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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总 序

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 甘肃作

为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 不仅是中华

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 而且参与谱写了华夏文

明辉煌灿烂的篇章， 为华夏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甘肃长廊作为古代西北丝绸之路的枢

纽地， 历史上一直是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汇的锋

面和前沿地带， 是民族大迁徙、 大融合的历史舞台，

不仅如此， 这里还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的交汇、 融

合之地。 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 “世界上历史悠久、

地域广阔、 自成体系、 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

个： 中国、 印度、 希腊、 伊斯兰， 再没有第五个； 而

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 就是中国的

敦煌和新疆地区， 再没有第二个。” 因此， 甘肃不仅

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华夏的“民族走廊”

（费孝通） 和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宝库， 而且是

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通

道。

自古就有“羲里”、 “娲乡” 之称的甘肃， 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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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之源 河西故事

传中的人文始祖伏羲、 女娲的诞生地。 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 拥

有 6 项中国考古之最： 中国最早的旱作农业标本、 中国最早的彩陶、 中

国文字最早的雏形、 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 中国最早的“混凝土” 地

面、 中国最早的绘画， 被称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 兴盛于距今

4000—5000 年之间的马家窑彩陶文化， 以其出土数量最多、 造型最为

独特、 色彩绚丽、 纹饰精美， 代表了中国彩陶艺术的最高成就， 达到了

世界彩陶艺术的巅峰。 马家窑文化林家遗址出土的青铜刀， 被誉为“中

华第一刀”， 将我国使用青铜器的时间提早到距今 5000 年。 从马家窑文

化到齐家文化， 甘肃成为中国最早从事冶金生产的重要地区之一。 不仅

如此， 大地湾文化遗址和马家窑文化遗址的考古还证明了甘肃是中国旱

作农业的重要起源地， 是中亚、 西亚农业文明的交流和扩散区。 “西北

多民族共同融合和发展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甘肃的史前时期”， 甘肃齐家

文化、 辛店文化、 寺洼文化、 四坝文化、 沙井文化等， 是“氐族、 西戎

等西部族群的文化遗存， 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此交融互动， 形成了多

族群文化汇聚融合的格局， 为华夏文明不断注入新鲜血液” （田澍、 雍

际春）。 周、 秦王朝的先祖在甘肃创业兴邦， 最终得以问鼎中原。 周先

祖以农耕发迹于庆阳， 创制了以农耕文化和礼乐文化为特征的周文化；

秦人崛起于陇南山地， 将中原农耕文化与西戎、 北狄等族群文化交融，

形成了农牧并举、 华戎交汇为特征的早期秦文化。 对此， 历史学家李学

勤认为， 前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 后者“铸就了中

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 经济和文化格局”， 两者都为华夏文明的发展

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自汉代张骞通西域以来， 横贯甘肃的“丝绸之路” 成为中原联系西

域和欧、 亚、 非的重要通道， 在很长一个时期承担着华夏文明与域外文

明交汇、 融合的历史使命。 东晋十六国时期， 地处甘肃中西部的河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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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地区曾先后有五个独立的地方政权交相更替， 凉州 （今武威） 成为汉

文化的三个中心之一， “这一时期形成的五凉文化不仅对甘肃文化产生

过深刻影响， 而且对南北朝文化的兴盛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张兵），

并成为隋唐制度文化的源头之一。 甘肃的历史地位还充分体现在它对华

夏文明存续的历史贡献上， 历史学家陈寅恪在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中慨叹道： “西晋永嘉之乱， 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

隅， 至北魏取凉州， 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 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

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 故此 （北） 魏、 （北） 齐之源其中亦有

河西之一支派， 斯则前人所未深措意， 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也。” “秦

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 其文化上续汉、 魏、 西晋之学风， 下开 （北）

魏、 （北） 齐、 隋、 唐之制度， 承前启后， 继绝扶衰， 五百年间延绵一

脉”， “实吾国文化史之一大业”。 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时期,中原魏

晋以降的文化转移保存于江东和河西 （此处的河西指河西走廊， 重点在

河西， 覆盖甘肃全省———引者注）， 后来的河西文化为北魏、 北齐所接

纳、 吸收， 遂成为隋唐文化的重要来源。 因此， 在华夏文明曾出现断裂

的危机之时， 河西文化上承秦汉下启隋唐， 使华夏文明得以延续， 实为

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链条。 隋唐时期， 武威、 张掖、 敦煌成为经济文化

高度繁荣的国际化都市， 中西方文明交汇达到顶峰。 自宋代以降， 海上

丝绸之路兴起， 全国经济重心遂向东、 向南转移， 西北丝绸之路逐渐走

过了它的繁盛期。

“丝绸之路三千里， 华夏文明八千年。” 这是甘肃历史悠久、 文化

厚重的生动写照， 也是对甘肃历史文化地位和特色的最好诠释。 作为华

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这里的历史文化累积深厚， 和政古动物化石群和

永靖恐龙足印群堪称世界瑰宝， 还有距今 8000 年的大地湾文化、 世界

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 被誉为“东方雕塑馆” 的天水麦积山石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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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拉卜楞寺、 “天下第一雄关” 嘉峪

关、 “道教名山” 崆峒山以及西藏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历史见证的武

威白塔寺、 中国旅游标志———武威出土的铜奔马、 中国邮政标志———嘉

峪关出土的“驿使” 等等。 这里的民族民俗文化绚烂多彩， 红色文化星

罗棋布， 是国家 12 个重点红色旅游省区之一。 现代文化闪耀夺目，

《读者》 杂志被誉为“中国人的心灵读本”， 舞剧 《丝路花雨》 《大梦敦

煌》 成为中华民族舞剧的“双子星座”。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在

甘肃境内蜿蜒 900 多公里， 孕育了以农耕和民俗文化为核心的黄河文

化。 甘肃的历史遗产、 经典文化、 民族民俗文化、 旅游观光文化等四类

文化资源丰度排名全国第五位， 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总之， 在甘肃

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 孕育形成的始祖文化、 黄河文化、 丝绸之路文

化、 敦煌文化、 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等， 以其文化上的混融性、 多元

性、 包容性、 渗透性， 承载着华夏文明的博大精髓， 融汇着古今中外多

种文化元素的丰富内涵， 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传承和精神财富。

甘肃历史的辉煌和文化积淀之深厚是毋庸置疑的， 但同时也要看

到， 甘肃仍然是一个地处内陆的西部欠发达省份。 如何肩负丝绸之路经

济带建设的国家战略、 担当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 如何充分利用

国家批复的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这一文化发展战略平台， 推

动甘肃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和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 成为甘肃面临的新

的挑战和机遇。 目前， 甘肃已经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 与建

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统筹布局， 作为探索经济欠发达但文化资源富集

地区的发展新路。 如何通过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使华夏的优秀文

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以激活， 成为融入现代化进程的“活的文化”，

甘肃省委书记王三运指出， 华夏文明的传承保护与创新， 实际上是我国

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 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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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能够缓冲迅猛的社会转型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 使传统文化在保护

区内完成传承、 发展和对现代化的适应， 最终让传统文化成为中国现代

化进程中的“活的文化”。 因此， 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建设原则应该

是文化与生活、 传统与现代的深度融合， 是传承与创新、 保护与利用的

有机统一。 要激发各族群众的文化主体性和文化创造热情， 抓住激活文

化精神内涵这个关键， 真正把传承与创新、 保护与发展体现在整个华夏

文明的挖掘、 整理、 传承、 展示和发展的全过程， 实现文化、 生态、 经

济、 社会、 政治等统筹兼顾、 协调发展。 华夏文化是由我国各族人民创

造的“一体多元” 的文化， 形式是多样的， 文化发展的谱系是多样的，

文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 因此， 要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华夏文化与现

代文化、 与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华夏文化现代化的自身逻辑， 让

各族文化在符合自身逻辑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 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

护和文化生态保护的问题， 在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中设立文化生态保护

区， 实现文化传承保护的生态化， 避免文化发展的“异化” 和过度开

发。 坚决反对文化保护上的两种极端倾向： 为了保护而保护的“文化保

护主义” 和一味追求经济利益、 忽视文化价值实现的“文化经济主义”。

在文化的传承创新中要清醒地认识到， 华夏传统文化具有不同层次、 形

式各样的价值， 建立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不是在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洪流

中开辟一个“文化孤岛”， 而是通过传承创新的方式争取文化发展的有

利条件， 使华夏文化能够在自身特性的基础上， 按照自身的文化发展逻

辑实现现代化。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总摄、 整合和发展华夏文

化的内涵及其价值观念， 使华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现代语境中得到激

活， 尤其是文化精神内涵得到激活。 这是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理性、

科学的文化认知与文化发展观， 这是历史意识、 未来眼光和对现实方位

准确把握的充分彰显。 我们相信， 立足传承文明、 创新发展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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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推进， 甘肃一定会成为丝绸之路经

济带的“黄金段”， 再次肩负起中国向西开放前沿的国家使命， 为中华

文明的传承、 创新与传播谱写新的壮美篇章。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策划出版了

这套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 “丛书” 以全新的文化视角和全

球化的文化视野， 深入把握甘肃与华夏文明史密切相关的历史脉络， 充

分挖掘甘肃历史进程中与华夏文明史有密切关联的亮点、 节点， 以此探

寻文化发展的脉络、 民族交融的驳杂色彩、 宗教文化流布的轨迹、 历史

演进的关联， 多视角呈现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文化独特性和杂糅

性， 生动展示绚丽甘肃作为华夏文明之源的深厚历史文化积淀和异彩纷

呈的文化图景， 形象地书写甘肃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突出贡

献， 将一个多元、 开放、 包容、 神奇的甘肃呈现给世人。

按照甘肃历史文化的特质和演进规律以及与华夏文明史之间的关

联， “丛书” 规划了“陇文化的历史面孔、 民族与宗教、 河西故事、 敦

煌文化、 丝绸之路、 石窟艺术、 考古发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 河陇人

物、 陇右风情、 自然物语、 红色文化、 现代文明” 等 13 个板块， 以展

示和传播甘肃丰富多彩、 积淀深厚的优秀文化。 “丛书” 将以陇右创世

神话与古史传说开篇， 让读者追寻先周文化和秦早期文明的遗迹， 纵览

史不绝书的五凉文化， 云游神秘的河陇西夏文化， 在历史的记忆中描绘

华夏文明之源的全景。 随“凿空” 西域第一人张骞， 开启“丝绸之路”

文明， 踏入梦想的边疆， 流连于丝路上的佛光塔影、 古道西风， 感受奔

驰的马蹄声， 与行进在丝绸古道上的商旅、 使团、 贬谪的官员、 移民擦

肩而过。 走进“敦煌文化” 的历史画卷， 随着飞天花雨下的佛陀微笑在

沙漠绿洲起舞， 在佛光照耀下的三危山， 一起进行千佛洞的千年营建，

一同解开藏经洞封闭的千年之谜。 打捞“河西故事” 的碎片， 明月边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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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歌情怀让人沉醉， 遥望远去的塞上烽烟， 点染公主和亲中那历史深

处的一抹胭脂红， 更觉岁月沧桑。 在“考古发现” 系列里， 竹简的惊世

表情、 黑水国遗址、 长城烽燧和地下画廊， 历史的密码让心灵震撼； 寻

迹石上， 在碑刻摩崖、 彩陶艺术、 青铜艺术面前流连忘返。 走进莫高

窟、 马蹄寺石窟、 天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 炳灵寺石窟、 北石窟寺、

南石窟寺， 沿着中国的“石窟艺术” 长廊， 发现和感知石窟艺术的独特

魅力。 从天境———祁连山走入“自然物语” 系列， 感受大地的呼吸———

沙的世界、 丹霞地貌、 七一冰川， 阅读湿地生态笔记， 倾听水的故事。

要品味“陇右风情”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神奇， 必须一路乘坐羊皮

筏子， 观看黄河水车与河道桥梁， 品尝牛肉面的兰州味道， 然后再去神

秘的西部古城探幽， 欣赏古朴的陇右民居和绮丽的服饰艺术； 另一路则

要去仔细聆听来自民间的秘密， 探寻多彩风情的民俗、 流光溢彩的民间

美术、 妙手巧工的传统技艺、 箫管曲长的传统音乐、 霓裳羽衣的传统舞

蹈。 最后的乐章属于现代， 在“红色文化” 里， 回望南梁政权、 哈达铺

与榜罗镇、 三军会师、 西路军血战河西的历史， 再一次感受解放区妇女

封芝琴 （刘巧儿原型） 争取婚姻自由的传奇； “现代文明” 系列记录了

共和国长子———中国石化工业的成长记忆、 中国人的航天梦、 中国重离

子之光、 镍都传奇以及从书院学堂到现代教育， 还有中国舞剧的“双子

星座”。 总之， “丛书” 沿着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 探究华夏文明演变

的轨迹， 力图实现细节透视和历史全貌展示的完美结合。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积累多年的文化和出版资源为基础，

集省内外文化精英之力量， 立足学术背景， 采用叙述体的写作风格和讲

故事的书写方式， 力求使“丛书” 做到历史真实、 叙述生动、 图文并

茂， 融学术性、 故事性、 趣味性、 可读性为一体， 真正成为一套书写

“华夏文明之源” 暨甘肃历史文化的精品人文读本。 同时， 为保证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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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准确性和严谨性， 编委会邀请了甘肃省丝绸之路与华夏文明传承

发展协同创新中心、 兰州大学以及敦煌研究院等多家单位的专家和学者

参与审稿， 以确保图书的学术质量。

《华夏文明之源·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

2014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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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在“中国玉石之路与齐家文化研讨会”
暨“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动” 启动仪式上
的讲话

今天的会议是我到甘肃工作以后参加的最有特

色的会议， 很高兴能有这次机会与各位学者进行交

流。 刚才听到了各位专家学者发言， 很受启发。 借

此机会， 我表达几点想法。

一、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需要更深厚的学术

研究作理论支撑。

从文化的角度讲丝绸之路， 一般会从佛教说起，

即所谓“西佛东渐”。 佛教文化影响了从东到西早期

的一些王朝， 包括北魏等少数民族以及后来的大唐

王朝等。 佛教文化千姿百态， 其核心文化内涵仍然

是“和”，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就是这个含义。

今天会议主题中的玉文化也有一个传承的过程。

叶舒宪老师的文章中提到， 历史上更早、 或比佛教

文化还早的是西玉东输， 此后是西佛东渐。 西玉东

输到内地这个过程， 物质化的是玉， 精神化了的是

文化， 文化的内核仍然是“和”。 正所谓“化干戈为

玉帛”。 因此， 丝绸之路的文化精神， 概括为一个

字， 就是“和”。 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文化， 又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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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到目前为止仍然活态传承着的文化， 这一点非常不容易。 当然， 它与

其他事物发展规律是一样的。 比如敦煌， 经过嬗变， 其活态传承到了洛

阳、 内地， 有的在唐蕃古道形成后， 与藏传佛教又有融合， 藏传佛教现

在也是活态的。 西玉东输的过程也是如此， 现在真正活态着、 物化着的

玉的文化表达多数不在产地， 这些地方现在已经成为被封存的文化遗

产。 目前， 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要以考古学为基础， 在学术上把这

些离我们很远的， 已经“碎片化”、 “隐形化”、 “基因化” 的文化源头

用现代科技手段和研究方法重新挖掘出来， 使得历史和现在能够一脉相

承地衔接下来， 并表达清楚，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华夏文明保护传

承创新区建设以来， 我们侧重于包括佛教文化在内的其他早期文化的挖

掘、 整理、 研究， 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传承。 甘肃是华夏文明发祥

地之一， 如果我们再不搞这些基因化的东西， 它们可能就会离我们越发

久远， 再过几代也许会失传。 可喜的是， 今天由 《丝绸之路》 杂志社、

西北师范大学组织承办玉文化研讨会， 汇聚了叶舒宪、 赵逵夫、 叶茂林

等一批专家， 专题研究玉石之路和齐家文化 （也以玉为核心）。 这是一

件很有眼光的事。 也许今天参与研究的人数不多， 但可能会载入史册。

二、 把玉文化作为重要课题， 填补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内容建设的

空白。

现在， 提到马家窑文化却跳开齐家玉文化， 这是有问题的。 马家窑

可以上溯到 4000~5000 年， 大地湾彩陶可以上溯到 8000 年左右， 但在

此过程中， 范围更大的、 对文化研究影响更久远的， 在中国的文化内核

中所坚守的最核心的文化价值在“玉”， 而不在“陶”。 如果丢了“玉”，

就把灵魂性的东西遗失了。 在此之前， 这一部分研究有所忽略、 重视不

够。 本次会议和考察活动弥补了这个缺憾， 强化了这个课题的研究， 让

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内容建设、 理论研究、 学术探讨更加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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