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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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草里"、 "娟乡"之称的甘肃，是相



传中的人文始祖伏毒草、女娟的诞生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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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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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型到当到j甘肃的史前时期

文化\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四坝文化、沙井文化等，是"民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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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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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定了中华民族的礼仪与道德传统

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丰格各局

产生了决定性的影H晌向 O

自汉代张蓦通西域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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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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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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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陈寅恪在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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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拉卡楞寺、 "天下第一雄关"嘉峪

关、 "道教名山"腔曲同山以及西藏归属中央政府直接管理历史见证的武

威臼塔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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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读者》杂志被誉为叩国人的心灵读本舞剧他路花雨》 忱梦敦

煌》成为中华民族舞剧的"双子星座"。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一一黄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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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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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融入现代化迸程的"活的文化

甘肃省委书i记己王三运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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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昧追求经济利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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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传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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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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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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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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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路略经

济带的"黄金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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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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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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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记亿中描绘

华夏文明之源的全景。随"凿空"西域第一人张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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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滴的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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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进行千佛洞的干年营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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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的一抹烟脂红，更觉岁月沧桑。在"考古发现"系列里，竹筒的惊世

表情、黑水国遗址、长城烽隧和地下画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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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丙灵寺石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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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昕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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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饺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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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丽的服饰艺术;另一路则

要去仔细聆昕来自民间的秘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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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管曲长的传统音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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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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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中国人的航天梦、中国重离

子之光、镇翻ßf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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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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工开物:山水之城的别样丰姿

一座城池在繁衍发展过程中，总会有一些值得世世代代言说的人与

事。对于兰州这座山水之城而言，黄河水车是怎么也绕不过去的话题。

水车是华夏农耕文明的象征，也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

黄河水车则是兰州先民们在由游牧生活向农耕文明转化过程中逐水而

居，认识大自然、利用大自然的重大成果。滔滔黄河水穿越整个城区中

心地带奔流而过，给地处西北高原的山水之城增添了几分温润，多了几

分遐想。黄河水车自明代嘉靖年间在兰州诞生以来， 400 多年来"转转

黄河水，吟唱大河凤"。它的横空出世，极大地推动了金城方圆几百里

范围内的农业生产及种植业的快速发展，提升了两岸农人的生存质量。

"天工开物"有新篇，黄河水车的慷慨馈赠，给兰州城乡带来的巨大变

化和无限的恩泽与福音，使得这座古老又年轻的山水之城独具风范，水

车之都名扬四海。

不可否认的是，金城兰州人中至今特有的"水车情结"挥之不去，

愈来愈烈，浓得化也化不开。"水车文化"的影响力几百年来经过不断

发酵，成为兰州人文精神的寄托与衍射。黄河水车自身所具备的特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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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轮水车(王文元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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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亦成为坊间口口相传的具有某些史诗般的器物崇拜。

读书人在阅读史书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有趣的现象:当

他翻阅到某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时，总有那么极少数的人，总是在不经

意间猛乍乍地浮现在眼前，他们会以其特殊的行为方式及活泼的人格魅

力，留下明晰而光辉的形象，从而成为这座城市弥久常新的史话之一。

他们像流星一样璀琛夺目，在人们的记亿里挥之不去，如霍去病鞭击的

五泉潺潺、左宗棠栽植的柳树成荫、段续创制的水车汲水，从而成为金

城兰州史话的主角之一。假如我们再把话题细分一些，英气逼人大名鼎

鼎的帅哥霍去病和满腹经纶的封疆大吏左宗棠，只能算是兰州这座城市

匆匆过客的话，那么，在外地官宦沉浮几十载回归故里的段续，似乎才

能算是兰州史话中的名角儿。倘若论起官职大小，段续作为为数众多的

厅级干部，似乎并不会因此名扬史册。有意思的是，恰恰是在段续人生

的暮年，谱写了一曲委婉动昕的夕阳红赞歌 金城兰州黄河岸柳成行

的河堤上，金光灿灿的夕阳西下，那个巍峨的身影背后屹立着的那一架

架水车，千回百转，浅吟低唱:

水车园，车水苑，水车国苑水车园，车水转转，水车旋旋，车水圆

圆尧月园。旋转悠悠兮，水车矗水涤潺泛。多少珠矶音，汩汩泛潺奏和

弦。水车千古，旋亦忠桑田。车水千秋，转则拂云烟。水车源，车水

坑，水车源坑水车圈。车水澄清，水车浓浓，车水圆圆舜日圈。 才是立巍

巍焉，水车叠水?氏湛渊。大小珍奇玉，放浑渊湛映穹夭。水车万载，挺

亦瞅游船。车水万年，立贝'J傲坤乾。

高山可以读，流水亦可生以读;秦时明月可以读，汉时的雄关亦可以

读。"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历代文化人的高明之处，

就在于他能在厚厚的历史里，读出一个尘封许久的鲜活人物来。在他们

挥洒自如的笔下，一个原本枯萎的生命，往往就这样在不经意间站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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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明朝的那些事儿，可以由今人任意戏说，明朝的段续，却没T点法

儿戏说。其实原因不外乎于此，他身体力行研发改制的黄河水车，曾经

几百年间一直巍然屹立在黄河两岸，旋转着农耕文明的辉煌。而一架架

水车，构成一种整体感觉上的自然和谐，仿佛只有黄河才可以与之相互

匹配，相互媲美。有趣的是，段氏改制水车的动力，显然不是政府行

为，应该是为段氏家族谋一家之利。因为，在迄今为止所能查阅到的历

史档案中，没有政府最初拨款的任何记录。段续"谋造福于桑梓，遗德

泽于后世成为兰州水车的集大成者。他毕生的智慧和人格魅力，最

终在黄河水车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兰州这座古城因黄河而滋润，水盈田丰，依仗

的却是一轮轮水车。它不但提升了先民的生存质量，而且促进了农耕文

明的繁荣昌盛。人是自然之子，水是生命之源，轮因水而转，车为水而

旋。它既是黄河母亲的慷慨馈赠，也是黄河儿女的智慧结晶。水车成为

农耕文明的最佳载体和先民的精神寄托，更具备了十分深邃的历史内涵

和皇皇大度的外在形式。令人欣慰的是，这些已经断断续续旋转了四百

多年的水车，在 21 世纪的今天，依然巍然挺立着，悠然地旋转着。正

因为此，金城兰州才能以"山水之城·水车之都"而名扬天下。

随着时间的推移，兰州这座看似在粗糙的酒坛子里储存的老酒，散

发着浓浓的醇香，依然是那么令人陶醉。

10061 黄河水车·羊皮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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