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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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维持黄河健康生命”系列研究课题之一。
通过河流文化生命在文字、语言、哲学思维、人生修养、文明类型、民族象征等各个方面的广泛表现
的详细论述，发掘河流在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作用，从文化、精神的维度肯定河流的价值，促进
维持河流的健康生命。
可供理论工作者、水利工作者及相关院校师生阅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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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把文化定义为人类一切创造活动的总和，表现在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哲学、伦理道德、神学、法学
、经济学、各门自然科学知识体系、逻辑学、数学等学科中，属于广义的文化定义。
这样的定义对于我们研究河流的文化生命，显得过于宽泛，无从下手，需要对其外延进一步缩小。
另一方面，在当代人类学科布局中，物质层面的事物由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制度层面由政治学、经济
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学科进行研究，思想层面的事物分别属于哲学、宗教等学科，广义的“文化”
学科被瓜分以后，又会发现自己处于一无所有的窘境。
我们认为打破过于宽泛和一无所有的矛盾困局在于把文化提升到精神的高度。
文化作为文明成果的总和，不是分门别类地研究各个学科然后把它们拼盘式地放在一起成为学科大全
，而是发现各个领域所体现的精神。
精神是不同领域的同一性。
像数学、逻辑学、自然科学等普遍性学科，通常是不受不同文化的限制的，这样的学科也能反映文化
精神吗？
其实，所谓普遍性学科，只是近代化的产物。
科学的普遍性也是从近代西方生发和扩展出来，又在东方等国家扎下根的，从而从欧洲的地方性转化
为全人类的普遍性的。
传统东方如中国的逻辑学、数学、化学等，都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这些特点恰恰是文化的反映。
如数学方面中国更加重视数的运算，而不太重视属于几何的形的研究。
在自然观方面，中国是“极端有机的与非机械的性质”1，“怀疑论的有力传统”、“对于自然律的
法学类比”2，没有陷入欧洲长期的有神论与机械唯物论的争论等3。
中国哲学的这些特点恰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精神。
中国的科学在西方看来无疑是地方性知识，但是，其中也包含了普遍性。
发掘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中国文化的普遍性意义，正是本书的意图之一。
为了帮助理解本书采用的文化的定义。
我们按照内涵逐渐丰富、外延逐渐缩小的原则，列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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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河流的文化生命》是河流伦理学体系的组成部分，主要探讨河流在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中的作
用，发掘其文化内涵，从文化、精神的维度肯定河流的价值，促进维持河流的健康生命。
这个题目缘起于黄河，内容则不限于黄河。
所用的材料都是中国文化的，目的在于显示作为地方性知识的中国文化对于当代人类文化的普遍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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