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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黄河文化是中国文明历史主根主脉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与魂。在漫长
的中国历史中，从史前发展到各个王朝的更
迭，绝大部分都是以黄河流域为舞台，我们的
农业起源、政治制度、思想信仰也都是在黄河
流域形成的。

黄河文化是中国文明历史主根主脉有理
有据。在距今一万年左右，黄河流域就已经
出现了粟和黍的栽培，是世界范围内最早
的。农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推动了手工
业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分化。随后
阶级出现，王朝、国家诞生。

在精神层面方面，在 6000多年前位于黄
河中游地区的濮阳西水坡遗址，就已经出现
了用蚌壳堆积的龙的形象，并逐渐发展为中
华民族的精神图腾。距今 5300年前后的巩
义双槐树遗址，最高等级的建筑在最内的环
壕内，突破了以广场为中心的格局，出现了中
轴线、左右对称的雏形，这种理念一直延续至
明清时期的紫禁城。

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大国文明相比具备
三大特征，连绵不断、兼收并蓄、多元一体。
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虽历尽艰辛磨难，但
政治发展脉络清晰可循，文明传统历久弥新，
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
自夏、商、周以下至清朝，政治实体衔接有序，
均未因外力打击而中断，后一个朝代都自称
是前一个朝代的继承者。即使在十六国时
期、南北朝时期以及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割据
政权仍多是沿用此前出现的朝代名称，可见
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意识根深蒂固。

在兼容并蓄方面，中华文明吸收了很多
外来文明，譬如我们的祖先在距今 5000年左
右时已经掌握了用千度以上高温烧制陶器的
技术，当冶金术从西亚传入黄河中游地区，人
们开始用陶范制作青铜器，诞生了世界上首
屈一指的青铜文明，这是一个吸收再创新的
过程，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

距今 6000 年左右，长江中下游、黄河流
域、辽河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开始提速，出现社
会分化、人口增加，形成中心性的遗址，社会
内部出现了不同的阶层。距今 5000年前后，
尤其到 4500年前后，各个区域文明开始逐渐
汇聚成一体，特别是一些共性的因素在 5500
年到 5000 年起点开始出现，譬如对龙的崇
拜、以玉为贵的理念。这就说明，这些区域文
明之间存在既独立发展又相互联系的关系，
形成了早期中华文化圈。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克里斯
多夫-埃凡斯教授：

考古小聚落为文明研究提供
不同视角

世界上各个地区的古文明很多孕育在大
河流域，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河流域都孕育
了文明。我希望通过对于一些小的居住在沿
河流域的族群的研究，为文明研究提供不同
的视角。

世界各个地方的考古学文化，很多早期
文明都孕育在沿着河流、河岸周边，譬如黄河
流域文明，其发生是伴随着农业的产生与发
展，也就是农业发展对于定居、人口的增长这
些促进文明条件提供了一个基石。

我认为，对早期文明的研究要兼顾发掘
和保护：一方面，要做好发掘，以揭示和研究
历史文化背景；另一方面，在挖掘这些遗址的
同时注意保护。气候多变是当今时代面临的
一个很大的危机，譬如季节性洪水或者是极
端天气，给考古学带来很多挑战，不过这同时
也促使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去认识和理解古
代沿河流域的文明。

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
研究员瓦桑特·辛德：
古代河流为文明孕育提供坚实基础

在早期文明中，譬如印度河流域、美索不
达米亚平原地区、古埃及文明，都孕育在沿河

流域。印度的古文明相对较早，各地区都萌

生了不同大小的沿河遗址。这充分证明，古

代河流对于文明孕育提供了坚实基础，包括

丰富的水资源、自然资源对文明起源与延续

都有着重要意义。

在进行考古遗址的发掘和保护时，要

关注古代和现代互动。过去十年，印度考
古学有着显著发展，一些重要遗址的发现
对于理解印度河流域文明有着非常重要的
作用。这其中，既需要考古学家的深入发
掘，同时也离不开对各遗址的记录以及保
护，这些工作都需要政府以及相关机构的
大力支持。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系
教授、奥地利科学院院士赫尔塔·
纳格尔-多斯卡尔：
东西方文化交流重在求同存异

与会嘉宾围绕东西方哲学理论进行深入
交流和探讨，这是思想和智慧的碰撞。交流并
不仅仅致力于发现差异，而是要寻求共同，寻

找我们对于整个现代世界的共同关切。我们
今天讨论的问题，与眼前的现实问题有很大关
联性。

通常人们会用“脸谱化”来理解东西方，
但实际上东西方思想会有一些区别，例如，西
方很多想法也是基于它的传统，特别是对于
法兰克福学派和东西方哲学来说，双方都有
一些重要的共同点。法兰克福学派本来是来
自于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比如说物质主义、
经济和个人主义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员付永旭：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从世界范围来看，无论是四大文明古国
还是五大文明起源地，都位于北半球中部地
带。黄河文化诞生于此，也在漫长岁月中形
成了独特而灿烂的中华文化，可以说，黄河文
化是中华文化的核心。

一方面，黄河文化的孕育有着先天的地
理优势；另一方面，黄河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
性。例如在一万年前，黄河流域的先民在狩
猎采集阶段借鉴吸收了北方来的新石器文
化；到了距今 8000年前后，北边辽河流域的
粟作农业和南边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也被黄
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所吸收引进，也正因为如
此，本地人口获得了丰富的食物来源，也促使
当地进一步发展形成后期灿烂的彩陶文化。
历史上，黄河流域文化也曾经一度有过低潮
期，而当时周围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反而非常

发达。但是，黄河流域的先民凭借坚韧不拔、
勤劳朴素的精神，努力发展生产，集聚人口，
当历史进程到陶寺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时期，
黄河文明进入到更加发达的王朝时期，诞生
了早期的青铜文明时期，兼容并蓄至今，黄河
文化也终成中华文化的核心。

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
高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中江：
中华文化延续发展离不开包容创新

文明的包容性是文明海纳百川的一个体
现，也是文明汲取丰富营养而不断壮大的根

本所在。具体来说，黄河文明的特点有不同

的表现形式，比如古老性、悠久性、连续性，以

及包容性和创新性等。中国文化从远古时期

到近代，其实是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从早

期三代文明的不同区域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

期百家子学的兴起，奠定了中国文化在以后
几千年发展的源头活水。

百家子学比如说儒家、道家、法家、墨家
等，现在成为世界汉学研究的对象，创造性和
包容性都非常强。此后，无论是东周、魏晋、
汉唐、明清各个时期，外来文化被不断地吸收
到中国文化自身的体系里面，从而产生了丰
富多彩的文化形态。

创新是人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一种表现
形式，也是一种动力。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域
的发展，其实都是通过创新建立起来的。中
华文明的丰富和深刻，是在不断创新中形成
的。包容可以说也是创新的一种方式，包容
才可以开放，才可以不断地创新。

深圳大学国学院、哲学系
教授景海峰：
中华文明更能体现人本色彩

良好的国际关系离不开各文明之间的相
互理解，对各自文明特点、贡献等的阐发是相
互理解的基础。全球化时代，文明之间的交
流互鉴是大势所趋，文明对话是文化创新的
基础，不同文明、各种文化背景的学者汇聚到
一起相互交流彼此理解，可以为文明的交融
提供有益的借鉴。

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华文明更能体现人本
色彩，其经典也都是以人为本、以人的活动为
中心的典籍，所透显出的精神和表达的思想，
是先民几千年来实践创造的结晶和不断延续
的产物。而这些经典对文明的成型和塑造，以
及几千年的延续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
用。譬如儒家经典，它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
和我们的日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思想
透过典籍的传播和不断地推演，构成民族生生
不息的精神价值，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刘海旺：
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早期基本特征

黄河具有独特的地理气候环境，黄河从
上游、中游到下游，应该说都是文明起源之
地，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有厚厚的黄土高
原，还有广袤的大平原，为中华文明起源提供
了很好的地理基础和自然环境。从早期文明
来说，从仰韶文化到大汶口文化，还有龙山文
化，这个时期是中华文明关键的起源时期。
夏商周阶段的都城都在黄河两岸，也就是说
在黄河的中下游地区。夏商周奠定了中华文
明的主根主脉，包括汉唐宋，黄河一直滋润着
我们的文明，也造就了中华文明的特征。

人类文明的起源依托地理环境，从世界
范围来看，尼罗河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当然
也包括我们的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都是如

此。从地理环境来说，黄河流域面积更大，而
且它的地理环境更复杂，它的中游因为有广
袤的非常易耕的黄土高原，下游还有世界上
最大的河流冲击的黄土平原，非常适合农业
耕作。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早期的最基本特
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它的易耕，在古
代生产力的情况下可以开垦大量农田，从历
史记载来看，至少到汉代 80%的人口都居住
在黄河中下游地区。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
杨文胜：

中国文化因礼而生、因礼而兴

中国历来被誉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
《礼记》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中国

礼制文化根植于中华农耕民族的血脉中，而

中国文化，就是诞生在这一庞大中华文明之

上的一个灿烂的礼制文化。数千年来，中国

礼制文化兼蓄并融引领着华夏文明的发展，

生生不息。

大河文明，人因水而生、因水而兴。中国

古代文化的核心是“礼”，中国文化最大的特

点就是礼制文化，因礼而生、因礼而兴。以“礼
乐”为例，古语称“礼主异、乐求和”，差异化、等
级化——这便是“礼乐”的核心内容。可以说，
中国礼制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秩序体系，由原始
社会的生产、生活习俗发展而来的“礼”，是一
种行为规范式的道德框架，维护了框架下的
社会秩序，约束规范了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
起到维系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作用。

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党委书记简小文：

一起携手保护母亲河

黄河流域保护对于九省（区）人民非常重
要，特别是我们内蒙古，是整个黄河“几”字弯
的重要组成部分。九省（区）人民一起携手共
同保护母亲河，对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
高质量发展来讲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黄河
流域九省（区）人民的共同需要。

这几年，内蒙古在黄河周边地区全力治
沙、护沙、固沙，取得显著成效，整个生态有了
较好改观。相关部门还对黄河水质进行全面
治理。因为黄河灌区的水进入河套平原之
后，有大量灌溉排水流入乌梁素海，这不仅对
水资源是一个浪费，而且会导致土地盐碱
化。近些年来，内蒙古全力进行水质治理，现
在乌梁素海的水质非常好，已变成黄河沿线
一个重要的旅游点。 我们还对黄河支流实
施了治沙工程，防止泥沙进入黄河主道，对大
量支流进行大力治理，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长江商学院主任、研究学者
王建宝：
建立具有深刻根源意识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一切自信的根本基础，一定
要以文明对话的行动来消解文明冲突问题，
来共建文明共同体，实现天下大同。我们应
该树立具有深刻根源意识的文化自信。

文化认同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巨大的挑
战。无论是北欧模式还是东亚崛起，无论是
联通东西的天下回商还是延续古今的犹太商
人群体，他们背后都有自己深刻的文化认同。
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根源意识？儒商文化为

“文化中国”乃至东亚儒家经济圈的商业伦理
找到源头活水，使得我们企业家能够避免这种
超越性的焦虑。一个企业家要从富裕的人生
提升到丰富的人生，最后升华到觉悟的人
生。那么，整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更加美
好，为共同富裕也能够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相聚黄河之滨共话大河文明
郑报全媒体记者 成燕 王红 张竞昳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
记者 苏瑜 秦华）作 为
2023 世界大河文明论坛
（中国·郑州）的重要成果
之一，9月 17日下午，《世
界大河文明论坛·郑州宣
言》在郑州正式发布。

作为首次就世 界 大
河流域文明起源发展等
进行研讨交流的国际论
坛，2023 世界大河文明
论坛（中国·郑州）吸引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 300 多
名专家学者，他们相聚在
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
展的核心区域郑州，共同
探讨世界大河文明与人
类的未来。17日，与会专
家围绕论坛主题“文明交
流互鉴·发展共创未来”
进行深入而广泛的探讨，
同时四个分论坛的讨论
与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
最终达成共识，形成《郑
州宣言》。

黄河-长江流域、印
度河流域、两河流域、尼
罗河流域分别孕育了中
华文明、古印度文明、古
巴 比 伦 文 明、古 埃 及 文
明。每一种文明在其发
展过程中都留下了独一
无二的历史和文化，形成
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
百花园。各文明之间的
交流互鉴促进了人类文
明的共同发展。在考古
学研究国际化的大趋势
下，如何看待各个大河文
明？如何对其他文明进
行充分的了解，并通过比
较 ，更 清 楚 地 了 解 本 文
明？如何才能更好地保
护、传承、弘扬好大河文
明？《郑州宣言》以国际
化视野从九大方面作出
回答。

《郑州宣言》宣告：大
河孕育了世界主要文明，
是人类文明的具象化；大
河流域承载着古文明的基
因。《郑州宣言》倡议：尊重
各大河流域的文明特性，
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采
取有力措施，保护好大河
流域的文化遗产；加强对
包括大河文明在内的世界
文明的研究；加强对文明
的传承和弘扬；保护大河
流域的生态环境，实现文
明和生态和谐共生；发挥
古代文明的时代价值，促
进人类社会现代文明发
展；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实
现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

《郑州宣言》最后庄严宣告：“在重视文明传承
和创新，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
动各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过程中，我们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
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
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
明优越。我们应搭建与各国人文交流合作的桥
梁，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在互鉴中绽放光彩，共享
发展机遇、共创美好未来。”

《郑州宣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
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发布。河南省社会科学
院院长王承哲，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黄河文化遗产实验室副主任、
河南大学教授侯卫东，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
授、北京大学世界伦理中心执行主任、嵩山论坛负
责人姚新中先后介绍了各分论坛的举办情况和取
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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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美丽黄河之滨，共话世界大河
文明。9月17日，在2023世界大河文
明论坛（中国·郑州）举办期间，围绕“文
明交流互鉴·发展共创未来”等相关主
题，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及与会嘉宾接
受记者专访。大家纷纷发表真知灼见，
碰撞智慧火花，共同探讨如何更好地实
现对世界大河文明的保护、传承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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