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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是黄河、长江和澜沧江的发源

地，素有“三江源”“中华水塔”之美誉，
在中华文明的两大根脉文化——黄河
文化体系和长江文化体系中占据着神
圣而独特的地位。在整个长江流域文
化体系中，长江青海流域文化具有鲜明
的雪域高原游牧文化与羌藏文化特色，
呈现出与长江中游、下游文化截然不
同的文化面貌，是构成长江文化体系
多元一体格局中极其独特的“一元”，
也是建设中华现代文明的重要特色文
化资源。

长江青海流域是青海高原腹地的
“文化秘境”，是一处散发着神秘圣洁
色彩的文化热土，文化储藏量极为巨
大。从历史维度看，青海地处青、川、
藏、疆四省区交界处，是丝绸之路青海
道、唐蕃古道、京藏古道的重要通道，
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与佛教
中国化的典型区域。从现实维度看，
流域内非遗文化资源富集，非遗保护
工作成绩斐然。这里还建有两个国家
级的藏族文化（玉树）生态保护实验区
与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区，是
中华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护传承地
和中华现代文明的重要创新发展地。

此外，长江青海流域还留存有丰
富的红色文化和生态文化资源，包括
果洛红军沟、青藏公路精神、玉树抗震
救灾纪念馆等红色印迹。近年来，青
海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中取得的成
就，不仅使长江青海流域成为向世界
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亮丽名
片和重要窗口，还成为建设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的
生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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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主峰格
拉丹东的万里长江，初为沱沱河，次称
通天河，在青海玉树南折始称金沙江。
金沙江奔腾穿行在南北走向的横断山
区，在进入云南之前，成为西藏与四川
的自然界河。

地处中华地理第一阶梯的金沙江，
见证了高原文明东向发展、融入中华文
明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史前至吐蕃时代考古文化发展轨
迹，深刻展现了来自中原、北方、西南等
周边区域对西藏所产生的持续不断的
吸引力，也深刻展现了西藏越来越强的
面向祖国内陆地区的向心力。长江上
游作为重要的地理枢纽，见证了赫赫有
名的唐蕃古道、起自唐宋贯通古今的茶
马古道川藏线、驿站道、川藏官道的开
拓、运行，承载了青藏高原各民族在促
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中的共
同历史记忆，见证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的生动实践。

伴随着进出藏公路的建成提质，包
括川藏铁路在内的一批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工程紧锣密鼓地推进，一个内联西
藏周边省份和全国各大中城市，外接周
边南亚国家的公路、铁路、航空的综合
立体交通网络大格局，以令人惊叹的面
目呈现在世人面前，西藏与外部世界、
西藏区域内部，出行都不再遥远。

从青藏高原到江南水乡，长江铸就
了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地处“江之
头”的西藏，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为主线，积极推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
场，融入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展现出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光
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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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文化像长江一样，浩浩荡
荡，生生不息。长江文化研究不仅对
中华文明意义突出，而且对长江与东
南亚、南亚以及中亚、西亚的古今文
化交流，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古代长江各区域文化发展水平
并不亚于华北。秦汉之际，据《史
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国有七大经
济中心，长江中游的江陵是一大都
会；两汉之际，五大名都中，蜀居其一；
唐代，“扬一益二”，天下富庶尽在长江。

在商代时，云南的铜、锡，四川
的大型青铜雕像群，江西的大型青
铜器群，以及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
的玉器文化等，都说明长江文明起
源早，成就大。春秋战国时代的楚文
化，播染于巴、蜀、滇、吴、越，被及华
夏、岭南。

从新近资料看，长江流域的早期
城市，其规划、布局、功能，与华北早
期城市有所差异。三星堆古城显示，
这里是一座中心城市，城乡分化十分
明显，城市统治乡村的格局十分明
显。湖南澧县发现屈家岭文化遗址，
从年代上看，早于河南淮阳平粮台古
城，证明长江流域城市起源很早。

从空间分布来说，往上游溯源，
四川凉山地区和云南是长江文化值
得关注的区域。古若水（今雅砻
江）、岷江等，过去都是戎夷之地，但
与黄河上游赐支之地相近，民族迁
徙、文化传播自古就频繁，无论对黄
河流域还是长江流域，都产生过深
刻影响。两大流域文化，表现为同
源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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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中国大江大河中最具独特性
格的河流。

它的第一个性格是具有势不可当的
力量。千百年来，长江这种性格早已深深
嵌入流域各族人民的精神世界。在金沙
江流经的滇西北地区，险恶的自然环境阻
止不了各族人民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决心，
各族人民共同开创了一条极具地域特色
的茶马古道。通过这条古道，各民族的交
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成为中华民族共同
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长江的第二个性格是具有宽广包容
的情怀。这一性格同样成为独特的长江
文化，内化于流域各民族社会生活之中。
沿着金沙江大小支流的延展，生物多样性
与民族文化多样性并存于这片热土。茶
马古道上，进入藏区贸易的马帮商人，有
纳西族、回族、汉族、傈僳族等；日常生活
中，拉祜族、布朗族、佤族女子，多喜欢穿
傣族筒裙。对其他族群文化的认同，常体
现在生活细节之中。

长江的第三个性格是具有贯通东西
的气概。长江是中国第一长河，它横贯中
国的西部、中部、东部地区。它穿越了不
同的地势地貌，流淌过不同的人文区域，
贯通着中华民族大家庭“共饮长江水”的
血脉相连，贯通了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
璀璨之光。

在今天，长江文化在更高层面发挥着
凝聚中华民族力量、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的重大作用。长江经济带各省区共谋
发展新格局，必将把长江流域建成生态更
为美好、经济发展更具活力、人民生活更
加殷实、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加
重要的示范引领和战略支撑作用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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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位于长江上游，是长江文化
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

贵州八大水系中有四大水系属于长
江流域，分别是牛栏江横江水系、乌江水
系、赤水河綦江水系和沅江水系。其中，
乌江是贵州省第一大河，作为长江上游南
岸最大的支流，乌江孕育出贵州高原神秘
斑斓的黔文化，乌江下游的思南县自古商
贾云集、经贸繁荣，聚居着汉、土家、苗、仡
佬等多个民族，培育出令人赞叹的独特文
化，享有“黔中首郡、乌江明珠”的美誉。

贵州是中国古人类发祥地之一。在
铜仁锦江、毕节威宁草海环湖区域及黔
东南锦屏清水江流域新发现了一批重要
的古文化遗址，年代跨越史前至先秦时
期，这些遗址出土的器物与长江三峡遗
址出土的器物有很多相似之处，是长江
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贵州便与长江
文明有了接触。先秦时期，在赤水河流域
已有官方开辟的交通线路，形成了古巴国
通夜郎的商道。“川盐走贵州，秦商聚茅
台”，川盐入黔，赤水河四大口岸兴盛。借
由长江水道，以黔酒为领军，黔东北的茶
青、黔东南的杉木、黔西北的漆器、黔北的
丝绸……一种种黔地风物走出大山，驰
名中国。

贵州人长期安居于山水之间，历史
上出现多次自外向内的移民大潮，沿水
而来的物资和不同文化属性的人们，为
黔中大地源源不断输送养分，带来人文
积淀。贵州地区的文化传统和习俗，如
苗族、侗族、土家族等民族的文化，对长
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和推动作用，也体现了长江文化的多样
性和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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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江上游文明是世界少见的大
河上游文明，其文明特色鲜明。

川江流域是大河上游文明独具特色
的区域，这里有全世界唯一沉淀了几千年
人类文明的世界级大峡谷——长江三峡
大峡谷。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是世界上
少有的四向闭塞、但相当富庶而面积巨
大的大盆地。这两个环境特征使川江
的历史文化有着明显特殊性，川江流域
的历史文化显现出多个世界唯一和第一。

由此川江流域成为世界上内河木船
种类最多的地区，同时也是内河航运繁
忙但又最危险的地区，因此产生出规模
宏大的拉纤盘滩提驳场景、特殊地位的
滩师角色、内容丰富的劳作号子文艺、大
量特殊的水文地名群、丰富的专门文
献。由此滋生出在世界历史上少见的码
头文化体系、江湖社会概念、平民饮食菜
系、戏剧河道划分标准等。

川江流域产生中国第一平民菜系川
菜，同时也是世界浓香型、酱香型蒸馏酒
和井盐生产中心。

川江流域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区位地
缘，塑造出世界历史上一个世俗化程度
极高的文化区，体现在世俗化的传统石
刻艺术、丰富的传统博戏文化、深入社会
的饮食生活等。

长江文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文
明的宝贵财富，长江下、中、上游文明都
有自己的独特之处，长江文明作为文化
资源的开发利用空间巨大，各流域应该
充分总结出本流域的文明特色，充分开
发利用本区域的特色文化，发掘相关的
文化资源，构建出特色鲜明的长江文化
公园，将文化自信、文明传承具体化。

川
江
流
域
在
全
球
大
河
上
游

文
明
中
独
具
特
色

重
庆

西
南
大
学
历
史
地
理
研
究
所
所
长
、教
授

蓝
勇

长江天际流，荆楚百万年。湖北地
处长江中游，居东南西北之中，当四通
八达之会，荆楚文化在“融合”中兴盛，
上承巴蜀、下接吴越，历经千百年交流
融合，成为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
成部分。

作为荆楚文化的代表，楚文化特质
可概括为“六大支柱”和“五种精神”。
前者即炉火纯青的青铜冶铸、绚丽精美
的丝织刺绣、巧夺天工的木竹漆器、义
理精深的老庄哲学、惊采绝艳的屈骚文
学、恢诡谲怪的美术乐舞。后者即筚
路蓝缕的艰苦创业精神、追新逐奇的
开拓进取精神、兼收并蓄的开放融会
精神、崇武卫疆的强军爱国精神、重诺
贵和的诚信和谐精神。这“六大支柱”
和“五种精神”，对荆楚文化特征的形成
产生了深远影响。

荆楚文化从来都不是孤立发展的，
而是在与长江流域其他区域文化的交
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并发展的。

如，文学艺术方面，楚辞影响远播
长江上游，李白和苏轼两位诗坛词苑巨
擘都深受其影响。汉赋创立者宋玉的
作品同样在长江上游的司马相如、扬雄
等人中产生影响。京剧唱腔主要承袭
汉调皮黄腔，其表演形式则融合了安徽
徽班的做工。中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
梅戏，因发源于鄂皖赣交界处的黄梅而
得名。

科学与技术方面，荆楚文化对中华
科学与技术的贡献，集中体现在农耕、
青铜、活字印刷和医药几个方面。其
中，活字印刷术孕育于荆楚，诞生于吴
越，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极
大地促进了中华文化传播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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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并彰显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
不仅为长江流域现代化建设注入精神
力量，而且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人类
文明新形态树立鲜明的中华文化现代
标识和大河文明价值体系。因此，统筹
推进长江文化建设，开展世界大河文
明对话，全面展现新时代长江文明的
实践形态，成为我们进一步凝聚人心
力量、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文化使
命所在。

长江流域是古人类起源的重要区域
和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长江沿线共
有全国不可移动文物30.6万余处，占全
国总量的39.8%，形成了青藏、巴蜀、滇
黔、荆楚、湖湘、赣皖、吴越七大文化片
区。长江文脉所蕴含的和谐共生、求同
存异、革故鼎新、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
构筑了现代文明的价值脊梁。延续长江
文脉，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生
力量。

推进长江文化繁荣发展是一个地域
广、领域多、创新维度多的系统性工程，
需统筹谋划、全面促进、合力而为。尤其
是，新时代弘扬长江文化，要面向时代发
展新格局引领人的社会实践，深入发掘
和充分彰显长江文化的时代价值，持续
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同时，以长江流
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展
现长江文明的实践形态。

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示范
区，江苏深挖长江文化精神内核、时代价
值，出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
推进方案》，大力实施长江文化保护工
程，高水平建设具有江苏特色的生态长
江、人文长江、幸福长江，开启了城市肌
理与文脉传承互促互进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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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东方明珠。长江万里奔腾，在
入海口形成一大片平原，自唐宋以降，超
越千年，崛起成为中华文明的另一个中
心场域，即我们熟知的“江南”。江南文
化，沿流溯源，是长江文化一大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诞生上海的文化母体。

长江最后一条支流的西岸滩涂上，
先是诞生上海县城，继而在其北界滨水
地带，出现了新型城市形态。东方与西
方，自明末清初就在此接触、交冲以至杂
糅，最终诞生了一种颇富中国特色的现
代都市文明。很多时候它被称为“海
派”。“海派文化”不仅在共时性上是一种
全球化进程中国模式的实践风格，在历
时性上亦可被视作长江文化的一种现代
形式。“海派文化”绝不独存在上海，长江
流域上不少城市都有着海纳百川、领时
代之先的“海派”风格，重庆、武汉、九江、
南京、镇江……不一而足。

上海，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就是中
国最大的码头。长江流域的仁人志士欲
来往于世界各处，需沿江而下，习得真义
后又要从上海返程。长江边出生、喝长
江水长大的陈独秀，18 岁就写下了
7000余言的《扬子江形势论略》。以舟
楫之利寓沪生活的毛泽东曾经深受启
发。多年以后，毛泽东仍对于两人在渔
阳里陈家的谈话记忆犹新，他自认是在
那年夏天的上海“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
者”。寥寥数笔即可知，上海成为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地，有历史必然性的一面。

无论讲江南、讲海派，还是讲红色文
化，上海面积虽然小，却是浓缩荟萃之
所，而其成事所依托的底气是绵远悠长
的长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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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流域往往是文明的发源地和
文化繁盛地。世界古代的四大文明，都
产生在大河所在的地区。在我国多元
一体文化格局中，流域文化是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

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创造了高度发
达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极大地丰富
了中华民族文化宝库。

就早期文明而言，这里是世界稻作
起源的中心之一，饭稻羹鱼的模式对华
夏文明和后世农业的影响和贡献深远而
广泛。茶、酒、丝绸、瓷器、漆器、金属冶
炼也多起源于长江流域。下游的于越民
族善于航海、习于水性，是我国最早面向
海洋走向世界的民族，其足迹可能已及
东亚、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地区，甚至到了
美洲。

到了宋代以后，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
史的地位越来越高，贡献也越来越突
出，在文学、哲学、史学、书画艺术、宗教、
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长江文化
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特别是在对外
开放方面，它无疑是主角，作用巨大。
近代长江文化崛起的关键是学习与吸
收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其宗旨是御
侮、救国和谋求民族独立富强。这当然
是一个曲折、艰难困苦的奋斗历程。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用这句话
来形容长江文化的气魄与气势，最为合
适。当前研究、弘扬长江文化，主要应
该研究它的文化内涵，挖掘和提炼其中
的精神特性，如长江文化的创新性（或
者说是革命性）、开放性、多元性与包容
性（或者说是兼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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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自西向东横贯中国中部，
其中流经安徽境内416公里，俗称“八
百里皖江”。皖江流域面积为6.6万平
方公里，约占安徽省总面积的47.3%、整
个长江流域面积的4%。无论是自然地
理环境，还是历史人文景观，长江与安
徽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联。

安徽位于中国东南部，居华东腹地。
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以及历史人文的积
淀，安徽形成了三大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板块，即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和徽州文化。

在长江安徽段皖江流域出现的皖江
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比如以京剧、黄
梅戏、徽剧为代表的戏剧文化，以天柱
山、九华山、秋浦河为代表的山水文化，
以《孔雀东南飞》、朱湘、海子等为代表的
诗歌文化，以李公麟、邓石如为代表的书
画文化，以刘大櫆、方苞、姚鼐等为代表
的桐城派文化，以安庆内军械所为代表
的近代洋务文化等等，这些文化现象均
为安徽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典型代表。

在皖江流域文化中，先后形成了梅
根冶、九华山地藏道场、芜湖铁画、池州
傩戏、桐城派、六尺巷、黄梅戏、芜湖米
市等一批久负盛名的特殊文化符号。

皖江文化是长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皖江流域
的文化也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它反映
了长江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长江
下游的皖江流域文化是历史时期在与
周边区域文化的交流互动中逐步形成
的，特别是借助长江水道，与上中游和
下游的其他区域发生了密切关系，考察
皖江流域文化的发生、发展，也是探讨
长江流域文化形成的一份重要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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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孕育了长江文化，涵养了中华
文明，滋养了江西赣鄱文化。江西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红色、绿色、古色文化
底蕴深厚、恢宏大气。

两宋时期有“江南天下甲”之说，江
西无论经济上还是文化上又甲于江南，
经济富庶、文化璀璨，耀眼夺目。江西
白鹿洞书院、白鹭洲书院、豫章书院、鹅
湖书院四大书院，堪称引领中国书院文
化之翘楚；万年的稻作文化惊艳世界；
景德镇的“白如玉，声如磬”陶瓷文化名
满天下；新干大洋洲的商墓青铜器，彰
显三千年前灿烂文明；汤显祖“临川四
梦”经典卓绝、盛传不衰，戏剧文化历
久弥新；南昌海昏侯国遗址公园，生动
再现汉代侯国文化的辉煌；中央苏区
红色文化彪炳千秋、代代相传，诸如此
类，不胜枚举，无一不是长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无一不闪耀着长江文化
的夺目光辉，无一不得到长江文化的
滋养浸润。

新时代，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指引
下，江西赣风鄱韵光芒四射、蓄势而
发。江西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
为”的目标要求，以建设全国红色基因
传承示范区为抓手，以打造革命老区高
质量发展高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
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高地为着力点，积
极用好基因“红”、生态“绿”、历史“古”
的优势和特点，推动文化资源创造性转
化利用和创新性发展传承，着力推进江
西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用好用活改
革开放关键一招，深度融入共建“一带
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奋力谱写长江
文化的赣鄱风韵及其精彩华章，奋力书
写新时代长江文化江西新篇章。

要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
共享文化资源，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长江文化资
源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既要保
护历史文化遗迹、遗址，也要传承学理
与精神层面的文化。一些历史文化是
长江流域不同区域共同创造和传承
的，如，从湘江流域周敦颐开创理学，
到赣江流域朱熹的传承，及至后人的
研究和传播，使理学1700多年来一直
延续不绝，“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
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正是对理学思
想的写照。岳麓书院大门对联“惟楚有
材 于斯为盛”，是湘鄂共有的历史文化
资源。长江流域相关区域应该共享这
些精神文化。

要加强长江流域革命文物保护利
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长江
流域有着丰富的蕴含红色文化基因的
革命文物，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在江西、湖南、湖北等
地考察，在多个场合反复讲述长江红色
文化故事、阐述长江红色基因。我们要
切实把红色文化重要载体革命文物保
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把红色人物、红
色故事讲好、用好，发挥好红色文化在
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
重要作用。

要秉承“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的原则，将长江的历史文化、山水文
化与城乡发展相融合，将文化保护传
承工作与生态治理工作相结合。同
时，要突出地方特色，更多采用“微改
造”的“绣花”功夫，对历史文化街区进
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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