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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发展的困境与路径
康红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记忆，河

流文化是一个民族地域和风土人

情的折射。我国“十四五规划”

将建设黄河文化国家公园作为一

大远景目标，由国家牵头、地方

联动，从物质和意识两个层面着

手，遵从“保护为主、合理开发”

的 原 则 建 设 一 个 国 家、 地 方、

对内、对外、物质、精神等多层

次、多角度的国家公园，传承黄

河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因此，

对于黄河文化的传承与建构需要

抓住主架构、把准主方向、找准

着力点。

 

一、黄河文化的内涵

黄河发于青海，一路自西向

东，从“中原的裴李岗文化”到

“山东的后李和北辛文化”，贯穿

九省汇聚而成了历史悠久的黄河

文化。黄河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

核心，傍河而生的一种反映黄河

流域两岸人民群众精神面貌、社

会风俗以及水患治理的一种集物

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于一体，具有

历史继承性和鲜明民族性的河流

文化。

（一）黄河文化之农耕文化

摘  要 ：黄河，是华夏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文化的孕育地之一。丰富黄河文化内涵，着力传

承好黄河农耕文化、流域文化、水利文化是加快建构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抓手 ；着力解决好黄

河文化遗存保护不力、文化整体性不强、文化传播力不足的现实问题 ；推动黄河文创发展、打造特

色文化品牌、丰富文化新业态是实现黄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是讲好黄河

故事，赓续河流文化基因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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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安全关涉到民族的生死

存亡，是民族生产发展的物质基

础。中华文明傍河而生，中华民

族崇尚“以农为本”，造就了一个

东方农业大国，而从古至今黄河

两岸人民群众因地制宜进行农业

生产劳动积累而成的生产经验便

形成了黄河文化的核心部分即农

耕文化。1953 年在西安半坡遗址

中发现的谷物遗迹以及储藏粮食

的窑洞都证明了早期农耕文化的

存在。“黄河由于泥沙含量高，以

善淤、善决、善徙而著称”在带

来巨大水患灾害的同时，两岸人

民利用泥沙沉积的特点，在杂草

中培育农作物，进而渠道纵横、

农田遍布，形成了土地肥沃的河

套平原。同时，两岸人民利用黄

河水大力发展农业，发明改造新

的农业生产工具，培育新的农作

物，尤其是创造了桑蚕文化，为

全国乃至世界农业的发展贡献了

巨大的力量。以农耕文化为核心

的黄河文化彰显的是祖先们勤劳

勇敢、艰苦劳作的奋斗精神，反

映的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

（二）黄河文化之地域文化

黄河西起青海，东至山东，

流经九省，最后注入渤海，产生

了 秦 陇 文 化、 三 晋 文 化、 齐 鲁

文化等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其

一，秦陇文化特指甘肃至陕西境

内形成的地域文化，多草原地带

因而是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于

一体，蕴藏丰富的民族特色和区

域特色。其又内在的包含着关中

文化、老官台文化、大地湾文化

等。其二，河套文化则特指河套

平 原 区 域 附 近 所 形 成 的 地 域 文

化，其中蒙古族的长调、宁夏的

花儿、陕北的信天游、山西的晋

剧等都和谐地长存于河套文化的

大胸怀。其三，黄河地域文化的

重心在于中原文化，即是黄河中

下游地区，以河南为中心形成的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又

包含有裴李刚文化、仰韶文化、

龙山文化等。其中仰韶文化因其

绚丽多样的彩陶又被称为“彩陶

文化”，同时仰韶文化又是中国

考 古 学 研 究 的 源 头。2021 年 10

月 17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仰 韶

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

100 周年之际的致信贺词中讲到，

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努力建设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

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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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地域文化不仅是讲好地域故

事的发音器，更是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助推器。黄河地域文

化 内 涵 丰 富， 是 历 史 发 展 的 缩

影，是社会进步的见证，更是人

民精神的支柱，弘扬传承黄河地

域文化是讲好黄河故事的关键。

（三）黄河文化之水利文化

黄河的水利文化即是侧重于

撰写黄河流域治水和兴修水利的

故事，从黄河自身的水文特征到

古 往 今 来 两 岸 人 民 为 治 水 患 而

所做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以此为

主基调形成的精神文化。黄河易

泛、易滥、易决堤的特点，自古

以来便给两岸人民带来了诸多的

考验，与黄河的斗争不仅是人与

自然之间的斗争，也是人与自身

的斗争，黄河问题不止一次地警

醒着人类要加强生态保护，构建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共同体。从

大禹三策治水，到西汉贾让“宽

河行洪”再到北宋王安石的《农

田水利法》；明朝潘季训的“束水

攻沙”、清朝林则徐的“坎儿井”

等等。中华民族不断与黄河进行

斗争的同时也在竭力将黄河改造

为一条为民、惠民的幸福河。与

此同时，形成的一系列水利工程

和治黄经验构成了黄河水利文化

中极其宝贵的一部分，例如小浪

底水利枢纽、三门峡水利枢纽、

李家峡水利枢纽、青铜峡水利枢

纽、刘家峡水电站、龙羊峡水电

站等，这些水利工程构成了有形

的黄河水利工程，也是从古至今

中华民族治水用水的智慧结晶。

除此之外，黄河水利文化的另外

一个重要部分即所形成的中华儿

女抗洪救灾、众志成城的斗争精

神和不屈意志，从最开始的畏惧

到后来的勇敢面对。因此，黄河

文化在讲述农业生产和地域风情

的同时还是一部人与自然斗争的

精神史，同一系列与黄河有关的

传奇治水故事、民俗民风等等共

同构成了黄河水利文化。

二、黄河文化发展的现实

困境

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上下

五千年的历史见证，贯穿九省、

历史悠久、内容交错纵横，导致

黄河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着

诸多现实困境。这些现实困境制

约了黄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而

正确认识这些现实发展困境是助

推黄河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的着力点。

（一）文化遗存保护不够、

非遗传承人力不足

时 间 与 空 间 大 幅 度 的 跨 越

造就了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的黄

河文化，但也导致黄河文化遗存

逐渐衰落、黄河文化记忆面临遗

失、黄河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

问题接踵而至。黄河文化遗存是

黄河文化的重要见证，是文化记

忆的物质载体。一方面，由于黄

河流域的过度开发，致使诸多文

化记忆的物质载体如传统村落、

传统建筑等成为追求经济高速发

展过程中的牺牲品，部分被高楼

大厦所取代，部分有幸保存下来

却由于保护不力、未能合理开发

利 用 成 为“ 被 圈 起 来 的 碎 片 建

筑”。另一方面，黄河流域内涵

丰富、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由于复杂的程序、技艺的高难

度让众多年轻人望而却步，且对

于现代高科技便利性的依赖致使

纯手工的复杂技艺难以为人们掌

握，从而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

以河南灵宝的道情皮影为例，这

一 技 艺 曾 广 泛 流 传 于 晋 陕 豫 一

带，因传承人的缺失，面临后继

无人的窘境，传承人与技艺的保

护面临困境。现代科技的进步带

动了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也

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命

运，类似于黄河号子、生铁冶炼

技艺等当今社会已不再具有实际

效用的文化遗存面临该何去何从

的境地。黄河流域的众多文化遗

存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黄河文化

记忆的彰显，推动实现黄河文化

遗存的静态保护和黄河非遗的动

态传承是实现黄河文化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文化区域化、碎片化

现象严重

黄 河 文 化 究 其 本 源 是 中 华

文化中的一块整体文化，是一个

系统性、连贯性的体系文化，地

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掣肘着

黄河文化传承发展的不同程度。

当下，黄河文化的发展处于区域

化、碎片化的现状，难以形成一

个系统性的黄河文化体系。黄河

自西向东流经九省，伴随时间的

推移被逐渐割裂为不同的区域文

化、地方文化并自成一派，在突

出强调独特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对

文化共性的认知，缺乏对文化共

同体的认可。黄河文化与地域文

化两者之间应是相互依赖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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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部分间的关系，脱离了黄河文

化的整体性，以单独的某一地区

文化为标榜，黄河文化将不复存

在。此外，黄河流域地区经济发

展不平衡问题日益凸显，区域经

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文化遗

存的原生状态相对较高，但创新

发展能力不够 ；相反，经济发展

相对较好的地区，文化遗存的原

生状态较低，但创新发展能力较

高。因此，黄河文化要实现整体

性的创新发展，就要串联区域特

色，打造黄河文化产业链，形成

黄河文化体系，打破区域界限形

成文化集群，将黄河文化打造成

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促进黄河

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加深对于黄河文化的系统性

建构和整体性认知。

（ 三） 文化传 播 对内不深

入、对外不广泛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张

靓丽名片，其对内和对外的双向

传播直接影响了黄河文化传承和

影 响 力 的 发 挥。 当 下， 黄 河 文

化的传播面临对内传播无力、对

外传播失声的现象。对内而言，

文化传播呈现内容重复、形式单

一、偏于轮廓化的传播，且国内

借助大众传媒开展的黄河文化传

播多以视频、图片的方式展现，

极少开展相应的黄河文化故事会

或文化讲坛等形式，将丰富精彩

的黄河文化以故事的形式进行讲

解传播，因而导致国内大众对于

黄 河 文 化 只 知 之 甚 少。 对 外 而

言，黄河文化对外传播，多借助

国家主流媒体进行传播，而国际

平台发声相对而言机会较少，传

播途径较窄，传播影响力有限 ；

且当下个别国家的肆意抹黑致使

对外传播效力不足。国际平台的

发声是黄河文化对外传播的主渠

道，官方的发言虽然权威性高，

但是对于国外普通大众而言政治

性、高站位的发声于他们而言接

受度相对较低，普通大众更易于

接 受 平 民 化、 通 俗 化 的 文 化 传

播。因此，创新对外传播渠道，

丰富黄河文化传播主体，用亲和

力强、实效性高、大众化的传播

手段讲好黄河故事是传承黄河文

化的当务之急。

三、黄河文化发展的路

径创新

创新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

力，推动黄河文化实现创造性转

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新时代黄河文

化富有生命力的重中之重，也是

建设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关键

任务，是修复黄河生态环境的中

间桥梁。

（一）推动文创发展，盘活

文化遗存

推动黄河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就要充分挖掘黄河文化艺术，让

“四大发明”和“唐诗宋词”等

故事在新的历史时代熠熠生辉。

因此，一方面，要在党和国家文

化政策的指导和扶植下依托文艺

事业的繁荣发展，创作出一大批

优秀的黄河文艺作品，推动黄河

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同时要加深

挖掘黄河故事，丰富黄河文化内

涵。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文艺

作品和文化建筑将黄河文化倾注

其中，推动文创发展 ；举办特色

黄河文化艺术节，利用文艺作品

将意识形态的黄河文化转化为现

实 可 感 的 歌 曲 节 目， 为 观 众 呈

现一场视听盛宴。“根植黄河文

化，用文创方式破局，通过创新

创 意， 既 推 动 地 方 特 色 文 化 内

容‘活起来’，又进一步拉动经济

‘动起来’”。另一方面，要在保

护黄河文化遗存的基础上，加大

活化利用。协同地方政府建设好

黄河文化遗存保护点，加大对黄

河文化遗存的宣传力度，才能用

“黄河号子”讲好黄河故事 ；用

“羊皮筏子”当好文化传播的摆渡

人，用“黄河水车”“黄河大桥”

塑造好黄河流域的人文精神。黄

河文化遗存是黄河记忆的见证，

在保护修复的基础之上加大活化

利用，建设地区黄河文化遗存博

物馆和保护区，培养专业黄河非

遗传承人，将非遗传承作为一门

学科去做，不让非遗失了继承，

加大对非遗传承人的保护和资金

支持，加大对人的保护，保护非

遗，延续历史文脉。

（二）打造特色文化品牌，

建立文化产业链

“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

河文化旅游带”是国家“十四五”

规 划 和 2035 年 远 景 目 标 纲 要 部

署的任务之一，也是《“十四五”

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中的重要

内容。因此，黄河文化的创新发

展要以黄河地域文化为着力点，

整合地方文旅优势，发挥文化产

业在生态保护和地区经济发展之

间的桥梁作用，以黄河文化为中

轴线，建设新的文化产业链，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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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黄河文化特色品牌，实施品牌

效应带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黄

河流经九省，每个地区都有各自

的地区特色，例如甘肃兰州的拉

面、宁夏的花儿、河南的陶瓷文

化、山西的晋剧等等，均可打造

品牌特色。以河南黄河流域的陶

瓷文化为例，河南在传承黄河文

化的基础上整合地区文化，形成

了风格不一的陶瓷特色小镇，形

成陶瓷文化产业链，制作出的陶

瓷 畅 销 国 内 外， 承 载 了 小 镇 文

化、河南文化和黄河文化。此外，

2020 年 围 绕“ 弘 扬 黄 河 文 化、

讲好黄河故事”为主题的第十七

届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会在

宁夏举办，利用黄河文化所赋予

的地区特色，打造了宁夏花儿的

地区品牌，在传承黄河文化的同

时 也 拉 动 了 宁 夏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黄河流域地区经济发展参差

不齐、生态保护也不尽相同，黄

河问题是一个生态问题，也是一

个发展问题，黄河问题解决与否

关系着两岸人民的生存发展，关

乎国家的生态大计。要解决好这

两个问题，或许文化产业能够成

为打通这两者之间的“最后一公

里”。建立黄河文化旅游经济带，

在传承黄河文化的过程中发展地

区经济，在发展区域经济的过程

中保护黄河生态环境，最终实现

经济、文化、生态的多赢。

（三）丰富文化新业态，创

新传播方式

全媒体时代的发展赋能文化

发展新动力，黄河文化的创新发

展须借科技之东风，实现新的突

破，以往传统的单一的文化传播

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新

需要，面对新时代、新情况、新

问题，更要注重运用新科技来推

动发展。黄河文化的传播要充分

利用科技力量，来创新其传播方

式， 讲 述 黄 河 故 事。 以 2022 年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为例，蓝色水

墨从天而降化为黄河之水，一泻

万里，奔腾而下叫人感叹不已，

接着冻结成冰，奥运五环破冰而

出，为观众呈现了一场丰富的视

觉盛宴。再如 2020 年 9 月陕西卫

视联合新闻综合频道、央视共同

举办了一场以黄河为主题的大型

融媒体特别节目《直播黄河》，

以全媒体大小屏为特色，配以短

片、图片及讲解，线上互动的样

式让观众在感叹黄河浩荡气魄的

同 时 更 能 交 流 彼 此 见 解， 增 长

见识。传播黄河文化需要充分利

用 VR、AR、5G 及大数据技术，

建立黄河文化体验馆，利用网络

虚拟技术让人“沉浸式”的体验

黄河发展的全貌，感受黄河的博

大、汹涌。同时，随着网络短视

频的兴起，还可以设置专门的黄

河文化宣传号、定期进行网络直

播，通过视频和图片让人们可以

利 用 碎 片 化 的 时 间 了 解 黄 河 文

化。另一方面，网络直播或是电

视频道可以请相关学者和专家对

黄河文化的部分内容进行专业讲

解，这不仅有利于黄河文化在国

内的传播，更加能够帮助黄河文

化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对于黄

河 故 事 的 解 读 可 以 形 成 一 个 节

目 专 栏， 系 列 性 的 对 黄 河 文 化

进行传播，在无形中厚植中华文

化根基。

四、结语

黄河文化是华夏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个体记忆、集体记

忆、民族记忆和国家文化记忆的

重 要 载 体， 也 是 现 代 旅 游 发 展

的社会生活基础。新的时代背景

下深入挖掘黄河文化的内涵，并

赋予其新的活力，传承好黄河文

化，从而实现由文化资源优势转

化成新的产业优势，打造独具特

色的黄河文化旅游资源优势讲好

黄河流域历史文化故事，再现黄

河流域历史记忆和文化魅力，真

正 做 到“ 讲 出、 讲 好 ” 黄 河 故

事，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

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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