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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球上的河流是哺育人类文明的摇篮，也是人类社会和一切生命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离开河流，世界上的任何古老文明都不会产生。
黄河文明作为世界上的古老文明，是在黄河流域孕育、形成和发展的。
黄河在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中华文明的起源尽管如满天星斗般遍布中国大地，但是，这些文明大多没有延续至今天，它们要么是
中断了，要么是消失了，要么是迁移了，而只有形成和发展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黄河文明，逐步发展
为中华文明的直根系，壮大成中华文明的主体。
长江对于孕育中国古代的早期文明也有着重要作用。
考古发现表明，长江流域文明的一部分，存在的时间比中国境内的其他文化还要早，发展程度更高，
但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演变，大多出现了中断和迁移，有的成为黄河文明的组成部分。
黄河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明的直根系，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条件——气候温暖湿
润，水流量充沛，黄土冲积平原最适合早期的农耕有着直接的关系，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是黄河文明
形成的重要因素。
黄河文明形成以后，由于地区条件的差异，不同历史时期在许多地方形成了不同的文明中心，这些黄
河文明中心不仅是政治、经济中心，而且是文化、人口中心。
任何一个黄河文明中心的形成都与它所处的优越生态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优越的生态环境是造就和
形成黄河文明中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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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自然把不同面貌、结构的生态环境赐予了不同的民族，黄河流域的生态环境孕育了作为中华文明直
根系的黄河文明。
由于生态环境的变化，黄河文明是在不断转移中发展的。
夏商周（西周）时期，晋南的陶寺、洛阳、安阳和镐京先后成为黄河文明中心，生态环境的变化是早
期黄河文明中心转移的重要因素。
东周至北宋时期，西安、洛阳多次成为黄河文明中心，每次转移不仅与气候冷暖和降水量有关，而且
还和黄河的频繁泛滥相连。
当气候变暖，降水量增大时，黄河下游频繁泛滥，黄河文明中心转移至中游地区的西安：当气候变冷
，降水量减少时，黄河下游泛滥大大减少，黄河文明中，己、转移至中下游地区的洛阳。
开封是这一时期最后一个黄可文明中心，北宋末年，黄河文明中心转移至长江中下游。
元明清时期，黄河文明又北上在北京地区形成了中华文明中心。
     环境问题不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冲突问题；而是今天生活在自然中的。
人与未来生活在自然中的人的关系问题，只要树立现代的科学发展观，人类就一定能够达到诗意般地
安居。
只有当生存方式实现了人是根本目的伦理观念的改变，人才能真正走出自己的生存危机，当然也？
包括生态环境危机。
随着生态文明观念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确立，黄河文明将在中华文明史上书写更为辉煌的篇章。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环境科学工作者和公务员了解生态文明时阅读此书大有裨益，也可供高校师
生、中学教师和管理人员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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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纯成，男，1950年3月生，河南巩义人，河南大学教授，河南省教育厅科学技术哲学学术技术带头人
。
1976年8月毕业于河南大学数学系，1978年1月至1982年12月先后在河南大学政治系、北京师范大学哲学
系和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学习哲学、科技哲学和科学技术史。
在《自然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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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中国最早的古史系统中，有三皇五帝的传说。
由于考古资料的缺乏，很难考证他们的真实。
因而只能作为传说来对待。
即便是史学对他们活动的记载，也是后来史学家的追述，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也未可知。
“五帝”的说法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战国末期才有了“三皇”的说法。
即先有“五帝”，后有“三皇”。
到了汉代，人们把“三皇”置于“五帝”之前，才有了“三皇五帝”说法的古史系统。
“皇”最早不是用作对部落首领的称呼，它的原意是“大”和“美”。
战国末，因“帝”字被作为人主的称呼，遂用“皇”字来称人主。
如在《楚辞》中有西皇、东皇、上皇等的说法，同时又有天皇、地皇、泰皇称为“三皇”的提法。
在《吕氏春秋》与《庄子》中也开始有指人主的“三皇五帝”，《管子》曾对皇、帝、王、霸四者的
不同意义作了解释，但都未确定其人物是谁。
现在看来，“三皇五帝”是中国历史上夏代以前出现在传说中的“帝王”，不过，他们不是真正的“
皇帝”，而是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由于实力强大而成为部落联盟的领导者。
“皇帝”一词是从秦始皇开始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表示其地位的崇高无比，采用三皇之“皇”、五帝之“帝”，构成“皇帝”
的称号。
“皇帝”一词由此而来。
无论是按照神话传说，还是史书的记载，都认为三皇所处的年代早于五帝的年代，中国最早文明的历
史是先有“三皇”，后有“五帝”。
但是，对“三皇五帝”的含义是什么？
指的是哪“三皇”，哪“五帝”？
史学界的认识不尽相同。
具体讲，“三皇”有五种说法，“五帝”也有五种说法。
“三皇”的五种说法是：一说认为燧人、伏羲、神农为三皇（出自《尚书大传》）；二说认为伏羲、
女娲、神农为三皇（出自《风俗通义》）；三说认为伏羲、祝融、神农为三皇（也出自《风俗通义》
）；四说认为伏羲、神农、共工为三皇（也出自《风俗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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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主要内容系作者主持完成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生态环境变迁与黄河文明发展研究
》（项目编号：05JA720005）的最终研究成果。
研究生态环境对黄河文明的影响，是作者在研究生态哲学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个想法，也是作者把马克
思主义自然哲学同中国历史上的文明进行对接，从而实现马克思主义自然哲学中国化的一个结果。
通过生态环境变迁对黄河文明影响的研究，作者发现，当生态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黄河文明中心必
然发生转移，生态环境变迁引起了黄河文明中心的不断转移。
作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在《自然辩证法研究》、《科学技术与辩证法》、《河南大学学报》等刊物发表
以后，有些学者认为作者的一些观点带有地理环境论的倾向，但是，在作者看来，生态环境的变化并
没有引起中国历史上社会制度的更替，更没有引起社会性质的变化，仅是引起了黄河文明中心的转移
。
历史上的黄河文明中心既是政治、经济中心，也是文化、科技中心，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因
素综合的中心。
在这项研究课题没有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立项之前，作者所在单位河南大学就把此项研究作
为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金给予了立项资助，资助的题目是《生态环境变迁与黄河文明发展》
（项目编号：05ZDRW012）。
河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金的资助，为本项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也为顺利通过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提供了重要的前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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