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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中国古代黄河文献资源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舆图组  吴  寒 

一、前言 

2019 年 9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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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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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中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而黄河文化时代价值的挖掘也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有着重要作用。传承黄河文明，繁荣黄河文化，是我们共同的文

化使命。国家图书馆藏有大量黄河古籍文献，其珍贵性、丰富性、系统性皆为全

国少有。这些文献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特色鲜明的黄河文化传

统，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值得我们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二、馆藏中国古代黄河文献调查目标 

千年黄河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国古代也孕育了丰富的黄河文献。它们

凝结了厚重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是我们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的重要物

质载体，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保护、传承，是我们保护黄河文化遗产工作

的重要部分。 

（一）全面搜集、整理和保护历代黄河文献。从《尚书·禹贡》之“禹河故

道”，到历代官修、私修史书中对于治黄工程的总结，到文艺作品中对黄河的歌

咏，中国历代产生了丰富的黄河文献。这些文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专书、

档案、奏议等独立文献，也有许多散见于正史、方志的篇章，更有大量舆图等图

文并茂的特色文献。对这些文献进行全面搜集、科学整理，是我们应该首先开展

的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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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入挖掘黄河文献蕴含的时代价值。对于历代珍贵的黄河文献，我们

不应仅仅停留于发现和保护，更应该积极传承和接续，探索传统文化遗产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黄河文献反映的宝贵文化遗产在当代 “活起来”。黄

河文献中凝结了中华文明的力量和智慧，也蕴涵着中国古代治理黄河的丰富经

验，其中许多经验对于当代黄河治理仍有借鉴意义。因此，我们也应在对相关文

献的整理研究中，总结相关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提炼其中的生态人文理念，形

成相关研究成果，为当代黄河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三）讲好“黄河故事”，传承中华文脉。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它哺育了世代中华儿女，孕育了千载华夏文明，也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

神与品格。因此，在全面整理历代黄河文献，挖掘其时代价值的基础上，我们还

应着意挖掘历代黄河文献中的文化故事，以专题展览、公开讲座、纪录片等多种

多样的方式，向全社会介绍和展示黄河文献，让更多人了解其价值与意义。从而

发扬黄河文化在凝聚民族精神中的重要作用，为坚定文化自信贡献力量。 

三、馆藏黄河文献统计 

  国家图书馆馆藏黄河文献的丰富性、系统性、珍贵性均非常突出： 

  第一，丰富性。国家图书馆藏有丰富的黄河文献，在数量和种类上都较为可

观。其中黄河类古籍二百余种（包括善本和普通古籍在内），而黄河舆图则多达

四百余种。除此之外，还有大量散见于史籍、方志、类书、丛书等的黄河相关篇

目，可以说是一个内容丰富、种类繁多的文献宝库，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文献挖

掘和专题整理。如馆藏拓本《河防一览图》，为明治河专家潘季驯编绘，据明万

历十九年立石拓印，为中国现藏最大的一幅古代治黄工程图。馆藏“河防一览”

图系的相关文献还有《河防一览》《河防一览榷》《河防一览纂要》，等等。这

些文献对于我们研究明代黄河治理有着珍贵的史料价值。在馆藏 10603号甲骨

上，就出现了“朕东行至河”的珍贵记录，这也是目前所见最早记载黄河的一条

史料，反映了黄河文明之源远流长。 

  第二，系统性。不管是从纵向的时间脉络，还是横向的专题收藏来看，国家

图书馆藏黄河文献都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为同行业之翘楚。这些文献大多源自黄

河治理实践，是从政治、经济的实际需要出发，在长期历史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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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性文献，充分展示了黄河流域的文明发展、治河工程、水患防治、生态建设等

的历史变迁。仅以舆图为例，馆藏《黄河发源图》《黄河河道全图》《历代黄河

移徙图》《黄河穿运图》《黄河堤工图》，已囊括了黄河发源、黄河水道、黄河

历史变迁、黄河漕运、黄河河防工程等各个方面，表现出较强的系统性。 

  第三，珍贵性。国家图书馆馆藏黄河文献中，有许多珍品、孤品，极具学术

与文献价值，是研究我国古代黄河文明的宝贵一手材料。例如清光绪年间的彩绘

本《大河南北两岸舆地图》，该图色彩鲜艳，绘制精美，内容详细，所绘范围西

起陕西潼关东至河南陕州，系清代河南地方军事机关派员勘查呈报之黄河两岸应

添设炮位及防务图，是研究清代河南黄河防务的珍贵文献资料。 

四、馆藏黄河文献未来开发和利用前景 

首先，积极推进馆藏黄河文献的专题整理和全面摸底，并与国内外相关机构

合作，积极开展调查征集工作，系统、全面地保护好黄河文化遗产。 

其次，深入开展黄河历史文化研究，搭建相关文化交流平台，推进黄河文献

丛书、图录的编撰出版，分阶段编撰出版《馆藏中国古代黄河文献目录》《馆藏

中国古代黄河文献图录》《馆藏中国古代黄河文献汇编》等，并同步开展数字库

建设等工作，深入梳理和挖掘黄河文化发生发展的脉络与精髓，为社会各界进一

步了解和利用馆藏黄河文献提供帮助。 

再次，结合国家典籍博物馆的相关工作，立足国家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

向社会公众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介绍古代黄河文献，展示黄河流域的物质文

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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