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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于 9 月

17 日至 18 日，在中国黄河中游的国

家中心城市、八大古都之一的郑州

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 300 余位与

会专家学者围绕“文明交流互鉴·发

展共创未来”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

讨，并达成以下共识：

一、大河孕育了世界主要文明，

是人类文明的具象化。大河奔流不

息，象征着文明绵延不绝；大河一往

无前，代表了人类创新前行；大河汇

聚众川，体现了人类文化的开放包

容；大河连接不同区域，为不同肤

色、语言的人群搭建起友谊的桥梁，

是激发人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

大河，是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动力、

携手合作的纽带。

二、大河流域承载着人类文明

的基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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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明各

有所长，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

了巨大贡献。文明的足迹沿着大河

的脉络走来，一部分成为陈列在广

阔大地上的永恒遗产，一部分在交

流互鉴中变得更为璀璨。

三、倡议尊重各大河流域的文

明特性，维护人类文明多样性。世

界大河流域的环境各不相同、文明

的面貌各具特色，构成绚丽多彩的

世界文明百花园。各个文明尽管起

源时间有早晚、延续时间有长短之

分，但并无高下优劣之别。应当尊

重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创造的

文明，保护文明的多样性。

四 、倡 议 采 取 有 力 措 施 ，保 护

好大河流域的文化遗产。大河流

域的文化遗产，是世界文明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

很 多 文 化 遗 产 受 到 威 胁 ，甚 至 消

失，亟待全人类携手应对，采取有

力 措 施 ，加 强 对 人 类 文 化 遗 产 的

保护。

五、倡议加强对包括大河文明在内的世界文明的研究。

搭建文明探源、文明交流、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全球性学术研究

交流平台，深化对人类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研究。

六、倡议加强对文明的传承和弘扬。要让收藏在博物馆

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

活起来，让人类文明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力。

七、倡议保护大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实现文明和生态和谐

共生。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优良、环境宜人的大河流域

孕育了众多文明古国。传承文明，既要尊重历史，也要敬畏自

然。我们应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大河流域的

发展。

八、、倡议发挥古代文明的时代价值倡议发挥古代文明的时代价值，，促进人类社会现代文促进人类社会现代文

明发展明发展。。古代文明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重要承载古代文明是人类智慧和经验的重要承载，，对人类社对人类社

会的会的历史贡献和时代意义不容忽视。四个大河流域古文明虽

然有些未曾延续至今，但它们是后来诸多文明的源头。今天，

我们更应重视发挥古代文明的时代价值，为人类现代文明进

步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九、倡议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实现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

心相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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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中国·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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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奔腾天地间，文明绵延古今传。金

秋九月，地处黄河之滨的国家中心城市——

郑州，迎来了一场文明交流互鉴的盛会。

9 月 17 日，2023 世界大河文明论坛（中

国·郑州）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来自世界各

地的 300 余名专家学者围绕“文明交流互鉴·
发展共创未来”主题深入交流，并发布了《世

界大河文明论坛·郑州宣言》（以下简称《郑

州宣言》）。

因河而来溯源人类文明

大河奔流，文明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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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历史文化，丰富了人类文明百花园。各文

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共同

发展，已成为国际共识。

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文

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胡和平在发表主

旨演讲时指出，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

发祥地，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经济地

带。在郑州举办 2023 世界大河文明论坛，是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是践行全

球文明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

措，也是大力推进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

重要成果。

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在致辞时说，河南

将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加强同世界各地的文

化交流，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文化

繁荣发展，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郑州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关

键区域之一，是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

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主要实证地之

一。在郑州举办首届世界大河文明论坛，意

义重大。

“历史上，大江大河是人们迁徙、贸易、

交流的重要通道。当今时代，人类文明进入

了河、海交融交汇的发展关键期。中国搭建

的一系列文明对话平台，已经为文明交流互

鉴走深走实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人民日报

社副总编辑方江山说，“相信在各方共同努

力下，世界大河文明论坛必将成为世界不同

文明之间开放、平等交流和对话的重要平

台，不断促进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

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解冰重点介绍了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近年来文物部

门大力开展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与数十个国

家签署了文化遗产合作协议，开展历史古迹

保护修复项目、联合考古合作，推进跨国申

报世界文化遗产，成立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联

盟，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进一步

丰富了底蕴内涵，擦亮了时代价值，为世界

文明多样性和传承创新注入了强劲动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

会理事长王巍表示，希望通过持续举办，把

论坛做成中国考古学成就和中华文明的重

要展示平台，增强各国学者交流的国际化学

术平台，以及以考古学为代表的各个领域开

展创新性探索的重要合作平台，助力中国考

古学的国际化传播，提升国际影响力。

9 月 16 日至 17 日，2023 世界大河文明论

坛的 4 个分论坛举办，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

围绕“世界大河文明的多样性与交流互鉴”

“中华文明与黄河文化传承弘扬”“华夏文明

与世界文明对话”“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等主题探讨交流，成果丰硕。

“世界大河文明的多样性与交流互鉴”分

论坛由中国考古学会承办。论坛上，来自国

外的 20 多位考古学家与国内专家学者进行

了广泛交流。国内专家介绍了甘肃庆阳南佐

遗址考古新发现、牛河梁遗址的新发现与新

认识，对中外考古学文化的异同进行了比较。

“中华文明与黄河文化传承弘扬”分论

坛上，各地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共同

探讨黄河文化的韧性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不同区域文明之间的辐射影响，以及如何挖

掘利用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等。与会专家

认为，“和而不同”为中华文化的不断创新创

造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9 月 16 日至 17 日，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

者共赴“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分论坛

（嵩山论坛 2023 年年会），以“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展望天下文明”为主题开展国际学

术研讨活动。“在中华文明起源的关键地区

开展世界文明之间的对话，有助于更加清晰

地向世界阐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文明特

征，了解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不断的内

在 动 因 ，促 进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与 会 专 家

表示。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分

论 坛 ，吸 引 了 近 150 名 来 自 黄 河 流 域 九 省

（区）的社会科学研究专家和国内高校院所

等相关领域学者参加。论坛上，《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报告（2023）》发布，

主要介绍了 2022 年到 2023 年上半年沿黄地

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

生动实践，以及今后推进黄河国家战略面临

的形势、未来的展望以及相应的对策建议，

是反映黄河流域改革创新高质量发展的综

合性年度报告。

寻找共同关切碰撞智慧

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加强全

球文明对话显得格外重要。国际哲学院院

士、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哲学系教授赫尔塔·纳

格尔—多斯卡尔表示，2023 世界大河文明论

坛提供了交流与对话的平台，“东西方文化

都基于各自的传统而产生，但通过对话便会

发现其中有许多共同之处。”

世界大河流域的环境各不相同、文明的

面貌各具特色，构成绚丽多彩的世界文明百

花园。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院高级

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克里斯多夫—埃

凡斯教授表示，河流是世界文明的摇篮，大

河文明之间存在许多共性，希望自己的研究

可以为人类文明研究提供不同的视角。

“文 明 的 包 容 性 是 文 明 海 纳 百 川 的 体

现 。”北 京 大 学 高 等 人 文 研 究 院 执 行 院 长

王中江教授认为，创新是人类文明发展的

一种重要表现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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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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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世界城市化进程中，如何采取有力措

施，加强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如何让人

类文明焕发出新的活力和魅力？主要从事

印度北部文明研究的印度德干学院原副校

长、教授瓦桑特·辛德表示，“考古要注重历

史与现代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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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推动人类文明进

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深圳大学

哲学系教授、国学院院长景海峰表示，文明

对话是相互理解、进行新的文化创造、构建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础。

携手合作向世界发声

2023 世界大河文明论坛的会标底纹是

蓝色指纹，蕴藏着人类基因的密码；中间的

“河”字是甲骨文——我国发现的年代最早

的成熟文字系统，两者有机融合，体现了河

流与文明的关系，也传递着“文明交流互鉴·
发展共创未来”的美好寓意。

追溯各个国家的文明起源，绕不开“河”；

促进各个文明的交流互鉴，离不开“和”；推动

互利合作、融合发展，撇不开“合”。《郑州宣

言》就是以“河”为纽带，注重和而不同、和谐

共处，促进和合共生、合力发展。

在考古学研究国际化的大趋势下，如

何看待大河文明？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

传承、弘扬好大河文明？

与会学者进行了深入探讨并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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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州宣言》有助于提升人们对文明

的认知、思考文明与现代的关系，从古文明

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为不断丰富和发展人

类文明新形态作出贡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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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卫东说。

黄河潮起，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和而

不同、美美与共，文明互鉴之光必将照亮未

来之路。

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在郑州举办

奏响大河文明的时代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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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郑州宣言》发布媒体见面会现场。

图②：2023 世界大河文明论坛现场。

以上图片均为马健摄

图③：黄河一景。 李新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