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17 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分论坛在郑州举行。这是 2023 世

界大河文明论坛分论坛之一，由河南省社会

科学院承办。

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深入实施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形成了

一系列建设性观点。

依法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与会专家表示，黄河保

护法颁布施行，为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提供

了坚实法治保障。要将黄河保护法列入普

法宣传的重要内容，广泛宣传黄河保护法的

立法意图、实践要求、适用范围等，推动全社

会形成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

氛围。

系统推动流域大保护大治理。与会专

家认为，要坚持系统观念，立足全流域和生

态系统整体性，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

大治理，筑牢生态保护基准线；要把水资源

作为最大刚性约束，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

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水环境、水生态、

水资源的保护治理；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

推进上游水源涵养、中游水土保持和污染治

理、下游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扎实促进全面绿色低碳转型。与会专家

围绕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提

出建议：加快产业生态化，优化产业结构和能

源结构；加强绿色技术创新方向引导等。

建好用好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与会专

家建议，要整合资源、创新方法、完善机制，

促进黄河沿线重要文化遗产科学保护、合理

利用、世代传承等。

深入挖掘黄河文化时代价值。与会专

家认为，要系统整合黄河文化资源，在保护

传承黄河文化中挖掘新的精神、理念和价

值，全面提升黄河文化的历史、社会、经济等

价值，形成有新时代特色的黄河文化体系，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精神力量。

纵深拓展文旅融合发展空间。与会专

家提议，打造一批具有地方文化元素的黄河

专题文化旅游线路，建设一批黄河博物馆、

黄河文化体验馆等场馆，精选一批传统技

艺等非遗项目。

积极开展区域探索。与会专家对沿黄

各省份的实践探索进行了总结，青海、四川

等地加强生态修复及综合治理，甘肃、内蒙

古、陕西等地推进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宁夏、

山西、山东等地加快新旧动能转换。

不断强化流域合作。与会专家认为，随

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深

入实施，省际区域合作机会日益增多，统筹

协调机制要尽早完善，加快实现政策规划协

调、防灾减灾联动、执法监管协作、信息协同

共享。

持续深化河南实践。与会专家谈到，河

南要注重发挥优势、彰显特色，特别是作为

农业大省，要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黄河流

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结合起来，把

生态保护好、把产业发展好、把文明传承好，

奋力推进沿黄乡村全面振兴；要加快改革开

放创新步伐，持续激发内在活力动力，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分论坛——

推动高质量发展 建设人民幸福河

“中华文明与黄河文化传承弘扬”分论

坛 9 月 17 日在河南郑州举行，主题为“黄河

文化的韧性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分论

坛由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中心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

等近 20 家单位 40 多位学者参会。中国社

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震中作了题为《多彩

一体和兼收并蓄的中华文化与中华民族的

包容性》的主旨报告。山东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院长方辉、中国历史研究院—河南大

学黄河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魏继印先后主

持主题报告。

西北大学教授陈洪海认为，黄河上游

地 区 的 农 业 经 济 是 东 部 相 邻 地 区 仰 韶 文

化农业人群向西拓展的结果，此后手工业

与商品贸易逐步成长、冶金技术也传入并

发展。文化交流推动了文明进程，齐家文

化 时 期 的 社 会 复 杂 化 表 现 表 明 其 已 进 入

早期文明阶段。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黄富

成表示，郑州商城内城东南角书院街墓地主

墓 M2 出土铜器、金器、玉器等随葬品 216
件，是郑州商城目前出土随葬品最多、种类

最丰富、等级最高的贵族墓葬。书院街墓地

阐释了郑州商代王都关键的文化内涵，在夏

商文明演进中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对

探讨早期国家礼乐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具有

极为重要的意义。

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侯甬坚提出，黄河流

域的农耕社会培育出民众爱好和平的思想，

未雨绸缪、有备无患的防灾意识，以“自我克

制”为特征的道德文化，吃苦耐劳、性格坚

韧、自强不息、勇于抗争的精神气质。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刘海旺表

示，黄河及与其相连互通的运河对中华文明

的发展进程影响越来越彰显。最迟在战国

时期，人工沟通黄河、淮河的鸿沟水系形成，

加强了中原与周边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

联系，为以后秦汉大一统创造了条件。自隋

代开通以后，连接南北的大运河在中国历史

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祁

述裕提出，黄河流域文化旅游带应形成三

区协同、五带串联、多点辐射的空间结构。

要优化文化旅游资源的配置，处理好公平

与效率、局部与整体、当下与长远的关系，

建立黄河文化旅游带的协同机制，推动黄

河流域文化旅游带协同发展。

“中华文明与黄河文化传承弘扬”分论坛——

黄河文化的韧性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在“世界大河文明的多样性与交流互鉴”

分论坛上，国内外学者围绕“全球视野下的古

代文明研究”的主题开展了深入交流。

“ 中 华 文 明 探 源 工 程 ”成 果 证 实 ，距 今

5300 年前后，包括长江、黄河和西辽河流域

在内的广大地区陆续进入文明阶段，各地区

密切互动，形成“多元一体”的“中国交互作用

圈”，奠定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基础。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建业介绍了黄河上

游甘肃庆阳南佐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南佐

遗址是距今 5000 年左右仰韶文化晚期面积

最大、工程量最大的聚落遗址之一。南佐遗

址宏大的规模和展现出的强大组织调动能

力，是区域政权出现的最有力的证明。韩建

业认为：“当时黄土高原地区已经明确进入文

明社会，出现了一个早期国家。”

红山文化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先驱和代

表 之 一 。 牛 河 梁 遗 址 考 古 工 作 队 领 队 、中

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笑冰介

绍，辽河流域牛河梁遗址的一系列发现，揭

示了红山文化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延续了

北 方 地 区 长 久 以 来 的 传 统 ，同 时 接 纳 与 整

合 其 他 地 域 传 统 ，形 成 重 礼 仪 轻 世 俗 的 开

放、包容的社会体系，奠定了北方“原生型”

文明的基础。

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是长江中游地区已

知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延续时间最长

且等级最高的史前聚落群。湖北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副院长孟华平教授表示：“在屈家岭文

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成

为中华早期文明多元格局中的重要代表，而

石家河遗址是其中最突出的载体，可视为长

江中游地区早期文明的中心，具有文化引领

与文化辐射的重要地位。”

南方科技大学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教授唐

际根认为，商王朝作为黄河文明的代表之一，

在文字、建筑、青铜器铸造、天文历法、数学等

方面体现出突出的创新性。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三星堆考古研究所所长冉宏林介绍了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与

多学科研究成果，他表示：“三星堆遗址展现

了 3000 多年前的古蜀文明与中原夏商王朝

的密切交流，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等提

供了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湖北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院长方勤介绍了周代诸侯国曾国系列

墓葬的发掘与研究情况，曾国系列考古发现

揭开了不存于文献的周代诸侯国曾国的神秘

面纱，构建了曾国长达 700 余年的历史，同时

也 为 周 代 诸 侯 国 研 究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年 代

标尺。

中外联合考古成果丰富。2015 年，中国

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

历史研究所合作，开始了对玛雅文明重要城

邦科潘遗址的发掘。这是中国考古学家主持

的在中美洲地区的第一个考古项目。 2018
年，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卡尔纳克北

部孟图神庙区域开展考古。目前，考古发掘

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教授

杨建华对黄河流域和两河文明起源进行了比

较研究。

“世界大河文明的多样性与交流互鉴”分论坛——

推动世界各大河流域文明比较研究

作为 2023 世界大河文明论坛分论坛之

一的“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分论坛（嵩

山论坛 2023 年年会）9 月 16 日在河南登封市

开幕。本届年会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展望天下文明”为主题，由中国国际文化交

流中心、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等单位承

办，海内外 30 余位学者就主题开展交流与

对话。

嵩山论坛组委会主任张广智在开幕致辞

中表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华夏先民

留给我们的思想智慧精华。”

国际哲学学院院士、维也纳大学哲学系

教授赫尔塔·纳格尔—多斯卡尔、北京大学高

等人文研究院执行院长王中江、深圳大学国

学院教授景海峰、清华大学政治学系长聘教

授任剑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

员陈霞、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刘成、华东师范

大学哲学系教授陈赟等学者在论坛上发表了

主旨演讲。专家们认为，精神性的议题对当

代哲学至关重要；当下文明的飞跃式进步，为

中国传统文化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当今时代，人类世界必须拥有一个多元、韧性

和整合性的和平愿景；地球的未来命运需要

更加温和而有效的全球治理；世界迫切需要

形成平等的国际秩序，解决经济、生态等人类

共同面临的问题。

16 日下午，论坛的重磅环节——“大变

局与世界哲学的精神转向”主题对话在嵩阳

书院“将军柏”下举行。耶鲁大学环境学院讲

师玛丽·伊芙琳·塔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教授姚新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秉元、

维也纳大学终身教授路德维希·纳格尔、美中

后现代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治河等参加了

对话。对话学者认为，随着历史发展，我们如

何通过文明对话找到一条通往和平与文化理

解的路径？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这值得

关注。

论坛第二日在郑州市举行。清华大学人

文学院教授方朝晖、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

立胜、耶鲁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约翰·格里姆、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韩星、武汉大学中

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胡治洪、西安交通

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再林、外交学院教授苏

浩、中山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郑淑红、北京大学

高等人文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陈茂泽、哈佛大

学政府系研究学者李汉松、图宾根大学研究

学者柯乐山等 20 余位专家学者就“多元现代

性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和“坤厚载物：精神人

文主义视域下的坤道关怀”两个议题进行研

讨。在闭幕式环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教授乔清举作了题为《“天下观”的文明

意义》的主旨演讲。

“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对话”分论坛——

开展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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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河南黄河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孟州段的河

床浅滩。 白水平摄（影像中国）

图②：黄河郑州段俯瞰。 资料图片

图③：河南登封，中岳嵩山。李 焱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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