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29日 星期五编辑：肖姣姣 校对：娈鸾 组版：雪薇
书 香 11

重 磅 荐 读

探秘黄河古都的
历史文化之源
——《黄河上的古都》前言

品 读 经 典品 读 经 典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大诗人李白的诗给
了我们关于黄河的无尽遐想。黄河发源于我国的青海，流经
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在山东注入渤
海。自古以来，黄河就被看作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哺育了中
华文明，也哺育了沿岸的城市，这些城市中有一部分有幸成为
古代王朝的都城。2016年，在央视《百家讲坛》，我选择了黄
河上的 15 座古都，录制完成了 15 集《黄河上的古都》节目。

《黄河上的古都》一书就是在这个节目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
成的。

在讲座中，根据建都时间、历史影响及城市发展的延续性，
按照自下游向上游的顺序，我依次选择了淄博、曲阜、安阳、邯
郸、开封、郑州、洛阳、西安、咸阳、太原、大同、呼和浩特、银川、
兰州和西宁这15座古都进行介绍。综合起来看，这15座古都
部分曾经是统一王朝的都城，包括安阳、开封、郑州、洛阳、西
安、咸阳；部分是分封的王国或割据王朝的都城，包括淄博、曲
阜、邯郸、太原、大同、兰州和西宁；少部分是周边游牧民族政权
的都城，其中有呼和浩特和银川。按照通行的古都学理论，这
些都属于古都的范畴。

为什么选择黄河上的这些古都进行讲解呢？首先，城
市是文化的载体。黄河上的古都更是黄河文明的重要载
体，博大精深的黄河文明密码就隐藏在这些古都里。其次，
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念和
行为规范大都来源于黄河文明。通过对黄河上这些古都的
介绍，将有助于我们弄清楚中华文明是从哪里起源的，如何
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又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华文明如何才能
走向光明的未来！

黄河上的古都绝大多数是农耕文明的产物。在工业文明
时代，这些城市的发展稍显滞后。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呢？我个人认为：

第一，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根源。在古代社会，中国最
发达的城市大多都位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或者大运河沿
岸。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是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的
农耕时代，水资源丰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内陆城市就容
易发展起来，成为全国或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城市。
产生于这些城市的仁爱、礼仪、孝悌、包容、和谐、和平、诚信、
智慧、大同等重要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已经深深植根于中
华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

第二，黄河流域仍然是我国农耕和粮食的主要区域。民
以食为天！我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我
国农耕区域是从黄淮平原、关中平原，然后逐渐扩大到四川盆
地、江南地区的。与此同时，黄河中上游的河套平原、兰州盆
地、河湟谷地等也成为北方和西北主要的农业区。这些区域
一方面支撑了呼和浩特、银川、兰州、西宁等黄河城市逐渐崛
起成为古代的都城，另一方面也大大缓解了北方、西北地区的
粮食问题。

第三，建立城市文化自信。黄河古都一般都有几百年甚
至上千年的历史，积淀了丰富的物质和文化遗产，拥有优美的
生活环境。所以，黄河古都不能妄自菲薄，要弄明白自己的城
市有什么文化资源，搞清楚自己的家底，合理保护和利用这些
珍贵的文化资源，建立起城市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

第四，理性寻求城市发展。眼下，在城市化进程中，“千城
一面”的趋势正在使很多城市失去个性。黄河古都怎么对待
这个问题呢？在纽约，帝国大厦是城市的地标；在伦敦，大本
钟是城市的地标。而在西安，大雁塔就是城市的地标；在兰
州，中山桥就是城市的地标。西方城市流行肯德基、麦当劳，
而在黄河古都，老百姓把面食做到了极致，兰州市民离不开牛
肉拉面，开封老百姓喜欢小笼包子。上海可以建迪士尼乐园，
但并不意味着西安和洛阳也要建，有兵马俑、华清池，有龙门
石窟、白马寺，就足以和迪士尼乐园相媲美了！所以，在黄河
古都中，历史文化就是城市的灵魂。应该理性对待古街道、古
城墙、古建筑、传统小吃、传统娱乐，合理规划城市格局，使每
座黄河古都都能彰显出个性和魅力，成为本地市民生活的乐
园、外来游客向往的圣地。

第五，还要清醒地看到：一方面，自迈入历史文明时期，我
们中华儿女在黄河流域的大规模活动已达五千年，黄河流域
的土壤肥力在减退、黄河流域的植被在减少、黄河的水质污染
在加剧，黄河母亲已不堪重负。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城市化、
工业化进程加快，沿岸的城市除了饮用水、灌溉用水，还有发
电用水、工业用水都要依赖黄河。

所以，对于黄河上的古都而言，黄河在今天的重要性不仅
没有削弱，反而更加凸显。如何理性对待黄河和黄河文明，也
许是黄河上的古都乃至所有中国人必须面对的一个永久性话
题，也是对中华民族智慧的终极考量！

（据人民网 作者：程遂营）

曹锦清，新中国同龄的社会学家，浙江兰溪人。
1996年5月至11月，曹锦清曾两次从黄浦江边来到黄
河、淮河、汉水流域进行田野调查，他的足迹几乎遍及
河南：开封、漯河、许昌、郑州、周口、平顶山、南阳、安
阳、新乡、驻马店、信阳、洛阳等。《黄河边的中国：一个
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简称《黄河边的中
国》）的内容就是由这两次调查的报告构成的。曹锦清
从农户细小经济收支、家庭负担等日常生活入手，来论
及正在转型的农村、农民、农业“三农”问题，涉足实行
土地承包责任制后，农民面临的与地方政府、与人情血
缘网络、与土地、与市场等诸多方面关系的演变现状，
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之间所存在的关系。

20世纪我们所经历的农业合作化是中国“三农”
问题现代化的一次伟大尝试，20世纪80年代我们所
进行的改革开放，其实又是对经济规律的默认。中国
的村落社会是个熟人社会，这也是目前我们社会形态
的构成。现代化应从改变人的意识形态开始，而村落
的“私人关系”是这种改变的阻碍，因为我们从一出生
就处在中国社会的“人情关系”网中，当你想摆脱他或

者损坏、无视这种关系时，随之产生的就是痛苦、寂寞、
孤独、失落等精神形态。

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也离不开城市的现代化，城市
的工商业吸引着大量的农业人口，也改变着农村的生
产与交换方式；但农民中存在的“小农意识”与中国现
代化之间，乡土人情与法治社会之间依然存在着冲突，
怎么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需要我们不断努
力探索的课题。

2011年，《黄河边的中国》这部“中国内地农村的
百科全书”以巨大的现实感与深刻的历史感与《孙子兵
法》一起，被英国《卫报》列入人类有史以来100种“最
伟大的非虚构图书”，这次同时入选的有柏拉图的《会
饮篇》、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共产
党宣言》等。曹锦清先生继承了梁漱溟、费孝通他们在
20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关于中国乡村建设与田野调
查的优良传统，由他直达村落、农舍、田间的现场所写
的这部著作，应该说是20世纪关于中国“三农”问题的
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是一部能让我们认清自己的来
龙去脉的书，对当今的中国农村建设与治理具有借鉴
意义。 （据《河南日报》作者：墨白）

对中国农村的理性关注
——重读《黄河边的中国》

《黄河之旅》是美国作家、著名汉学家比尔·波特深
度对话中华母亲河的行走笔记，书中囊括了黄河沿途
重要历史遗迹、自然景观、风土人情及作者的所思所
感。作者的外国人的特殊视角，使得其对途中遇到的
诸多现象拥有独特的感悟与思考，这不仅再现了20世
纪90年代中国黄河沿岸的风土人情，也展示了两种文
化的碰撞与交融。

凭借着对中国文化的热情和对黄河之源的强烈好
奇，1991年3月，比尔·波特从黄河入海口——东营出
发，沿黄河逆流而上，途经济南、郑州、洛阳、延安、包
头、临夏等20多个城市，历时两个多月，踏遍中华文明
的起源之地，最终到达约古宗列盆地的黄河源头，成为
当代第一位成功到达黄河源头的西方作家。

2012 年，比尔·波特将当年的文化之旅整理成
书。在书中，比尔·波特道出了黄河之旅的初衷：“五千
年前，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此后一直到宋朝，那
一带都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地带，持续了四千年。我要
走遍整个黄河流域，更多地了解成就了如此伟大文明
的事件、人物和景观。”

从泰山上刻有“孔子登临处”的石坊，到邹城纪念
“孟母三迁”的大庙，从石门山上李白杜甫珍重道别
的凉亭，到少林寺后达摩祖师面壁九年的石洞，从灵
宝老子骑青牛而过的函谷关，到芮城永乐宫中的吕
洞宾墓……比尔·波特向读者详述了黄河沿岸各地

的历史遗迹和民间传说，展现了数千年来中华民族
承受的苦难坎坷和创造的灿烂文化。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比尔·波特从山东东营到黄
河源头的黄河之旅中，洛阳也是其中的重要一站。《黄
河之旅》一书中有《洛阳：翩翩白马自西来》一章的内
容，其中详细记录了他对洛阳的印象。从《洛阳：翩翩
白马自西来》一章的内容可知，比尔·波特的洛阳之行
日程很满，在一天时间里，他除前往龙门石窟、白园、关
林外，还到白马寺、北邙古墓博物馆(洛阳古代艺术博
物馆)、汉光武帝陵参观，以此来寻找洛阳这座城市中

“黄河流域成就伟大文明的事件、人物和景观”。
此外，比尔·波特在书中也记录下黄河流域各地自

然景观和风土人情。入海口荒凉的滩涂、菏泽的碧绿
牡丹田、涛声入梦的大禹渡、雄伟壮观的壶口瀑布、榆
林的沙地植物园、青铜峡的羊皮筏漂流、一望无际的青
海湖、牧草青青的约古宗列盆地……美丽的自然风光
也是书中一大亮点。 （本报综合）

书 林 撷 英书 林 撷 英

追寻黄河足迹 对话中华文明
——读《黄河之旅》

扫二维码，阅读比尔·波特书中
《洛阳：翩翩白马自西来》章节

短网址：http://shouji.lyd.com.cn/n/977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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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文化根脉 致敬黄河民艺
——读《黄河十四走》

黄河是母亲河，是华夏文明的生命河。依黄河而居
的先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它们从邈远的史
前时期，绵延数千年。“今天，残存的古老民俗正面临前所
未有剧烈的文化转型危机。”杨先让在《黄河十四走：黄河
民艺考察记》（简称《黄河十四走》）一书的序言里如是说。

为了“走黄河，访民俗”，杨先让从 1986 至 1989
年，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带领靳之林、冯真等人，扛着
摄像机、录音机、照相机和画夹，足迹踏遍青海、甘肃、
宁夏、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等地，整理了数万字
笔记，拍了数千张照片，研究了上百种民间艺术品，系
统地进行了一番全面周到的田野考察。最终，诞生了
这部由杨先让和女儿杨阳合撰的装帧精良、文图并茂
的民艺“纸上博物馆”《黄河十四走》。

这座“博物馆”陈列的“展品”主要包括石雕、岩画、
瓷器、木偶、皮影、面花、剪纸、刺绣和布制品等。这些

“展品”的共性很明显，杨先让归纳为“黄土文化与本原
艺术”。中国神话很早就有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这也
是黄河文化最初的起源。从这些民间工艺品的材质来
看，或直接取之于土，或是从土里长出的植物、粮食或
加工品，最终都会“尘归尘，土归土”。从它们的造型和
式样来看，同样具有“土里土气”的特点，无非就是一些
日、月、山、鸡、鱼、蛙、虎、猴、龟或者各式形态的小孩
儿，颜色也无非就是金白、木青、水黑、火红、土黄等几
种基本色。似乎年年岁岁，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但毋庸置疑，民间艺术表达了一种传承的力量，这
是中国美学、哲学与百姓生活、民俗与习尚的结合成

果。诚如杨先让所说，“程式化是中国艺术的普遍倾
向，也是整个民族艺术的共同特点”。民间工艺的意象
符号很明确。比如，五色其实就是五行的具化运用；那
些被广泛运用的飞禽走兽，或者阳物的拟态造型，则有
着阴阳相交而生万物的暗示，而万物有灵，于是可以用
来祭天地、拜祖先、祀鬼神、驱邪魔、求庇佑、望子孙繁
衍，以信仰纾解苦难、连通生死。因此这些民艺品主要
用于婚丧嫁娶、庙会宴席。除了专门的民间工匠，心灵
手巧的农村妇女也是创作者队伍的一支主干力量。她
们在做家务之余，热情地投入手工艺创作，她们并不懂
得何谓“艺术”，却时时刻刻在创造美，这也是民间艺术
的一大特点，这种“业余性”也是自发的无拘束的创造
力的蓬勃源泉。

近代中国，无论物质文化，还是精神生活、社会习
俗，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实施
的这次黄河流域民间艺术考察，并非个例。除了走黄
河，当时的神州大地正在到处兴起漂流长江、走遍长城
等类似行动。这股潮流实际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热烈
回归。尤其是在面临全球化挑战的当下，以黄河文化
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日益衰微，乡村家园渐行渐远，“走
黄河”既是抢救的迫切需要，也是对回归的呼唤。在这
部作品里，我们能时时听见杨先让作为民艺工作者的
心声，也能隐约感受到，传统的民间文化在我们的当代
生活中投下的影子、在我们当代人头脑里塑造的理念，
远比我们意识到的要多得多。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作者：赵青新

好 书 推 介好 书 推 介

《天下黄河》
作 者 薛小荣
出版社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天下黄河》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大
河上下，主要讲述历代以来对黄河河源的探
索求知、傍水而居的华夏先民的争斗融合，以
及今人治理水患战天斗地的坚韧抗争。下
篇：黄河摇篮，主要讲述黄河孕育了中华文
明。从远古洪荒岁月里走出的大禹，到仰韶
炊烟下华夏先民闪烁的智慧之光，从黄河文
明中的璀璨明珠——开封，到黄河儿女抗争
不屈的时代呐喊——保卫黄河，黄河以其甘
甜的乳汁，使中华民族在历经各种磨难之时，
仍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黄河九曲颂》
编 著 李毅
出版社 研究出版社
本书以黄河为主线，循着黄河的足迹，领

略黄河源头的清澈、上游峡谷的宛转、黄土高
原的苍茫、中下游的雄浑及黄河入海口的奔
腾，领略黄河沿岸的自然和人文景观，感受黄
河所孕育滋养的深厚文化底蕴。书中一幅幅
精美的图片，不仅仅为黄河流域留下很优美
很生动的原始资料，别具匠心的拍摄角度和
方式更赋予了它们震撼心灵的人文光辉。

《守望大河》
编 著 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
出版社 黄河水利出版社
本书既有对“十一五”以来黄河水文加快

发展、服务治黄、服务社会的客观总结，也有
对一线水文职工栉风沐雨，搏激流、战险滩、
斗寒暑，为黄河健康安澜测报预报水情的生
动描述，文字朴实、故事感人、可读性强。

《一条大河》
著 绘 于大武
出版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为了向少年儿童介绍母亲河，作者从黄河

的源头开始讲述，顺着黄河流经的路线，一直
到渤海，多维度呈现了黄河流域的地理、历史
与民族文化，不仅展现出一条古老而浪漫的黄
河，也呈现出一条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息息相关
的大河。作品采用壁画与绘本结合的方式，每
个对页中的内容丰富详实，包含地理、人文、民
俗与风情，从黄河源头一直描绘到入海口，是
一部名副其实的黄河图像百科全书。

（本报综合）

黄河之水润华夏。千百年来，黄
河沿岸，大河风光波澜壮阔；黄河域
内，大河文明灿若星河。受黄河滋
养，依河而居的先人们创造了丰富多
彩的民族文化，它们从邈远的史前
时期，绵延数千年，植根于老百姓的
日常，随同生活的变迁生长、发展。
让我们跟随着文学的脚印，再次走
近黄河、品读黄河，探秘黄河古都的
历史文化密码，“体验”黄河岸边的
乡村生活，搜寻黄河流域的民间艺
术，感受黄河文明的厚重与精彩。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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