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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新的历史机遇

马安宁�� 李景岩�

1.� 运城市晋禹黄河工程维修养护有限公司，山西� 044000�

2.� 山西黄河河务局临猗黄河河务局，山西� 044000

摘� 要：����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我们要对黄河现有重要文

化遗产进行系统的保护，要不断深入挖掘黄河文化中所蕴含的时代价值，做好“黄河故事”的宣传，不断延续黄河历

史文明，始终坚定我国的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好坚实的基础。对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体现了党中央对于黄河流域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高度重视，并且也为我国在新时代下，继续坚持黄河文化、

保护黄河文化、弘扬黄河文化并实现黄河文化的源远流长指明了方向。本文则就保护、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的时代价

值以及建设途径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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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和魂。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从一定意义上

说，也是人类与自然和人类与黄河的关系史。中国早期，会根据各个流域的环境条件塑造出具有地域流域的特色文

明，各个流域之间的往来、交流、互动，黄河流域因可以适应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适宜气候和疏松土壤，因此不断在吸

收其他流域的文化，从而滋养本身并能够快速成长，逐渐从一个局部的流域文明发展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我们经常提

到的炎黄文化，就是指不同流域文明融合、渗透的历史过程的理念。因此，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将对中华民

族文化复兴激发出璀璨的生机和活力，不断推动我国的文明发展。

二、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的必要性

当前，大力弘扬黄河文化，对于加快黄河治理开发，维护黄河健康生命，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探索治黄事业的意义，我们可以从黄河文化对我们的影响谈起，首先需要明确，黄河文化对中华儿女是十分重要的。

（一）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根

黄河文明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主根，流传至今的物质文化遗产，从最初都是从黄河流域产生的。像����年前形成

的稻、麦、豆、黍、粟等为代表的五谷农业体系，以及后来形成的猪、狗、牛、羊、鸡、马等为代表的六畜体系；

����年前出现了器物制造技术，以高温陶窑为主要代表；除此之外，还有制度化的行形成也是在黄河流域，因为生活

条件的改善不断形成了人类文明，形成了天下观、国家观、礼制、嫡长子继承制、中央对周围的经略、昭穆制度等

等，这些制度伴随着朝代更替也在不断完善和成熟，到了秦国统一六国，大一统时代到来，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

全国建驰道、施行郡县制，中国真正实现了经济、政治、文化统一。

黄河文化养育了中华文明，同样也影响着我们，让我们对治理黄河有更加坚定的信心，并且有法可依，有道可循。

（二）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主脉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甘甜的乳汁，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但是黄河

作为大自然赐予的力量，需要我们合理治理运用才能实现价值。黄河自古以来一共经历过五次大改道，北流的古道流

经延津、浚县、滑县、内黄、清丰、南岳等，南流古道流经东南两个方向。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在黄河中游地区

所建立的国都最多，可以说黄河就是中华民族的向心力所在，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魂与根。

因此，我们中华儿女也保留着黄河带给我们的魄力与信念，让我们对治黄事业有足够的信心，并且全身心地投入

治黄事业中，不断找寻新的方法攻克难关。

三、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一）黄河文化和中华文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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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延绵至今已经经历了无数次时代的变更，也不断进行着文化的积累和沉淀。黄河是我们的母

亲河，最开始有了黄河，才有了中华，才有了人类文明的诞生，可以说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具有非常重要的历

史意义和文化价值。黄河文化是我国的母亲河文化，中华文明从诞生之日开始，一直到唐宋时期，黄河流域都是我国

古代民族文化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技、军事的中心和重心。并且，黄河流域是“万邦”文明和新石器文明的

发源地，从我国“文明的诞生”到“文化基因和性格的养成”，再到中华民族真正形成并且成熟，黄河都是一路以来

的见证者。

在国际学术界，黄河文明与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印度的印度河文明，共同称为世界四大文

明。由此可见，河水是生命之源，同时也是人类历史文明的源泉，因此黄河被足够重视，黄河文化流传至今。在朝代

更替，历史变更的过程中，整个黄河流域尤其是中游地区，都是中华民族的向心所在，既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也是中华民族的“重心”。

（二）传承和弘扬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逐渐认识到开发利用黄河、治理黄

河、保护黄河的重要性，并且采取一系列措施、颁布相关政策，推进治理黄河、保护黄河进程。黄河在新时代被给予足

够的重视、足够的政策支持，有很大的开发和利用前景，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价值，并且黄河承载的文化是无价的。

���黄河承载的是自古以来爱国人士的爱国精神。

���黄河文化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黄河文化承载着我国以人为本的治国之道。

���黄河彰显了生态文明思想的意义。

四、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实现路径

（一）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品牌

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我们肩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讲好黄河故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

化品牌，是在全球化背景的潮流下以黄河文化的思想和智慧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需要。关注大古都的发

展，了解并着手各城市遗址和古都的历史定位，不断进行黄河文化品牌的塑造；善于在黄河流经之地发现品牌文化的

特征，借由当地的文化物产连接黄河文化，进行文化输出，例如，在山西当地，挖掘“神话、历史、民歌等非物质文

化”品牌价值，非遗特色小镇活化性保护传承、建设黄河古都黄金旅游带等多个角度寻求可行的路径。

（二）实现黄河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随着国际路线规划的合理应用，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中国内地，欣赏黄河“母亲河”在大自然描绘下鬼斧神工的

景色。建造黄河文化旅游带，带动黄河流域城市的经济发展，以运城盐城的古代华夏文化为支撑，打造黄河古都黄河

旅游带，规划建设一批黄河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小镇，与全域旅游结合，实现特色小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旅

游业的有机融合发展。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愿意见识中国、了解中国，体验东方文明魅力。

（三）建造新时代的黄河文化地标

黄河文化地标的存在，可以更大程度上的弘扬黄河文化，延续历史文脉，也是能够讲好“黄河故事”的重要形

式，是坚定黄河文化自信的需要。流域内自然形成的黄河标识、黄河水利工程的建造、重要的文化历史遗迹、黄河古

渡口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黄河文化地标，将黄河文化的意义更深层次的表达，处理好各级地标与主地标之间的关

联，使其构成一个完整的地标体系。在地理上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文旅融合，活络这地标上的每一座城市；利用

网络技术，加强沟通和交流，彼此之间加强联系，升级地标格局，扩大影响力，在网络上成为闪亮着的明星，与网络

相结合，彼此相得益彰，提高国际知名度、影响力，将黄河文化推向世界，增强民族自信心。

（四）强化黄河文化保护传承的项目支撑

着力推进黄河流域标志性工程建设。推进一批在黄河流域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引领性工程，建设黄河国家博物

馆、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组建黄河文化研究中心、修堤建坝，从区域向流域发展。推动地标城市的建设，将城

市的特征性思想作为城市的标志，践行愚公移山精神、焦裕禄精神，不断彰显黄河文化的优秀品格。加强与数字网络

的合作推广，弘扬时代精神，彰显文化内涵，从文化符号向日常生活发展。建设黄河文化景点，塑造历史上伟大治黄

人物雕像，发扬治黄不懈努力的精神，例如大禹治水，治理黄河三过家门而不入；林则徐在道光十一年被任命为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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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总督，主张用石料修河堤。

（五）讲好黄河故事

习近平主席说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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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

护，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脉，坚

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治黄方面取得了历史性的成

就，第一次提出调水调沙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后首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黄河得到

了大规模建设，初步形成了“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防洪工程体系，依靠这一工程体系和防洪非工程措施，加上沿

河军民与黄河职工的严密防守，创造了黄河伏秋大汛岁岁安澜的历史奇迹，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险

恶局面得到彻底扭转；在治黄方面全国人民一心同体，防洪救灾筹款捐物从来奔赴在一线。一代代治黄人艰苦奋斗，

无私奉献，激励新一代学习新时代水利精神和黄河精神，并发扬光大。

加强对黄河历史文化以及治黄成就的宣传，例如，山西省地处黄河中游，是黄河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为达到

这一目标，策划组织黄河文化体验季等系列活动，举办大型黄河文化谈论论坛、黄河沿岸省份的非遗展览、新世纪黄

河大合唱、黄河流域治理成就的宣讲等其他民歌民俗艺术节目，对黄河文化的内涵丰富和治黄工作的突出成就进行高

度赞扬，达到讲好黄河故事的目的。

（六）建设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基地

加强黄河特色文化基地建设，不断创新普法宣传教育载体和形式，充分发挥各种宣传平台作用，利用电视、广

播、报刊、互联网、手机客服端等平台大力宣传保护传承黄河文化的重要意义，积极营造保护传承黄河文化的浓厚氛

围。加强组织领导和精心谋划，依托山西黄河书院、前居书院、文说书院、莫农书院等打造“黄河文化学堂”，以及

老子、庄子、韩非子、列子、韩愈、杜甫、白居易、二程等一批与黄河有关的历史名人学堂，将沿黄地区打造成世界

知名的传统文化研学区。同时，围绕讲好黄河故事推出一批读本，培养一批宣传人才。通过建立黄河文化学堂、举办

黄河文化讲座等多种方式，让黄河文化“活”起来，不断扩大黄河文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五、结语

黄河文明是我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发源，是中华民族之魂，弘扬和传承黄河文化必将是

永恒的话题。本文主要以探索黄河文明的重要性，以及中华文化与黄河文明的关系为出发点，引出黄河文明的时代价

值和价值体现途径。通过这种途径落实黄河文化的影响力，推进黄河历史文化系统保护并不断挖掘其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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