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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深挖黄河文化价值
推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刘 涛

创新研究

厘清黄河文化脉络
抓住黄河文化的核心要义

从人类文明的演进史来看，史前人
类多靠河居住，河流为生活、生产提供
了前提，为交通运输提供了可能，成为
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可以说一部人类社
会发展史就是人与河流的关系史。仰
韶文化、龙山文化都发端于黄河流域，
并产生彩陶瓷器、丝绸技艺、农业生产、
天文历法等先进文明，早期的城池建
筑、政治制度、思想文艺等都集中于此，
儒家文化、道德伦理、价值规范等在此
积淀形成，可以说黄河滋养了最初的农
业，浇灌出中原文化、关中文化、齐鲁文
化等文明之花，是华夏文明的重要起源
地，是人类文明的聚集地，在万年历史
长河中留下弥足珍贵的物质财富和精
神财富，折射出中华文明的辉煌历程，
是文化发展的高地和高峰。保护传承
弘扬黄河文化，就是要继续传承弘扬这
些弥足珍贵的财富，就是要在文化的绽
放中培育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构筑中
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从黄河文化的内涵来看，其是中华
民族的根与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
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九曲黄河，从

“世界屋脊”奔流而下，开山破石，奔腾
不息，千年流转，哺育着中华民族，展
现出强大根源性、一体性和包容性，成
为中华文明的主干和主体。人类文明
在此繁衍生息，华夏文明在此诞生，人
类从部落走向城市，从野蛮走向礼治，
黄河是人类之源、国家之源和文明之
源，具有极强的根源性。由于文化的强
盛和辉煌，海洋文化、游牧文化、稻作水
田文化等不同文化在此汇聚、碰撞和融
合，共筑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黄河流
动发达的农耕文化不断向周边辐射，带
动多元文化的协同并进，构成了内涵充
实、层次丰富的中华文化，绽放出绚丽
多彩的光辉，展示出黄河文化居中容
纳、荟萃兼融的宽大胸怀和可贵品格，
黄河流域的文明核心地位不言而喻。

从黄河文化传承弘扬的使命来看，
要传承、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和精神文
化财富，传递历史文化底蕴，延续好历
史文脉，释放厚重的文化价值。也要面
向现实和未来，通过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让优秀文化通过新方
式、新模式和新技术进行表达，融入时
代内涵和价值，提供高品质的文化产品
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诉求，丰
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实现文化发展

成果的人民共享。同时，也能够在文化
的传承中激活社会大众的创造活力，培
育更多来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贴近
于人民的文化作品，营造全民参与的文
化建设氛围，促进黄河流域文化的繁荣
发展。

挖掘黄河文化的内在价值
凝聚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力量

在漫长的文明史中，人类与自然、
个体与社会、国家与地方间相互融合，
多元关系不断修正、调试和完善，塑造
起了多维度、多层次的黄河文化共同
体，其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文化
形态和文化标识，铸就推动人类社会
进步的精神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虽
然还有很多历史悠久的河流文明，但
是黄河文明则是唯一没有间断的文明
形态，在万年文化史和 5000年文明史
中形成的道德规范、思想观念、民族精
神等依旧影响着当代人。新时期，更
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内在精神，继
续传承这些光耀千古的力量，引领民族
前行的方向。

劳动人民在治理黄河、开发黄河水
利的实践中，形成自强不息、勤劳勇敢、
发愤图强的精神，并内化为他们的品
格，指导着他们的行为。劳动人民自觉
秉持和传承着这些精神，并在为国家、
民族的无私奉献中实现着人生的意义
和价值。在与自然的斗争中，劳动人民
更加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形成了“天人
合一”“贵和尚中”的伦理观念，注重维
护自然和生态的平衡，强调人与人、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以
和睦、和谐、和顺确保社会的稳定发展，
促进民族凝聚、价值整合，表现出黄河
文化重和谐统一的面向，更为重要的

是，黄河文化中蕴含的哲学伦理、生态
伦理和人文精神，都体现出较强的“民
本”理念，注重维系人民群众的生存安
全和价值实现，坚持促进人民群众的团
结和谐，持续推动社会的稳定发展，这
都为新时代的黄河生态保护和文化秩
序构造提供了指向。

塑造新时代下的民族精神，就需要
深入挖掘优秀的黄河文化和内在价值，
推动融入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融入黄
河流域生态文化保护的工作中，展现拼
搏奋进的精神面貌，塑造宏大文化气魄，
坚定民族文化自信，为文化繁荣和经济
发展提供强大精神支撑。要继续传承弘
扬优秀的民族精神，让华夏儿女深刻认
识民族的根与魂，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归
属感，构筑海内外华夏儿女的精神家园
和“心灵故乡”。要坚守贵和尚中、开放
包容的精神，促进优秀文化精神的能量
释放和价值传递，让优秀的传统文化走
出去，在世界舞台上促进文明的交流融
合，把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湖海，让命运与
共成为人类内心的精神认同。

构筑文化战略思维
展现黄河文化的时代魅力

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要有宏大气
魄。在黄河文化的传承弘扬中，要做到
高标准要求、高起点规划、高水平建设，
要立足前沿、把握趋势、瞄准未来，以发
展眼光对黄河文化要素进行整合提升
和优化升级，确保黄河文化的开发利用
能够经受住考验。要总体布局、统一规
划，对黄河流域文化资源和品牌进行统
筹，梳理文化主脉和品牌，带动周边文
化资源的联动开发建设。注重文化开
发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结合，建立有系
列、有品质、有体验的生态文化区域，构

筑起展示黄河文化之魂、文明之根、生
态之美、艺术之源的文化高地。

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要有宽广视
野。在黄河文化的传承弘扬中，要着眼
于整个黄河流域，突破地域、行政的限
制，避免对历史的割裂，避免文脉的分
离，主动寻求合作，在差异中寻求共性、
在历史中寻找脉络，实现整体建设、联
动发展，彰显地域特色、延续文明之
脉。依托区域间合作运营机制，促进文
化资源串点成线，文化景观串珠成链，
形成脉络清晰、形态完整、内容丰富的
生态文化产业带，这样既可以展现黄河
流域不同的文化风貌，又能够具备穿透
历史纵深的力量，从而建成古今一体、
纵横联结的传承格局，全面展现黄河深
厚历史文化底蕴。

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要有时代思
维。黄河文化既是历史的，又是现代
的，也是未来的，要继往开来、开拓创
新，借助现代科技、载体和平台，促进黄
河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引领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方向。
要以创新创意设计黄河文化产品，构筑
黄河文化景观带，塑造黄河文化地标性
建筑群。要以现代科技手段再现黄河
文化历史情境，体验黄河文明演进史，
开发表达黄河精神的游戏、动漫、演艺
等文化产品，鼓励优秀原创文学作品的
创作生产，讲好“黄河故事”。要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推动文化、生态、体育、健
康、旅游等产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培
育时尚产业、创意产业，打造黄河文化
精品旅游线路，建立黄河生态产业廊
道，促进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
优势，让黄河文化“活起来”“实起来”，
充分展现中华文明具有的独有魅力和
时代价值。（作者系郑州市社会科学院
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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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起点上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继续深挖黄
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展现黄河文化的
深厚底蕴，让历久弥新的黄河精神在
新时代绽放璀璨的光芒，是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的责任担当，
对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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