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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丰富的黄河历史文化资
源，需创新出综合认知方法

世界上有许多以大河为核心构成
要素的文化遗产项目，描述了文明起
源和发展进程中，人类活动与大江大
河相互作用而共同创造出的景观。中
国 广 西 左 江 流 域 的 “ 左 江 花 山 岩
画”、贯穿中国 8 省份的“大运河”
和法国卢瓦尔河流域的“卢瓦尔河畔
叙利与沙洛纳间的卢瓦尔河谷”等项
目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文化景观”是文化地理学的核
心主题。1992 年，作为一种特殊的
文化遗产类型，“文化景观”被纳入
世界遗产体系。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其
总体描述为“人类与大自然的共同杰
作”，并按形成机制，将其分成 3 个
类型。在中国的世界遗产项目中，浙
江杭州西湖属于人类设计及创造的景
观，云南红河哈尼梯田属于有机演进
的景观，山西五台山则属于关联性文
化景观。

近年来，随着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不断推进，中国的文化遗产工作
者综合以往的经验，提出以新型“大
河景观”认知模式，更准确理解、阐
释黄河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现在，
研究者一方面关注大江大河在文化中
的角色和功能，通过追溯人类与黄河
的互动关系，勾勒出黄河流域文化演
进的总体进程，为建立黄河流域遗产
时空框架提供整体性思路；另一方
面，以世界遗产中“文化景观”的类
型认知黄河文化遗产整体和重要节
点，把握不同子类型的景观模式和自
然、文化特征，构建有逻辑、有重点
的黄河文化遗产系统。

黄河文化景观包含哪些
具体内容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塑造
了中华文明核心地区的山川地理和文
明形态。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
北麓约古宗列盆地的星宿海。大约在
10万年至1万年前的晚更新世，它成
为自河源至入海口贯通的大河。今日
的黄河流经中国青海、四川、甘肃、
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
山东 9 省份，经过高原、山地、峡
谷、盆地、平原、沙漠等多种地貌，

塑造了诸多雄阔壮丽的地理奇观。
黄河流域的人类历史和文明发展

与黄河演进过程紧密相关、不可分
割。历史上，为应对黄河下游频繁决
溢、改道，人们在各地的黄河河道都
建设了大量、持久的治河工程。在黄
河曾流经的河北、天津、江苏、安徽等
地，至今还留有许多黄河故道及水工
遗迹。黄河裹挟大量的泥沙沉积在下
游流域，逐步塑造出中国最完整的大
面积冲积平原——华北平原。平原上
的泥沙松软肥沃、适宜耕种，为农耕
文明的诞生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从文化遗产的研究视角，“黄
河”可以被视为“文化景观”吗？答
案是肯定的。中华民族因黄河而生，
也不断因形就势塑造着黄河的形态。
以黄河水系串联沿线各类文物文化资
源而形成的遗产整体，可以被视作超
大规模的文化景观。如果按照世界遗
产文化景观分类，历史悠久、体量巨
大的“黄河”，属于“有机演进的文
化景观”；同时，黄河沿线的文化遗
产形成于多样化的人类活动和地形地
貌，构成大量文化景观节点，涵盖世
界遗产文化景观的各种子类型。

黄河文化景观展现不同
时代的文化面貌

现在，通过将黄河文化景观作为
一个整体，文化遗产工作者综合了自
然和文化两个方面的资源，去重点归
纳和描述黄河文化景观的有机演进过
程。黄河河道以自然演进为基础，展
现了自然环境受人类活动影响而发生
的变化。河道所在流域内的文化演进
则是伴随河道变化而发生的流域内文
化系统的演变。黄河的自然与文化演
进过程以人类社会与大河之间的长期
持续互动为纽带，不可分割。

通过考察这两种演进过程及其长
期持续互动特征，研究者将黄河文化
景观的有机演进过程分为不同又连续
的发展阶段，其中反映出不同时代的
文化面貌。

自旧石器时代至中国历史上的春
秋时期，是黄河文化景观的孕育阶
段。在这一阶段，黄河未受人工约
束，下游漫流、频繁改道。沿黄河上
下诞生的诸多聚落和部族经历了多元
并立至多元一体的文化融合发展过
程，涌现出法、儒、道、墨等各派学
说，初步形成了秦晋、齐鲁、燕赵等
文化区。

在随后的战国直至魏晋南北朝时
期，黄河文化景观进入了成长阶段。
战国时期，各国大规模筑堤，开始形
成固定的黄河河道。此后，人们不断
通过筑堤、固定河道的方式对黄河进
行约束，以获取更多的农垦土地。这
一时期的文化面貌表现为：人员沿黄
河频繁交往交流，不同文化理念加速
融合。黄河流域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
基础的“大一统”观念并在治理黄河、

引水灌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个阶段自隋唐一直延伸至清

后期，可以称为黄河文化景观的成熟
阶段。在此阶段，黄河流域的开发几
近极限，民族融合、文化艺术繁荣发
展；以西安、开封等都城为核心，引
领黄河流域乃至古代中国的发展方
向。在经历几百年的相对稳定后，黄
河下游逐渐再次频繁决溢。黄河主河
道夺泗入淮改道之后，人们开始采用

更多样化的方法频繁控制黄河河道和
流向，甚至利用黄河进行攻战。随着
黄河下游摆荡加剧、战事频发、北人
数度南迁，黄河流域的文化繁荣景象
被数次打破，但都在时局相对安定时
迅速恢复。

1855年，黄河主河道再次改道归
北，自山东利津入海。中华民国时期
30余年间，黄河决溢达100余次。1938
年抗日战争时期，黄河郑州花园口遭
到掘堤，直至 1947年才被修复。在此
期间，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顽
强求索，黄河流域经历多年战乱。新中
国建立后，黄河得到积极维护整治，没
有再出现大规模决溢改徙事件。黄河
文化景观进入了新的呈现阶段。

文物古迹、历史环境等
形成黄河沿线的节点景观

追求天人合一、注重文化与自然
的联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内容。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的文
化遗产工作者借鉴世界遗产保护中

“人与自然融合”理念，对黄河沿线
的文物古迹及其历史环境开展了大量
调查和保护工作。这些文物古迹和历
史环境要素与其关联的黄河及其支流
河段联合为一体，都可以视为黄河文
化景观的组成部分，涵盖了世界遗产
中文化景观的各个类型。

黄河沿岸那些由人类刻意设计及
创造的景观最先被识别出来。这类节
点景观通常以沿河分布的建筑群为主
体，依凭黄河而建，共同构建出肃
穆、庄严的场所，如青海拉加寺、甘
肃炳灵寺石窟、陕西香炉寺等佛教寺
院。黄河沿岸大量分布的龙王庙、关
帝庙、水神庙等祭祀庙宇，也属于这
一类景观范围。

“有机演进”是黄河景观的重要

特征。这类节点景观由于长期持续使
用并与黄河水系互动演进而来。其
中，山东大汶口遗址、陕西石峁遗
址、河南二里头遗址、山西风陵渡等
以聚落、都邑、管理设施和军事设施
等遗址遗迹为主体；还有一些以当前
仍在使用、继续演进的市镇、水利工
程为主体，如兰州、西安、运城、洛
阳、开封等城市和青海黄河沿镇、山
西碛口古镇，三门峡水利枢纽、宁夏
引黄古灌区等。

黄河壶口瀑布与当代文艺作品
《黄河大合唱》、三门峡与成语故事
“中流砥柱”、龙门伊阙与历史传说
“大禹治水”和古代神话“鱼跃龙
门”……这些关联性景观则需在中华
文化语境中进行解读。人们通过黄河
与大量的艺术作品、历史事件、神话
等的关联性，可以感受到黄河具有的
重要象征意义。

“大河景观”提供了文
明交流互鉴的有效途径

“大河景观”为研究和保护黄河
文化遗产提供了一种创新思路。从此
角度研究和构建黄河文化遗产体系，
有助于完整地把握黄河流域的文化现
象及其价值，准确掌握黄河文化遗产
的重要节点和其时空定位；有助于因
地制宜、宏观调配，指导黄河文化国
家公园建设方向。

丰富的黄河历史文化资源，具有
推动世界遗产理念和研究方法发展的
创新潜力。中国的文化遗产工作者基
于世界遗产重新认知黄河，深化文化
与自然融合的遗产保护理念，搭建了
一座理解黄河文化遗产的价值特征和
文化内涵的“桥梁”，可以成为中华
文明与其他大河文明交流互鉴、互相
理解和对话的有效途径。

赵 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研究馆员。
张正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助理馆员。
赵 云：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主任，研究馆员。
张正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中心助理馆员。

在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过程中，如何更
全面地理解黄河？为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者
提出了“大河景观”认知方法，通过借鉴世界
遗产中的“文化景观”概念和以大型河流为核
心构成要素的文化遗产内容，进一步从整体上
把握黄河文化的价值与内涵，逐步构建黄河文
化遗产体系并使其成为文明互鉴的有益途径。

“大河景观”

看黄河
赵 云 张正秋

黄河自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南长滩入宁夏境，过青铜峡，到石嘴
山市麻黄沟出境，全长397公里。

古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自秦汉时期，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北
击匈奴后，迁军民屯垦，宁夏地区便进入了开渠引黄灌溉的历史，而后
历代不断开凿新渠、扩大灌溉范围，至今已形成引黄干渠25条，灌区范
围8600平方公里，总灌溉面积达55.2万公顷。2017年，宁夏引黄古灌区
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被誉为世界灌排工程的典范。

上图为宁夏引黄渠。
（水利专业知识服务系统网站）

据新华社电 作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的重要文化交流活动，
《兵马俑与古代中国——秦汉文明的遗产》大型文物展继在京都、静冈等
地展出后，近日迎来日本巡回展的收官之作——东京上野之森美术馆展。

1974年秦始皇陵兵马俑被发现后轰动世界，1976年首次走出国门便
来到日本。“当时约150万日本民众排队来到东京国立博物馆来参观，那
种受欢迎程度完全不亚于大熊猫来日本。”本次展览策展人、日中文化
协会专务理事唐启山对记者说，希望日本民众能够通过本次展览了解中
国灿烂的秦汉文化，也能重温1976年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文化景观”从地理学的景观研究过
程中逐步分化出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看待文化景观的视角
也从“改造自然”转而为“人与自然共同创造”。

在1992年第1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文化景观”作为一个特
定的文化遗产类型被提出、正式纳入世界遗产体系，并对“文化
景观”及其子类型进行了具体界定。

历史上，由于上游水土流失、黄河裹挟大量泥沙而下，至黄河下
游平坦地势，河水流速减缓、泥沙沉积，加之“以河代兵”策略影响
下的人为决堤屡次发生，致使下游地区河堤多次发生溃决，河道南北
摆荡、极不稳定。据统计，有记载的黄河下游重大改道有6次。

《黄河大合唱》 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最重要、影响力最大的作
品，《保卫黄河》是其中一个知名乐章。

《保卫黄河》以黄河壶口瀑布为背景，启迪人民来保卫黄河、保
卫华北、保卫全中国，表现了在抗日战争年代里，中国人民顽强斗
争的精神。

“开封城摞城，龙亭宫摞宫，潘杨湖底深藏多座宫”。黄河自古有
“铁头铜尾豆腐腰”之说，河南省开封市正好处于黄河“豆腐腰”最脆
弱的位置。由于战乱和黄河泛滥，历史上开封曾多次被泥沙掩埋，如今
城下自下而上依次埋藏着魏大梁城、唐汴州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
城、明开封及清开封6座古城，形成开封独有的“城摞城”“墙摞墙”

“路摞路”“门摞门”“马道摞马道”的奇观。近年来，州桥遗址考古发
现不同时期的遗迹遗存便是这一奇观的实证。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区，南临洛河故道，北依邙山、背靠黄
河，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阶段。

图为二里头遗址区位。 （依据《黄河与中华文明》扉页图改绘）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偃师区，南临洛河故道，北依邙山、背靠黄
河，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现了中华文明进程的重要阶段。

图为二里头遗址区位。 （依据《黄河与中华文明》扉页图改绘）

文化景观

链 接 黄河下游6次重大改道

链 接 黄河壶口瀑布与《保卫黄河》

宁夏引黄古灌区

▲位于宁夏的一段黄河河道。 徐盛凯摄▲位于宁夏的一段黄河河道。 徐盛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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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马俑与古代中国——秦汉文明的遗产》大型文物展海报。
新华社发

“兵马俑大使”走红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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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名城开封链 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