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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文化
力量，是最深沉、最持久、最强大的力量。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从世界屋脊青
藏高原奔腾而下，黄河一路向东流经内蒙古7个盟市，沿
途形成一个大大的“几”字弯。千百年来，农耕文明与游
牧文明在这里交融集聚，多种文化形态在两岸碰撞凝

聚，黄河以其雷霆万钧的气势、兼收并蓄的胸怀、慈养
万物的挚爱，孕育了深沉厚重、多元融合的黄河文化，
见证了走出苦难、迎来新生的奋发崛起，铸造了不惧艰
险、敢于斗争的民族精神。黄河不仅仅是一条地理之
河，更是一条沉淀着民族记忆、民族精神的“文化之
河”。大力弘扬黄河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对内蒙古有着十分特殊和重大的意义。

传统文化只有闪耀时代精神，才能具有更久远的生
命力。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

族的血脉之根，让黄河文化在新时代熠熠生辉，就要强
化同根同源的民族认同，进一步激发爱国情怀，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不断造福人民；就要秉持海纳百川、革故鼎新的
理念，全力提升开放格局，营造创新氛围；就要珍视和谐
共生的生态智慧，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
质量发展新路子。让黄河文化融入时代旋律，焕发强大
生命力，方能凝聚更多强劲精神力量，用无数涓滴汇成
千顷澄碧，奏响新时代的黄河大合唱，不断在高质量发

展的道路上实现新的跨越。
1948年3月，毛主席在陕北川口东渡黄河时，站在

摇晃的小木船上，望着滚滚黄河水，深深感叹：“你可以
藐视一切，但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
这个民族。”敬畏黄河、保护黄河、发展黄河，把丰厚的文
化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把宝贵的精神财富持续弘扬起
来，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就定能汇成奋勇争先、共谋发
展的时代洪流，在母亲河畔书写内蒙古更加亮丽的发展
新篇章。

万年奔流 文明发源

大江大河孕育人类文明。两河流域诞生了两河文
明，尼罗河流域孕育了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恒河流域诞
生了古印度文明，而黄河流域则孕育了华夏文明。

处于祖国正北方的内蒙古，是黄河流经的最北端，著名
的黄河“几”字弯顶端的那一横就在内蒙古境内。这里，曾
孕育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文明的曙光；这里，也曾是农耕文明
与游牧文明碰撞融合、迸发活力的核心地带。

流经内蒙古段的黄河约830公里，多条支流虬曲迴转，
逶迤流远。其中之一的大黑河，发源于乌兰察布市卓资县
坝顶村，流经阴山中段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呼和浩特大青山
南麓的冲积平原，在托克托县河口汇入黄河。

这是黄河上游的最后一条支流，冲积而成的前套地
区，开阔而平坦。如此气韵，也沉淀在50万年前大窑遗
址远古先民的意识和精神里，形成了黄河流域华夏祖先
早期的文化思维与文明观念。

那是遥远的旧石器时代，距今约30-70万年。今
天，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郊的大窑文化遗址，正张开怀
抱迎接八方游客，向人们无声地诉说着当时的人类活动
留下的文明履痕。

“大窑文化是目前我国正式发掘的唯一涵盖了旧石
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一处石器制造场，填补了内
蒙古地区旧石器文化的空白，这表明内蒙古阴山南麓一
带是远古人类开展活动之地，时代久远，也是中华文化
发祥地之一。”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内蒙古民族文化建设
研究工程”课题《内蒙古黄河区域文化研究》项目主持人
康建国告诉记者。

另一条著名支流无定河，发源于陕西省北部，流经
内蒙古境内，在鄂尔多斯市南部一望无际的毛乌素沙地
上不断切割，形成了一条七八十米宽的萨拉乌苏峡谷。
远古时期，另一群远古人类曾在这里留下文明的痕迹。

据史料记载，1923年，法国地质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和
德日进在萨拉乌苏峡谷进行调查研究和科学发掘，清理出
200多件人工打制的石制品和骨角制品，特别是发现一枚幼
儿的左上外侧门齿。这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
土地点和地层记录的人类化石，在中国乃至亚洲古人类学
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史上都具有划时代意义。

或许，这就是我们万年之前的共同先祖，是黄河文

明最早的发源。万年奔流的母亲河水穿越时空，
映照着我们共同的影子。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考古学家裴文中
先生首先使用“河套文化”和“河套人”这两个名
词。“河套文化”由鄂尔多斯萨拉乌苏文化遗址和
宁夏水洞沟古人类文化遗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存共
同构成，而“河套人”就以那枚幼儿牙齿为代表。

鄂尔多斯市博物馆副馆长甄自明接受媒体采访时
说，多位地质学家研究认为，河套人生活年代应为3万
—5万年前，是目前中国乃至亚洲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晚
期智人（即解剖学上的现代人）之一。

今天，我们在萨拉乌苏文化遗址景区可以看到，当
时的河套人已经会狩猎、会用火、会制作石器和骨器，专
家研究发现，狩猎不但是当时人类生产生活的最重要活
动，也是人类改变全球环境的最早开始。

这些都是内蒙古黄河区域文明诞生的佐证。黄河
作为中华民族的摇篮，催生了最优秀的文化，留下了思
想和智慧，她是人类文明曙光升起的舞台之一。

在黄河北岸的阴山岩壁上，生活在这里的各个历史
时期的先民们镌刻出千姿百态的岩画，有动物和飞禽，
也有人类狩猎、乘骑、放牧、舞蹈的场景，还有象征天体
崇拜的日月星辰等大量符号和标记，为今天的我们留下
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也勾勒出了共同的文化记忆。

从旧石器时代的大窑先民，到东胡、匈奴、契丹、蒙
古、女真等少数民族的更迭沉浮，浩瀚史海波澜壮阔，多
姿多彩的文明此起彼伏、交融汇聚、交相辉映。

河套地区自古引黄灌溉工程纵横交错，从秦渠、汉
渠到清代的后套八大渠，这些灌溉工程让河套地区成为

“塞上江南”。而今，横跨在黄河上的海勃湾水利枢纽、
三盛公水利枢纽等大型水利工程，既是中华民族思维方
式和文明逻辑的薪火相传，也见证着中华民族的勤劳与
智慧、中华儿女的拼搏与奋斗。

无数中华儿女创造的先进物质文明——农耕技术、天
文历法、数理算术、传统医药、彩陶瓷器等，均率先在黄河流
域诞生、发展，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老子、孔子、墨子、庄子等一大批思想家，百家争鸣、群星璀
璨，他们的思想在黄河滋润的黄土地上萌发、扎根、成长、壮
大，他们的精神文化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基本品格，深刻影响
着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其中的精髓更是对后
世影响深远，对现代文明的影响依然可见。

黄河就像母亲一样哺育了沿河而居的各族中华儿

女。黄河儿女淳朴温厚、刚毅不屈，热爱家乡、依恋故
土，世世代代都烙印着黄河文化和黄河精神的鲜明印
记，张扬着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黄河品格，赓续着母亲河
特有的文化基因。他们勤劳质朴、崇礼亲仁、热烈奔放、勇
猛刚健的品质，源源不断地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
同熔铸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

这种精神，早已深入骨髓、融入血脉——由汉族和
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从古老的
黄河岸边走来，从厚重的历史深处走来。

千年传承 血脉相通

“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过程当中，各个
地区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了自己的
贡献。内蒙古黄河流域也不例外，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格局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副研究员翟禹说。

当黄河之水流经秦汉王朝的时空，活跃在现在的黄
河内蒙古段一带的北方民族主要是匈奴。他们时常南
下，与中原王朝你来我往、互动频繁，既有激烈的碰撞，
更有和谐的乐章。其中，和亲就是彼此之间交往交流交
融的一种重要方式。

位于呼和浩特城南的“青冢”，见证了中原政权和北方
少数民族政权碰撞融合史上的一件大事——昭君出塞。

“昭君出塞反映出汉匈人民对团结共处、和平共生
的向往和热爱，成为中华大地上各兄弟民族和平友好往
来的典型。”康建国介绍。

今天，在内蒙古黄河文化区域考古发现的各个历史
时期的文化遗存，诸如村落、城址、长城、墓葬以及各类
文物，都留下了当时移民实边、民族交融、社会生产、军
政建置等丰富多彩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印记。

跨越战国至汉唐的盛乐遗址，记载着游牧民族匈
奴、鲜卑融合中原文化、建立政权、发展壮大的历史；巍
巍白塔屹立不倒、丰州遗址内涵广博，讲述着辽、金、元
时期的风云岁月……

亘古流淌永不停息的母亲河水，映照着秦汉隋唐的
雄风，滋养着元明清的一统，见证六合同风、九州共贯。

她不仅从物质上孕育了丰厚的自
然资源，而且在精神上注入了雄
浑的中华文明能量，让伟大的中
华民族精神根脉更加强壮而深
邃、内涵更加丰富而博大。

黄河，是孕育生命的乳汁，也
是千古经略发展的命脉，更是延续文化基因的血脉。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根基。优秀
的中华传统文化在黄河流域诞生、发展，黄河沿岸的古
城、古道是通往西域、通往世界的商贸集散地和重要通
道。上溯秦汉、延及唐宋，中华文明孕育出的诸多先进
技术、丰沛物产和优秀文化从黄河流域源源不断向世界
传播，彰显出泱泱大国的文化气派。

当秦时明月映照黄河之水，一个人类交通发展史上
的传奇在河套大地俏然发端。

位于包头市九原区的麻池古城，经考证为战国、秦
朝时期的九原郡，也是汉代五原郡治。秦朝时期，劳动
人民修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条“高速公路”——秦直道，
此处正是起点。

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沟通东西南北的十字路口，不仅
地势平坦、道路便利畅达，而且靠近黄河，水源充足，十
分宜居，适合开展商贸往来，进行物资交流。

在大一统的王朝时代，比如秦汉、隋唐和蒙元时期，
这里作为大一统王朝的有效控制区域，朝廷会采取有力
措施加强这一地区与中原、首都等核心地区的交流和联
系。继秦朝修建“直道”，历代设置郡县，隋唐建立“参天
可汗道”，设置羁縻州府，到蒙元时期，这一带更是有着
畅通的驿路系统。

蜿蜒在黄河沿岸的草原丝绸之路，也是北方各民族
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
互帮助的重要见证。这条交通路线进而连通更多国家
和地区的商贸之路，绵延万里之遥，延续了数千年。

文化具有流动性，既向外流动，也向内流动。在贺
兰山、阴山、黄土高原和沙漠“包围”下相对封闭的环境
中，黄河成为实现文化传播的重要通道。

“正是黄河这一通道促成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尤
其是草原丝绸之路。黄河文化的影响从这些通道走出
去，其他文化从这条通道走进来。”翟禹介绍，这条通道
最近一次兴盛并造成重大影响，是在清初形成以福建武
夷山、湖北汉口等地为源头，一路向北跨越大半个中国，
穿过蒙古高原至俄罗斯圣彼得堡等地行程过万里的国

际商贸通道，是草原丝绸之路在这一时期的新发展。由于商
路上最著名的商品是茶叶，因此又被称为“万里茶道”。

在万里茶道上，茶叶是最为著名的明星商品。不仅如
此，茶叶还在贸易中充当了货币角色，“行人入其境，辄购砖
茶，以济银两所不通”。

这条商贸通道影响巨大，诸多城市因此出现并日益繁
盛。“以内蒙古包头市为例，历史上本是一个小村落，却因为
黄河的一次改道，使这里成为新的黄河码头。”翟禹说。

清代西北通道的打通，使草原丝绸之路上的商贸活动
再度繁盛，包头这个水旱码头借势崛起，从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小村落，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中国西北地区著名的皮毛
集散地。凭借大漠草原的广阔市场和远销俄罗斯等地国
际贸易的兴盛，包头逐渐成为当时新兴的商业城镇。

在包头市九原区麻池镇燕家梁自然村南侧的台地上，
有一处大型元代聚落——燕家梁遗址。元朝时期，这里是
一处繁华的市镇，位于黄河流域内蒙古段的核心地带，是沿
黄河交通要道上的一处重要节点。这一地区在元代以前就
是一处繁华的交通要道，也是东西南北人员往来、物资聚
集、文化交汇之地。

在草原丝绸之路中，内蒙古地区因其独特的地理位
置、自然环境和农牧文化交错带等因素而占有举足轻重的
地位。“从自然地理上看，内蒙古地处蒙古高原南端，是北方
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交往交流交融地带；从政治地理
上看，特别是在契丹、女真等时期，内蒙古地区是当时中国
北方和蒙古高原南端的核心区域。”翟禹介绍。

横贯祖国北部边疆4200余公里的内蒙古，在漫长的
历史长河中，这里的大部分地区都是草原丝绸之路的必经
之地。而今，昂首迈进新时代的内蒙古，已然承担起我国
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时至今日，

“一带一路”倡议已成为全球共识，惠及诸多沿线国家；“中
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全面推进、日新月异；作为中欧班列“中
通道”的重要一环，内蒙古正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上
蓄势发力，全力融入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打
造资源集聚集散、要素融汇融通的全域开放平台，在全方
位扩大开放中增创发展新优势。

悠悠上下五千年。无论风云如何变迁、世事如何更迭，
对伟大祖国的纯真挚爱早已融入内蒙古各族儿女血脉之
中，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始终召唤着中华儿女团结一心、戮力前行。奋进在通往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
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中华
民族“众声”和谐，一曲激扬豪迈的新时代“黄河大合唱”已经
唱响。

百年奋斗 命运与共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共同培育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
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支撑所在，是中华文化传承发
展的魂脉所系。

近代以来，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把中国推向灾难的深
渊，各族人民开始走上团结起来、共御外辱、寻求民族解放的
道路，中华儿女更加团结凝聚。

当梁启超先生以椽笔巨书“中华民族”之时，其中蕴含
的文明浪涛早已奔流万年，庚续的精神血脉早已传承千年。

山河破碎，风雨飘摇。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奋起反抗剥削压迫，同仇敌忾抵御外敌，英雄的内

蒙古人民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次次的挫折，一次次的奋起。
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百年之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共产党诞生，其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担当，让生
活在内蒙古大地上的同胞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曙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民族问题。
中国共产党早期就提出实行‘民族自决’，旗帜鲜明地提
出了‘民族平等’的政治原则，并将革命的种子播洒。”内
蒙古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春子说。

曾经孕育文明曙光的黄河流域，再次点燃希望的火
种。三段地、城川、大青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它们与
延安紧紧相连。

探寻民族出路的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逐渐找到了实现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1947
年4月23日，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召开的内蒙古人民
代表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宣布：内蒙古自
治政府正式成立。

自此，内蒙古各族人民掀开了新的时代华章，和全国人
民一起踏上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征程。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
1959年，全国22个省55个市（地区）300多个企业

伸出援手，送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融融暖意，齐心协力
建包钢，团结一致渡难关，终于使1号高炉提前一年建
成投产，结束了内蒙古不产寸铁的历史，让黄河岸边的
包头赢得“草原钢城”的美名。

中华儿女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空前加强，爱国情
怀空前高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带
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奋进，开创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面貌一新的内蒙古各族儿女空前团结，
在伟大民族精神的传承中汇聚起民族复兴的磅礴之力。

如今，汩汩流深的母亲河水变成了沿岸贫困地区群众
脱贫致富的“幸福河”：种水稻、养虾蟹、开农家乐……渠道纵

横、田陌相连，黄河沿岸一派江南水乡的繁荣盛景。
脱贫路上，一个少数民族都不能掉队。
只争朝夕，尽锐出战；凝心聚力，合力攻坚。内蒙古

自治区同全国同步，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在这片土
地上创造了彻底消灭绝对贫困的人间奇迹。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的内蒙古，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内蒙古各族
儿女心向祖国跟党走的情感纽带更加牢固，生而为中国
人的自豪感、认同感、尊严感，洋溢在每一个内蒙古人的
心头。繁衍生息在黄河两岸的各族儿女，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加团结一心、精神振奋、奋斗前行，因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走
进了视野，离我们越来越近、越来越近……

“黄河对内蒙古的意义重大，黄河内蒙古段的历史
非常重要。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
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
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能够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谈到黄河文化
的重大意义，康建国的眼里露出憧憬而笃定的神情。

同听黄河浪，共饮黄河水。
黄河流域内蒙古段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

区，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各民族同胞辛勤耕耘、携手同行。
历史长河一如黄河般奔腾不息，历经百转千回，那

些无法被岁月冲淡的，必定是一个民族苦苦追寻文明进
步、探求希望和光明的坚定足印；那些始终激励人们前
行的，必定是这个民族前赴后继而矢志不移、立千年而
不倒的伟大民族精神。

征尘不洗、鞍轡不解，2500万内蒙古各族儿女再出
发——

让我们把团结、务实、开拓、拼搏、奉献的伟大黄河
精神，刻写在每一个平凡岗位上，融入不懈的奋斗中。

让我们把涓滴细流汇成一片汪洋，映照出新时代内蒙古
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上笃定前行的矫健身姿。

让祖国北疆的千万家熹微烛火，凝成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如炬动能——吃苦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绝
不罢休！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来源于网络）

〖黄河文化系列报道（上）〗

中华根脉 文化源流
□本报记者 院秀琴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她发源于世界屋脊，从青藏高

原巴颜喀拉山而来，一路向东，在
天地间奔涌，汇入大海。

她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用洪
荒之力冲破万仞千山，滋养万物生
灵，孕育了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

她从乌海进入内蒙古，自西向
东流经阿拉善、鄂尔多斯、巴彦淖
尔、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形
成亚洲最大的自流引水灌区，用甘
甜的乳汁养育着两岸各族人民。

她所孕育的团结、务实、开拓、
拼搏、奉献的黄河精神，激励着一
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百折不挠、自强
不息，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团
结奋斗、拼搏奉献、开拓进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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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
守好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
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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