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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河流是人类及众多生物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哺育人类历史文明的摇篮。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人类对河流无节制地开发利用，加之自然因素的影响，致使当今全世界范围内许
多河流都面临生存危机。
作为世界上最为复杂难治的河流，黄河的生存危机尤为突出。
流域经济社会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一再突破黄河生命的底线，人与河争水、与水争地的局面越来越严
峻，由此带来的水资源紧缺、河槽萎缩、河道断流、生态恶化、水污染加剧等一系列问题，又反过来
严重制约着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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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黄河水利委员会“维持河流健康生命”系列研究课题之一，本书以黄河沧海桑田为变化为线索，
通过与长江、尼罗河等河流的比较，从人文的视角阐释了黄河顺世界文明发展过程中的贡献，以及她
对沿岸地域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告诉人们：人类文明的光辉不仅仅需要河流的灌溉，更需要沐浴
在这种光辉中的人类善加呵护。
本书可供文化工作者、河流文明研究人员以及广大热心环境保护工作的读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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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年来，随着中国考古研究的进步，不少新的文化遗址被发现、被确定。
加上各地普遍重视地方文化，十分关注本土文化的来源，有些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说中国文化、中
华文明犹如满天星斗，遍地开花。
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报道：某地发现了几千年前的文化遗址，对黄河文明提出了挑战。
或者说某种文化的发现已经改写了中华文明的历史。
也有人认为，黄河被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摇篮的观念已经动摇了。
我们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
尽管我们在黄河流域以外，的确已经发现了很发达的早期文明，比如长江流域，就有河姆渡文化、良
渚文化，它们的规模和发达程度超出了我们原来的想象，比起黄河流域的文化来毫不逊色。
四川的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长江中游中期的古城遗址、稻作文明，的确使我们耳目一新。
北方也是如此，在内蒙古、辽宁等黄河流域以外的很多地方，的确发现了很多与黄河流域早期文明不
同的文化遗址。
近来我看到报道，岭南也发现了5000年前或者更早的文化遗址。
但是为什么这些发现没有能动摇我们对黄河文明的信念或者改变这个事实呢？
因为所有这些文化、这些早期的遗址，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能够证明它们是延续的，是从古
延续到今的。
比如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它们的早期是很发达的，但是以后出现了衰落和断裂，最后不知所终。
照理说，遗址文化层所反映的文明应该是逐渐进步的，但这些遗址中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在几千年
前的一段时间里的确是进步的、发展的，但到了某一阶段却退步了，再往后就消失了。
但是在黄河中下游的遗址大多是延续的，可以从最早阶段连接到先秦、秦汉。
事实上，我们说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是“母亲河”，是可以从下面几个方面找到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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