开郑州
文化，没有郑州，黄河文化就失去
了核心、支点、重心、龙头！”

上下五千年，人们趣谈，
在黄河沿畔，伸手一摸就是
春秋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
砖汉瓦。

文化要传承，才有力量。
要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

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都活起来。黄河滋生了丰
厚的黄河文化和独特的国家
文明，凝结着中华文明的力
量和智慧。

“具体来说，做好黄河
文化研究，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需要，还是保护传承
黄河文化的需要，也是打造
全球华人精神家园的需
要。”李立新表示，黄河文化
是中华文明的典型代表，做
好黄河文化研究，是河南、
郑州的使命担当。“黄河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保
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是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
可喜的是，郑州市政府

印发的《郑州市加强文物保
护利用改革实施方案》提出，
我市将立足在中华文明中的
突出价值和黄河流域核心
示范区的重要地位，以“华
夏文明之源、黄河文化之
魂”为主题，以“一带三核”
为抓手，深入挖掘黄河文化
蕴含的时代价值，全力建设
国家黄河历史文化主地标
城市。

“郑州打造黄河文化主
地标城市优势明显，具有理
想的位置优势、交通优势、资
源优势和发展优势。”汪振军
表示，郑州地处黄河中下游
交汇处，拥有东西南北的铁
路枢纽，发展势头良好，“郑
州在公共文化、非物质文化、
文化产业已经取得突出的成
绩，不仅在河南高居首位，在
全国也具有一定影响。”

黄河文化 生生不息

创新发展 正逢其时

千年夙愿 百年梦圆

黄河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