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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道器合一”的根魂文化

□郑贞富

黄河文化之

陆浑水库、陆浑村、陆浑岭、陆浑关、陆浑山……在
咱洛阳，带“陆浑”二字的地名可真不少。但要说史书
中记载的陆浑戎和这些地点有啥关系，这还要从洛阳
新晋“国保”——伊川县徐阳村的徐阳墓地说起。

2013 年 夏 ，伊 川 县 鸣 皋 镇 徐 阳 村 盗 墓 活 动 猖
獗，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徐阳墓地开展主动性考古
发掘。通过勘探，令考古工作者惊喜的是，2600 年前
的陆浑戎墓葬群被找到了，印证了陆浑戎的迁徙、灭国
等历史事件，为研究中原地区民族迁徙与融合提供了
重要依据。徐阳墓地是中原地区首次发现的戎人遗
存，2015 年入选“河南省五大考古新发现”，2016 年入
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并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田
野考古奖三等奖。

记者曾多次探访徐阳墓地。墓地所在地地势平坦，
丘陵环抱。西、北有陆浑西山和鹿蹄山，东、南为伊河
西岸开阔谷地。

负责 现 场 发 掘 工 作 的 市 文 物 考 古 研 究 院 工 作
人员吴业恒介绍，自 2013 年至今，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对徐阳墓地开展了连续的考古发掘工作，共发现
车马坑 15 座、各时期大中小型墓葬 300 余座。截至
目前，他们已清理车马坑 4 座、墓葬 100 余座、灰坑
50 余座。在大型墓葬中，出土了编钟、编磬、青铜
及 玉 石 质 礼 器 ，小 型 墓 葬 中 普 遍 存 在 单 耳 陶 罐 随
葬品等。

徐阳墓地墓葬及车马坑以东西向为主，极少数南
北向。葬具均为木棺，大型墓葬葬具为一棺一椁，中、
小型墓葬葬具均为单棺，大型墓葬随葬铜鼎内均发现
有牛骨、羊骨等。此外，在部分墓葬填土及车马坑中
发现有马牛羊“头蹄葬”现象，这在中原地区此前尚未
发现。

“在中国古代，车马坑陪葬对应的是高等级贵族
墓葬，所以徐阳墓地不是普通的平民墓地，从墓葬遗
物、陪葬车马坑埋葬方式来看，墓葬群的主人受到周
边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在车马坑放置牛马羊头蹄的
习俗与在西北地区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戎族陪葬习
俗相同，具有戎族习俗的特征。”吴业恒说，结合文
献可以推断，徐阳墓地主体遗存为东周时期内迁至
伊川的陆浑戎遗存。

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史家珍介绍，陆浑戎自
公元前 638 年迁入伊川，公元前 525 年被消灭，立国凡
114 年，时间跨度上与徐阳墓地年代相当。徐阳墓地
处在陆浑戎活动范围的核心区域，墓地发现的“四
马驾车”和“五鼎四豆”的礼器组合与陆浑戎“子”的
爵位与诸侯的身份相符，徐阳墓地应为陆浑戎贵族
墓地。

徐阳墓地是首次在中原腹地发现的戎人遗存，有极
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目前，徐阳墓地考古发掘工作还
在进行，继续对已探明的区域内的遗存进行抢救性考
古发掘。期待有更多的新发现浮出水面。

本报记者 常书香 通讯员 肖原 马占山 文/图

徐阳墓地：

中原地区首次发现的
戎人遗存

走近洛阳第八批“国保”

黄河文化是道器合一的根魂文化，
决定了它具有“经世致用”的现实性。
经世致用，是黄河文化的显著特征。

例如，周公制礼作乐，其作用就是
移风易俗，创造一种政治经济文化模
式，形成儒家心法。春秋时期，官学演
变为私学，诸子学形成，它们也都是经
世之学。如儒家以天下为己任，以王者
之师自居，试图通过“格君心之非”来塑
造理想君主，并从而重新建立统一的社
会价值系统。“经世致用”主要是建构一
种合理化的社会秩序和政治形式。汉
代今文经学的现实主义和古文经学的
实证主义，都是“经世致用”的反映。

“经世致用”在二程洛学的体系中被
称为“实学”。《二程遗书》：“治经，实学
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
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诸日
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
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
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
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
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
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
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今有人
心得识达，所得多矣。有虽好读书，却患
在空虚者，未免此蔽。”

这一段文字可以说是二程对“实
学”这一概念最为明确的表述。二程在
此正式以“实学”来指称经学，并且认
为，学圣人之道，最实在的办法莫过于
治经，即所谓“治经，实学也”。二程始
终固守着黄河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
统，而“实学”一词又指向一种“经世致
用”之学。二程所谓“实学”者，是要明
其体之“实”，又能达其用之“实”，可谓
有“实体”“实用”之学。这种价值取向
为后世所传承。

黄河文化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很突
出的，它曾在诸多领域长期领先于时代。

黄河文化研究对象为“经世致用”的文化，
就决定了它“经世致用”的现实性。现实
性是指包含内在根据的、合乎必然性的存
在，是客观事物和现象种种联系的综合。
现实性与必然性有其内在联系。在事物
发展中只有表现为必然性的东西才具有
现实性。黄河文化由于本身的功能使之
具有必然性，因此它有现实性。

黄河文化现实性的本质特征就是
“经世致用”，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
历史的启迪、区域经济文化的推动、对
现实的文化影响，从多方面给现代人的
生活以多方面的影响等。

“经世致用”的现实性，是基于黄河
文化立足于求真，求真是黄河文化的根
本原则，经世是黄河文化的社会性的必
然要求。求真是经世的基础，经世是求
真的提升。这个“真”就是本质的东西，
就是形而上的道，就是魂。经世是因为
黄河文化是道器一体的根魂文化。

黄河文化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
统一，是所有正直的学人所恪守的原则
和追求的目标。从黄河文化与社会的
关系来看，特别是从黄河文化与社会公
众的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来看，人们认清
楚黄河文化的求真与经世及其辩证统
一的特点，这不仅标志着黄河文化受到
应有的重视，而且标志着人们对现实生
活与黄河文化前途的关注和热情。

习近平总书记把“保护、传承、弘
扬黄河文化”列入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的五个主要目标任务之
一，可见这个任务多么重要与迫切。
习总书记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非一日之功。要保持
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
担当，既要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让
黄河造福人民。”

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近日，河
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召开了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座谈会。在会上，我以《中
华民族的根和魂》为题，谈了我学习习总书记讲话的
心得体会。

习近平总书记说：“黄河是中华
民族的母亲河。”“九曲黄河，奔腾向
前，以百折不挠的磅礴气势塑造了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是中华
民族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黄
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黄河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这是从历史学、
民族学、区域文化学、文化传播学、价
值哲学等多学科角度，对黄河文化的
科学定位和高度概括。

根和魂，科学地说明了黄河文化
的本质特点。从文化本体论上说，黄
河文化有道器合一的独特性、唯一
性，是道器合一的根魂文化。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
之器”，是《易经》中提出的一种文化
本体论命题。“道”，就是“魂”，也就
是“变”，是宇宙万物运变的过程。

《易经》言：“变化者，进退之象也。”
进退指旧物的消失和新物的产生
过程，而“道”的意思正是表示进退的
轨迹。《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形而上者”
就是万物的变化过程。孔颖达《周
易 正 义》言 ：“ 体 质 成 器 ，是 谓 器

物。”由是可以说“形而下者”或者说
“器”是指事物的存在状态，是道生
成的“根”。

习近平总书记说：“千百年来，奔
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
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早在上古
时期，炎黄二帝的传说就产生于此。
在我国5000多年文明史上，黄河流
域有 3000 多年是全国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孕育了河湟文化、河洛文
化、关中文化、齐鲁文化等，分布有郑
州、西安、洛阳、开封等古都，诞生了

‘四大发明’和《诗经》、《老子》、《史
记》等经典著作。”

5000 多年前，炎黄二帝在黄河
边结盟，从此一个伟大民族、一个伟
大的文明在黄河流域产生了。此
后，黄河流域有3000多年是全国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出现了
农耕文明、青铜文明、城市文明、区
域文化，产生了以“四大发明”为代
表的科技大发明，产生了《诗经》等
一大批不朽经典。以河洛地区为中
心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正源生
成的丰土吉壤。伟大的黄河文化，
是人类文化的永恒高地，是中华民
族的根和魂。

“容纳百川”的包容性

黄河文化是道器合一的根魂文
化，决定了它具有“容纳百川”的包容
性。黄河文化研究，将呈现多学科、
多层次的趋势。

从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
展研究中心成立15年的丰富成果及
洛阳学术单位的一批研究成果来看，
因黄河文化博大精深，对它的研究，也
是跨多个学科。从研究类别，黄河文
化研究可分为综合研究和分类研究。
综合研究，包括通体整合、分类综合、
资料综合。分类研究，有社会科学类、
自然科学类、文化遗产类等。社会科
学类：历史学、考古学、方志学、宗教学
等；自然科学类：建筑园林学、地理学、
医学、水利学、古代科技等；文化遗产
类：不可移动文物的研究、可移动文物
的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等。从

研究层面看，黄河文化研究有综合性
的理论探索和各层面历史、文化研
究。总的说来，黄河文化研究包括宏
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理论研究和实用
研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等。

因为，黄河文化作为道器合一的
根魂文化，有“容纳百川”的包容性，所
以对它的研究，也是多角度、全方位的。

黄河文化研究作为新兴研究领
域，富有巨大的挑战性，它涉及历史
学、社会学、建筑学、地理学、经济学、
政治学、人口学、生态学、统计学、文化
人类学乃至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
科学的多个学科。它要求研究者必须
具备多学科的广博知识和宽阔的理论
视野，因而这种挑战性产生了巨大的
学术魅力，将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
者从事这一领域的学习与探索。

“经世致用”的现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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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置有铜编钟、铜鼎等随葬品的徐阳墓地贵族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