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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洛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和核心 

河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是指起源于河洛地区的区域性文

化，又不是一般的中国古代区域文化，它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区域文化中

的“核心区域”文化，属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中的“根文化”。历史学

家朱绍侯先生曾在《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一文中指出：“作为

河洛文化圈，实际要超过河洛区域范围。”开封禹王台存有康熙所题“功

存河洛”匾额，同样可以说明，河洛地区的范围要大于我们通常所说的

洛阳平原或洛阳盆地，但洛阳平原无异是河洛地区的核心部位。 

一 

公元前 205 年，西汉高祖刘邦曾初都雒阳（即洛阳），后因娄敬、

张良谏言迁都长安，改原三川郡为河南君，治雒阳，辖洛阳、河南（汉

置县，治王城）偃师、缑氏、平（偃师西北）、平阴（孟津东北）、新

成（伊川西南）、谷城（新安东）、巩、新郑、中牟、开封第 22 县。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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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河南”正式作为行政区划之始，时以洛阳为中心。 

“中国”一词，曾见于《诗经》的一首诗《诗·大雅·民劳》等早

期典籍中。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出土文物可知，“中国”一词最早见于

1965 年陕西宝鸡县所出土的青铜器“何尊”铭文中。何尊为西周初年第

一件有纪年铭的青铜器，系名“何”者作于周成王五年。可以看出，这

里的“中国”，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区，即成周，也即洛阳一带。

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不但最早跨入文明时代，而且在以后的数千

年里，长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 

众所周知，迄今，在全国范围内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原始社会新石

器时代的文化，如长江下游江浙一带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东北辽

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这就是所谓的文化“多元论”或“满

天星斗”说。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人类社会现实“突变”，率先进

入文明时代，出现“国家”，却是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这一点乃

是考古界、历史界绝大多数研究者的共识。 

《史记·封禅书》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

岳，而四岳各如其方，四渎咸在山东”；《逸周书·度邑篇》说：“自

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国语·周语上》又说“昔

伊洛竭而夏亡”，足见河洛地区正是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区。1959 年，

在偃师二里头村南发现、以后又长期进行考古发掘的二里头遗址，经考

证就是“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的“斟鄩”所在地，是夏

王朝的都城。这应是我国“七大古都”（洛阳、西安、北京、南京、开

封、杭州、安阳）中最早诞生的都城，也是最早的洛阳城。由夏以降，

商、西周、东周、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隋、唐、五代后梁、后

唐、后晋均曾建都洛阳，故称洛阳为“九朝古都”（九表示多数）或“十

三朝古都”。洛阳遂成为中国七大古都中，建都最早、建都时间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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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都朝代最多、居住帝王最多的古代都城。 

作为国都、京师、京畿之地，古代洛阳的范围要比今日洛阳市大得

多，一般说来，可以涵盖整个河洛地区，即如前面已经说到的东至郑州、

开封；西至华阴、潼关；南至临汝；北至济源、晋南。嵩岳是驻洛帝王

朝拜之地，武则天“登嵩岳封禅”，故改“嵩阳县”为“登封县”，并

用“万岁登封”年号；少林寺则是魏孝文帝为天竺僧跋陀所建。“洛、

偃、巩、孟、登”，古均属洛阳。巩义市即巩县，因其南依嵩岳，北临

黄河，东有虎牢关，西有黑石关，故曰“巩”，本为洛水入河之地。 

二 

诞生、成长、发展、繁荣于河洛大地的河洛文化，不同于其它的地

域文化，如山东的齐鲁文化、河北的燕赵文化、山西的晋文化、陕西的

秦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两湖的荆楚文化、江浙的吴越文化等等。它

是中央文化、国家文化、国都文化、统治文化，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

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和核心，构成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裴李岗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早期偏晚的一种文化，以首先发现于河洛

文化圈内的新郑市裴李岗而得名。早在 1959 年，就在洛阳市偃师马涧沟

发现了属于裴李岗文化遗存的石磨盘一套；以后，裴李岗文化遗址陆续

在古洛阳范围内的偃师、巩县、登封发现；再后来，在豫西地区又多次

发现，这说明古洛阳地区内是裴李岗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接下来

的仰韶文化，以首先发现于河洛区域内的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河洛地

区是它的中心区域；首先发现于山东省境内的龙山文化，随着考古发掘

的进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根据不同地区的文化面貌，又分别称为山东

龙山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而河洛

地区正是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的中心地区。由裴李岗文化而

仰韶文化、而龙山文化、而夏文化，一脉相承，大约延续了一万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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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系辞上》说： “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

“洛书”被誉为“中国先民心灵思维的最高成就”，可视为中华文明的

第一个高峰和里程碑。相传伏羲氏时，有一匹龙马从黄河浮出，背负“河

图”，还有一只神龟从洛河浮出，背负“洛书”，伏羲依此“图”和

“书”画作八卦，就是后来《周易》一书的来源。而在《汉书·五行志》

中另载有一种出自刘歆的说法：“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

《洪范》是也。”意思是大禹治水的时候，上天赐给大禹一部《洛书》，

大禹对它进行了阐释，这就是《尚书》中的《洪范》了。在后来的长时

期里，人们对“河图”“洛书”作了种种推测、探索、解释，它无异在

客观上反映了河洛地区、河洛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独特而重大的作用。 

今洛阳市孟津县，原有一条古老的河流，全长约 20 公里，流过该县

朝阳镇卦沟村、送庄乡负图村、白合乡上河图村、下河图村，至会盟镇

雷河村附近注入黄河。古来相传，“龙马负图”就在黄河、图河交汇这

一带；今洛宁县西长水村，立有二方古碑，东西并排，面南而立。西边

一方应为汉魏遗物，正面碑文，仅剩一“洛”字；东边一方为清代所立，

正面为“洛出书处”4 个大字。古来相传，“神龟贡书”即在此洛河段。 

三 

有关古籍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

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

位。”“制礼作乐”这一对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历史产生了

深远影响的伟大工程，是周公在洛阳完成的。西周建立后，周公被封于

鲁（今山东境），为辅佐武王、成王，周公未就封，长期住在雒邑，而

由其子伯禽代就封，伯禽遂为鲁国开国之君。孔子曾说过，“殷因于夏

礼，周因于殷礼”，“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这是说，西周总结

继承夏礼、殷礼，继承发扬夏商文化，形成了一套以血缘关系的宗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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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级别严格的等级制为基本制度的君臣、父子、上下、尊卑、亲疏等礼

仪制度，形成当时宗法制、等级制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准则。礼，包括了

有关祭祀、丧葬、军旅、盟会、朝觐、婚冠等种种典礼仪式以及社会中

的各种行为准则，这应该就是“制礼”的内容；而不同的典礼仪式，则

需配以不同的乐舞，这就是“作乐”的内容。“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

利人民，乐所以移风易俗、荡人之邪，存人之正性。” 

周公制礼作乐，对巩固周王朝发挥了重大作用。成王、康王之时，

天下安宁，40 年不用刑罚，史称“成康之治”。更重要的是，周公在雒

邑“制礼作乐”，开创了儒家学说的初基。正是因为周公封于鲁、周公

后人治理鲁，故鲁国成为保存西周典籍及文物制度最多、最丰富的国家，

成为周公思想、儒家思想根基深厚之国，所谓“周礼尽在鲁也”。后孔

子生于鲁国，向往周礼，故有“孔子入周问礼”之事。就是说，孔子不

但长期受周文化熏陶，还不远千里到周王室学习。在此基础上，孔子倾

毕生精力，丰富、发展周公奠基的儒家学说，整理编订《诗》《书》《礼》

《易》《乐》等古代典籍，兴办教育，诲人不倦，成为一位伟大的思想

家和教育家。历代儒家尊周公为“元圣”，河洛大地实儒学渊源之乡。

关于儒家学说和周公、鲁国的关系，其实早在几十年前，著名史学家范

文澜先生就曾说过下面一段话：宋国是商朝的后代，鲁国是周公的旧封，

春秋时列国都到宋、鲁“观礼”，因为它们是保存商周文化最多的旧国。 

四 

老子是公认的道家学说和道家的鼻祖。姓李，名耳，亦称老聃，春

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长期生活在洛阳，任职东周王朝的守藏室史，

负责管理周王朝的图书典籍等。他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民心思变。

他纵观社会兴衰治乱、历史祸福成败，并融合多种思想观点，创建出自

己的学说。他认为：“道”是世界万物的根本，“道生一，一生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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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三，三生万物”，而“道”则是“先天地生”“惚兮恍兮”“寂兮寥

兮”、“不可名状”“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的精神实体。

“道”创生万物，在万物创生后，还要守者“道”的精神，依“道”而

行。老子学说中还包含有朴素辩证法的因素，“正复为奇，善复为妖”，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就是说一切事物都有正反两面的对

立，而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他的学说被称作道家学说或道家学派。《道

德经》五千言，又名《老子》，传为老子所著。最后，老子见周室大乱，

终于身骑青牛，西出函谷关而去，不知其所终。 

老子时代的东周王都，即东周王城，文物工作者已经发现并进行了

初步勘探。它位于今洛阳市王城公园一带，近年发掘的“天子驾六”大

型车马坑，再一次证明周王城即为周天子所居之地，二千多年前，老子

即应生活在周王城内。 

五 

《水经注》记载说：“昔汉明帝梦见大人，金色，项佩白光，以问

群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

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始以榆欓盛经，白马负图，表之中夏，故以白

马为寺名”“金光流照，法轮东转，创自此矣”。《水经注》所载，即

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西天取经”，人们通常称 “永平求法”。即发生在

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的一次赴印度拜取佛法的活动。“永平求法”不但取

回了佛经、佛像，迎来了中国佛教的两位开山鼻祖，印度高僧摄摩腾、

竺法兰，而且还因此创建了“中国第一古刹”洛阳白马寺。 

白马寺是中国佛教早期佛经翻译、佛教传播和进行各种佛事活动的

中心，而洛阳作为东汉、三国魏、西晋、北魏的国都，给佛教在中国传

播、弘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到了北魏时，中国佛教已是仪式“招提栉

比，宝塔骈罗”、“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洛阳城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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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那样一种极为壮观、昌盛的局面了！将近二千

年之后，白马寺仍保存在邙山、洛水之间，香火隆盛、游人如织。据考

古勘测出的汉代洛阳雍门遗址位置推算，今日白马寺，仍大体位于东汉

白马寺旧址之上。 

至魏晋时期，玄学诞生、兴盛在洛阳；北宋时洛阳伊川二程，则为

宋以后长时期影响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的宋明理学奠基人。儒家学说、

道家学说、佛学、玄学、理学这五大学说学派，对形成和决定中华民族、

中国人的思想、信仰和品格，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产生了关

键性的影响。此外，洛阳历史上还产生了许多其它重大的科学文化成就

（如史学、文学、绘画、书法、雕塑、音乐、科学技术、医药等），并

涌现出灿若群星的文化名人。以上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

也是植根于河洛地区的河洛文化。 

迄今为止，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国如埃及、巴比伦、印度，甚至希

腊、罗马，原来的民族、原来的文化，统统被征服了、中断了、消失了，

只有中国文明、中华文化，从古到今，一脉相承，连绵不绝，流传至今。

这是世界文明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在考察这一历史文化现象时，

我们注意到自古以来洛阳为“天下之中”这一观念。在中国人心目中，

洛阳自古是 “天下之中”，是“中心”。这种“以洛阳为中心”的观念，

对中华民族的团结、对祖国的统一、对中华文化强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

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原载《寻根》2004 年第 5 期（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