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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黄河流域在中国地图中呈现出“几”字形，被称为华夏文

明的母亲河 - - 黄河。黄河起源自青海巴颜喀拉山脉，流经青
海、甘肃、内蒙古、山西、河南等 9 个省、自治区，最后
由山东东营市注入渤海。黄河所流经的自然地势奇险、资源丰
富。黄河地区由西至东横跨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
和黄淮海平原等四个不同的地貌单元。四个不同的地貌单元，
个个有着非常多和极富想象力的震撼力传说。经过古人不断传
颂、不断创新后，一直流传至今。从战国中后期至汉初成书的

《山海经》中，有远古时期流传的民间传说的影子。荒诞不经
的奇书《山海经》，其实与黄河流域文明息息相关。

2　黄河流域文明
自古至今，黄河流域生产、生活不停歇。据考证，古时

黄河流域，气候暖和、湿润。山岭森林遍布高原，原始森林
里各种飞禽走兽，栖息于此。远古智人山中打猎、丘陵采集、
河湖捕捞、田野耕作。据考证，黄河流域在五六十万年前，就
有“蓝田猿人”生活在陕西蓝田公王岭一带；二三十万年前，
陕西大荔县段家乡解放村甜水沟附近住着“大荔人”；距今约
十万年前，山西省襄汾县住着“丁村人”。在山西阳高和河北
阳原交界，住着“许家窑人”；约四五万年前，内蒙古地区
伊克昭盟无定河附近，住着“河套人”。距今约七八千年，原
始母系氏族社会兴盛，黄河中游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及后面
的仰韶文化，都是以黄河流域的关中平原、晋西南盆底、豫西沿
河地带为中心，东到河南东部、山东、河北等地，南到汉水中上
游，西到渭水河上游、洮河流域，北到河套地区。

3 　《山海经》探源黄河流域文明
3 . 1《山海经》简述

《山海经》是部奇书，据相关考证，其成书于战国至汉初这段
时期。全书记载有40个方国、550座山、300条水道，100多个历
史人物及400余神怪异兽。集地理、方物、民族、民俗、巫术及
原始神话于一体。

《山海经》里面的记载看似子虚乌有，无稽之谈，但其记载的
内容包罗万象。既是一部记载“堂庭之山”、“杻阳之山”、“青丘
之山”、“箕尾之山”的地理志，同是一部“夸父逐日”、“精卫填
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等大量神话传说的神话学；又是
一部记载古人服佩、信仰与禁忌、祭祀等民俗、医药、巫术的民
俗学；还是一部记载“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
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为研究古代原始宗教的提
供材料的宗教学著作；更是一部记载有“黄帝战蚩尤”、“黄帝妻
嫘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能够找到历史痕迹的历
史学著作；也是一部记载古代科学思想，记录创造发明、科学实
践活动的科学史著作。

3.2《山海经》著作源头探析
探寻先秦至远古时期，人们的生产状况、生活习惯、劳作思

想及世界观，从《山海经》的文字记载里，追思和品味，并设身
处地在物质匮乏、技术低下的恶劣自然生态环境中，就不难发现，

《山海经》中，古代河流、山川地名与黄河关系密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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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河流域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世界文明发祥地之一，还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一直以来，作为炎黄子孙，对炎帝
和黄帝部落居住的黄河流域，充满了好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文明程度，主要是从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改善三方面来评价。
为还原黄河流域古人的生产生活原貌，以《山海经》为蓝本，根据远古时期的人类社会经济状况，特别是生态环境状况，挖掘华夏
文明内涵，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从生态经济视角出发，探析《山海经》与黄河流域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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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经》书籍里面，对远古时期地理风貌、山川河流走向、兽
鸟物种资源及各地区民俗风情的记载很丰富。《山海经》反映
的既有客观世界的人类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状况，又有远古时
期，人类敬畏大自然，对大自然的神话传说。

3.2.1 黄河流域山河名称是《山海经》记述基础
古人不但想象力丰富，而且思想境界高。所提出的学说，不

仅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也不受自然界物质条件的限制，甚至
打破了大自然规律的约束。影响深远的“天圆地方”学说，就是
古人采用系统阴阳变化规律来解释宇宙的。

3.2.2黄河流域自然规律运行是《山海经》物质基础
探索黄河流域源头，就会发现主要有南、北、西三个，

一个是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脉扎曲的北源；另一个是巴颜喀拉山
支脉卡日曲的南源；还一个就是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约古宗列曲
的南源。

黄河流域面积大，地势上有西部高东部低，流域内地势高差
悬殊非常大，高差的地势造就了黄河水势滔滔、汹涌澎湃的气势。
黄河流域水流气势磅礴，深山长谷、幽谷、密林、老林自然客体
也息息相关。

自然界中水流汹涌、山谷林立、山路崎岖等，自然客观条件，
在古人生产力低下，科技技术低下，对大自然无处不存在敬畏的
原始图腾崇拜思想下，深山藏猛兽，幽林隐俊鸟的神秘传说自然
而然地，成为《山海经》荒诞不经奇书的物质基础。河流域从古
至今，不但是华夏文明孕育衍生源头，还是兽、鸟、虫类物种栖
居地。

3.2.3黄河流域人们活动是《山海经》神话传说基础
《山海经》不仅记载部落战争，还有天文、历法、农业生产牛

耕等记载。《山海经·大荒北经》载，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
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黄帝部落与蚩尤部落间的战争，残酷的原
始部落战争故事里增添了神话色彩。因此，《山海经》志怪荒缪故
事很有可能来自黄河文明。

4　小结
远古时期，生产力低下，客观的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了生

产、生活所需的资源、能源。尽管，那时，社会经济发展动力不
足，但华夏大地黄河流域，炎黄部落生态足迹遍布，用朴素唯物
主义世界观，来清晰地记载山川、河流、奇珍异兽，这就是生态
经济发展趋势下的有限资源记录体系，也是将黄河流程生产、生
活心得、奇思妙想记载入《山海经》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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