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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流是指陆地表面经常或间歇流动的天然水体。
在英语中，河流就是指注入海洋、湖泊或另一条河的天然水流。
汉语词汇丰富，我国对河流的称呼很多，较大的称江、河、川、水，较小的称溪、涧、沟、浜、曲等
。
　　水是文明的载体，与文明的缔造和发展息息相关。
有水的地方就有生机、就有灵性，有河流的地方就具备了文明发生的客观条件，如西亚的两河流域、
非洲的尼罗河流域、印度的恒河与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以及希腊、罗马的地中海区
域，相应地形成了西亚文明、南亚文明、东亚文明和欧洲古典文明。
　　江河湖海等水的因素总是与文明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据（（汉书·西域传》记载，当时西域地区分布着三十余国，故有“西域三十六国”之说。
然而自11世纪起，由于气候的剧烈变化，原本繁盛的西域文明逐渐衰落。
距今约1600年前，西域古国楼兰在辉煌了近500年后竟神秘消亡。
当它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已化成了沉寂于沙漠中的“庞贝古城”。
楼兰古国消亡的主要原因就是河流改道与罗布泊的迁移。
　　河流通常发源于高原或山脉，按其最终归宿，可分为内流河和外流河。
内流河往往源出冰峰雪岭的山区，最终注入内陆湖或是消失在沙漠之中。
世界上最长的内流河是俄罗斯的伏尔加河，中国最长的内流河则是塔里木河。
外流河直接或间接流入海洋。
世界上著名的大河一般都属外流河，如亚洲的长江、黄河、印度河、恒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
、湄公河，非洲的尼罗河、刚果河（扎伊尔河）、尼日尔河、赞比西河，欧洲的多瑙河、莱茵河、叶
尼塞河、泰晤士河、塞纳河，北美的密西西比河、圣劳伦斯河，南美的亚马孙河、哥伦比亚河等。
就中国的河流来说，除了长江、黄河外，重要的外流河还有向东流入太平洋的淮河、海河、辽河、珠
江、黑龙江，向东流出国境再向南注入印度洋的雅鲁藏布江，向北流出国境注入北冰洋的额尔齐斯河
。
　　根据水文和河谷地形特征，河流通常可以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段。
上游多深山峡谷，比降大，流速快；中游在比降和流速都有所减小的同时，河面展宽，流量加大；下
游比降平缓，流速较小，流量大增。
河流还有河源和河口，就是河流的端点与终点。
河源是指河流的源泉或发源地，每条河都有自己的源头，情况不尽相同，或是冰川，或是湖泊，或是
泉水，或是沼泽。
河口指的是河流注入海洋、湖泊、水库、河流（支流流入干流）、沙漠的地方。
在大江、大河的入海口，往往会形成以浅滩或沙洲为特征的三角洲（冲积平原）。
世界上重要的三角洲，如尼罗河三角洲、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多瑙河三角洲、恒河三角洲、长江三角
洲等，不仅是当地经济、文化发展最早、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地质变迁与文明演进的历史见证者
。
　　古希腊人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问的土地称为“美索不达米亚”。
这里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业文明的区域，因而有“人类文明的摇篮”之誉。
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两河流域就出现了十几个城邦，由此进入了早期的国家状态。
在人类历史数千年的演进中，恐怕还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像这个大舞台，先后有几十个民族粉墨登场，
扮演不同的角色。
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古提人、埃兰人、阿摩利人、赫梯人、加喜特人、亚述人、迦勒底人、米底人
、埃及人、腓力斯丁人、希伯来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英国人、美
国人等，或是繁衍混居、或是入侵而来，或是逐鹿厮杀，演绎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悲喜剧，西亚文明
因此而异彩纷呈。
　　世人对古代非洲的认识直到近代还相当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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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地处北非一隅的埃及就代表了整个非洲。
的确，虽然非洲也有突尼斯、加纳、苏丹、埃塞俄比亚等文明古国，但它们留给世界的文化成就始终
无法与古代埃及相提并论。
古埃及的发展之所以领先于周边地区，主要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尼罗河。
所以，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说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
尤其是尼罗河三角洲地带，土地肥沃，人口密集，成为古埃及文明的发源之地和古代“地中海沿岸的
粮仓”。
这条流经非洲东部与北部的世界级大河浇灌出来的“尼罗河之花”无疑是灿烂辉煌的。
在古代世界，埃及文明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尼罗河流域的狭隘范围，无论是西亚文明，还是希腊罗马的
古典文明，都得到了它的滋养。
 　　次大陆的南亚文明近代以前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绝，发展自成一体。
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其早期历史是同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的。
当地人相信，恒河是通往天堂的通道，由此产生了对这条圣河的膜拜。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江、大河在古人心目中的特殊地位。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中国有记录的信史最短。
如果从尚未完全得到证实的夏王朝算起，迄今只有大约4000年。
然而，我们的祖先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天然水体的优势，创造出了令人瞩目的华夏文明。
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同为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前者开发早，文明程度高，长期以来一直是古代中国
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地带；后者自西周武王灭商开始与前者并驾齐驱，日益发展成为东亚文明的
重心。
自唐朝末年起，长江流域的强势地位不断巩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多瑙河是世界上流经国家最多的河流，清清的河水孕育了欧罗巴文明，小约翰·施特劳斯的《蓝
色的多瑙河》更是以优美的旋律展现了它的优雅。
莱茵河则是浪漫欧洲的象征，其如梦如幻的河水好似一首流淌在欧洲大陆的交响曲。
从长度上论，发源于俄罗斯西北部的伏尔加河在欧洲的诸多河流中是当仁不让的第一长河。
与激昂、浪漫、优美的多瑙河、莱茵河、泰晤士河（英国的母亲河）不同，伏尔加河完全是俄罗斯式
的，那低沉、悲怆、浑厚的特点异常鲜明，它既是莫斯科崛起的见证，又是俄罗斯光荣的象征。
 　　地理大发现使新旧大陆的文明发展史归于统一。
随着西方入源源不断地涌入，不论是美洲主要河流的“发现”过程，还是近代美洲文明的发展进程，
都深深地打上了殖民者的印记。
在这种意义上，北美地区的现代文明，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嫁接于“新大陆”的结果。
而在美洲文明的发展中，江河湖海所起的支撑作用是客观的，也是不容置疑的。
例如，作为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国际河流，圣劳伦斯河是五大湖的出水通道，它得益于这个世界上最
大的淡水水体，可以保持稳定的水量。
就美国的崛起而论，河流之于它的影响非同小可。
美国除了坐拥世界上两个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和大西洋外，还独享密西西比河的水利资源，这些都
是其工业文明赖以繁荣的地理条件。
 　　世界上的河流成千上万，其数量之多恐怕是难以计数的。
在这无数的河流中，究竟哪一条最长呢？
也许有人会说是埃及的尼罗河，可南美入只承认亚马孙河。
关于“河流之王”的争论，目前还未见分晓，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亚马孙河所创造的几项世界之最—
—支流最多、流量最大、流域面积最广，是任何其他河流望尘莫及的。
从统计数字来看，亚马孙河的支流总数在1，5万条以上；流量达21，9万立方米／秒，占世界河流流量
的1／5，比尼罗河、长江、密西西比河三条大河流量之和还大；流域面积达691，5万平方公里，与幅
员辽阔的澳大利亚（面积769万平方公里）相差无多。
不仅如此，亚马孙河流域的热带雨林还蕴藏着世界上最丰富多样的生物资源，发挥着“地球之肺”的
独特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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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人类文明史，河流作为客观的资源环境，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十分密切。
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河流的认识以及对与其关系的处理也不尽相同。
前工业社会时期，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不发达，许多民族“逐水草而居”。
在这样的天然环境中，人类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虽然初步学会了对河流的开发和利用，但总体
上对河流仍心存敬畏，依附并崇拜河流，因而与河流维持着不自觉的和谐关系。
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对自然界已失去敬畏之心的人们，借助强大的科技力量，不计后果地对河流进行
掠夺式开发。
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一旦被打破，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一样，河流的生态危机和人类的灾难也
就接踵而至。
 　　随着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日益显现，整个地球生态系统失衡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
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气象组织共同组建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连续发布了四份关于全球变暖的评估报告，以大量事实为据，描述了人类面
临的可怕未来。
依照现今全球暖化的速度，人类离地球两极冰层完全融化的那一天已经越来越近，届时海平面上升，
必将引发洪水、地震、飓风、海啸等灾难，天然气会从海洋中释放出来，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
科学家发出警告说，北极的急剧变暖已经逆转了大约8000年来地球逐渐变冷的趁势。
这表明，如果人类不重视对地球环境的治理与保护，人类文明将难以为继，后果不堪设想！
 　　人类是地球的最大受惠者，也是它最大的威胁。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在气候变暖的严峻现实面前，这种警告绝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未雨绸缪。
如果不及时应对，不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对森林的破坏，亚马孙雨林至多在半个多世纪后就可能完全从
地球上消失。
最新公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亚马孙热带雨林正在以加速度消失，并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进程加快，恶劣
气象天气陡增，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频发。
为了寻求新的、更合理的发展之路，与河流、环境的和谐相处已经成为人类的必然选择。
 　　本书以江河为题，探讨河流、自然及其与人类文明的关系，目的就是要唤起人们的忧患意识和责
任意识，把保护河流、水资源和保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口号变成实实在在的自觉行动，促进生态文明时
代的到来。
 　　姜守明写于南京月光书斋 　　2009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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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水是文明的载体，与文明的缔造和发展息息相关。
有水的地方就有生机，有河流的地方就具备了文明发生的客观条件，如西亚的两河流域，非洲的尼罗
河流域，印度的恒河与印度河流域，中国的黄河与长江流域，以及希腊、罗马的地中海区域，在古代
相应地形成了西亚文明、南亚文明、东亚文明和欧洲古典文明。
其他如伏尔加河、莱茵河、多瑙河、泰晤士河、密西西比河、亚马孙河等，电都在各自文明的发生和
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见证了人类历史的沉浮与各大文明的兴衰。
姜守明、贾雯编写的《世界大河文明》即以江河为题，探讨河流、自然及其与人类文明的关系。
 《世界大河文明》告诉你&ldquo;水可载舟，亦可覆舟&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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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美索不达米亚的上古文化经历了几个不同时期，即原始文化、苏美尔一阿卡德文化、
巴化伦文化、亚述文化等。
早在公元前4000年，苏美尔人作为文明的先驱，就在两河流域建立了规模较大的村镇和城市，开创了
先进的灌溉农业，建筑了威严的神庙，发明了特点鲜明的文字。
公元前3500年，他们还以神庙为中心，兴建了一些以城市为核心、连着周边乡村的城市国家，这些独
立的城邦既是早期文明的象征，又是苏美尔文化的体现。
公元前2371年，来自北方的阿卡德人统一了苏美尔城邦。
他们虽然在文化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建树，却采用了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弘扬了辉煌的苏美尔文
化，这一点类似于后来罗马人对希腊文化的传承。
美索不达米亚是一片人文的土地。
富饶的两河流域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创造了人类最古老的文字、城市和文明，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对
周边各族以及地中海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巴比伦尼亚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入侵者，如阿卡德人、古提人、阿摩利人、亚述
人、迦勒底人、埃兰人、米底人、波斯人、马其顿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英国人、美国
人等等。
这些外来移民一次又一次地成为两河流域的主人，从而使古老的两河文明经受了无数次的蹂躏和考验
。
金戈铁马，狼烟四起，王朝更迭，在经历了长期的征服之后，两河文明依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被传承
了下来；民族混居，语言交流，风俗交汇，在度过了悠悠岁月之后，两河流域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外
来文化的印记，丰富了伊甸园——美索不达米亚文化的内涵。
文明的火种：楔形文字文字是文化的重大成就之一。
在文字产生以前，语言是人们彼此间进行交流的媒介。
没有文字，一个文明社会就很难记录过去的成就，并很难把这些成就传给后人。
起初，人类凭借记忆将语言一代代地往下传承。
由于记忆容易遗忘或失实，而且不能传之久远，因而逐渐发明了结绳纪事、刻痕纪事、结珠纪事等方
法，目的是将语言或思想记录下来、传于后世，最终产生了用以表达思想的图画文字。
如果说语言是原始的、不留痕迹的媒介，那么文字就是记录语言、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的工具。
作为人类特有的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被视为文明的火种，它的发明和应用，被看作是人类脱离野蛮
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象形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最早使用的文字系统。
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人在生产劳动与日常交往的社会实践中，发明了一种独特的象形文字。
这种原始文字是用削成三角形尖头的芦苇秆、木棒或骨棒作为书写工具，刻画在泥版上的，看上去像
一个个木楔子，“楔形文字” 由此得名。
这个名称源于拉丁语，是由cuneus（楔子）和foma（形状）两个单词构成的复合词。
据说，1472年，意大利人巴布洛在伊朗南部最大城市设拉子旅游时，在附近一些古老寺庙残破不堪的
墙壁上发现了这种奇特的文字。
其实，西方人最先看到的楔形文字是经过伊朗高原的波斯人改造过的，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字
有很大的不同。
楔形文字是两河流域宝贵的文化遗产。
书吏用简单的图形把牛、羊、谷物、鱼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动物、植物画下来，后来又逐渐将图
形符号固定下来，而“不再取决于每个书吏的艺术想象力，从而保证了书写与阅读的一致。
”楔形文字最初是刻在石头上的，后来用芦苇秆、木棒或骨棒刻画在黏土制成的半干的泥板上，书写
好后用火烘干，这样制成的泥版书便于使用和保存。
迄今为止，已经发掘出十余万苏美尔文章，大多数刻在黏土板上，著名的神话故事《吉尔伽美什史诗
》就是这样得以保存和广为传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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