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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深入发展、不同文明频

繁对话的当下，准确探寻中华民族

的文化根源，唤醒深厚的历史记忆，

已成为筑牢民族认同、增强文化自

信的关键所在。基于此，国家重大

文化研究不断推进。今年，国家文

物局启动夏商文明研究工程，组织

科研机构与高校，围绕夏商考古学

文化与历史，开展遗址发掘和多学

科研究，旨在全面呈现夏商历史，这

不仅深化了对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

探索，也彰显了国家对文化遗产保

护与考古研究的重视。

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以下

简称“东莞观音山”）积极响应国家文

化强国战略号召和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全力筹办“首届中华文化

万年史探源观音山高峰论坛”。东莞

观音山始终践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理念，此次论坛与国家推动文

化研究、增强文化自信的方向高度契

合。论坛将汇聚多领域顶尖学者，通

过跨学科研究，梳理中华文化万年发

展脉络，解答民族起源、身份认同与未

来走向命题，夯实民族文化自信的学

术根基。

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的
曲折演进

东莞观音山董事长黄淦波表示，

筹办中华文化万年史探源观音山高峰

论坛，首要核心议题是深度剖析中华

文明演进与气候变迁的内在联系。中

外众多专家研究表明，中华文明在气

候剧烈波动中历经曲折，其万年发展

史堪称一部顽强抗争、持续重生的史

诗。首届论坛将汇聚相关领域专家，

整合最新研究成果，深入探讨交流，借

助众学者之力，力求精准绘制自新仙

女木事件后逐年气候变化及对应的地

理水文演变图谱，为中华万年文化史

研究提供坚实理论支撑。

距今约1.28万年前，地球气候发

生了一次特殊且影响深远的事件——

新仙女木事件。当时，全球气候由升

温突然逆转，几天内气温骤降十几摄

氏度，寒冷期持续超1000年。这致

使全球大部分区域被近千米厚冰层

覆盖，两极、阿尔卑斯山及青藏高原

的冰盖快速扩张。大量高纬度动植

物因无法适应严寒灭绝，长毛象、乳

齿象、短面熊齿兽、大地懒等巨兽消

失，北美克劳维斯人也于1.3万年前

消失，多地人类种群锐减。由于事件

发生于史前，其成因尚无定论，目前

主流假说包括融冰淡水驱动、彗星撞

击、气候自然变化、大气驱动、火山爆

发、低纬度驱动及太阳活动变化等，

仍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新仙女木事件后期，大量淡水涌

入北大西洋，致使海水盐度骤降，温盐

环流遭到破坏。随着事件结束，淡水

注入减少，北大西洋温盐环流逐渐恢

复。温盐环流正常化后，低纬度热量

得以向高纬度输送，叠加其他因素，推

动全球气温持续上升。原本覆盖广

泛、厚度近千米的冰川在百年内快速

消融，引发持续数百年的大规模洪水，

对全世界地理地貌产生了深远影响，

冲刷出如今人们所熟知的华北平原东

部地区、江汉平原、长江三角洲及珠江

三角洲等重要地理板块。冰川融化中

期，今天的山东泰山宛如孤岛，四周皆

为汪洋。云贵川与两广南部山洞中的

古人类，因独特地形得以在灾难中幸

存。待气候转暖，这些先民走出洞穴，

向平原迁徙，开启了文明复苏进程。

历经近千年发展，甑皮岩、上山、玉蟾

岩、南庄头、跨湖桥、彭头山、小黄山及

贾湖等遗址出土的丰富遗存，成为这

一时期的关键见证。黄河、长江、珠

江、黑龙江、松花江、雅鲁藏布江、澜沧

江、怒江、汉江、辽河等水系沿岸，逐渐

成为先民聚居地，农耕种植、家畜驯

养、定居生活应运而生，酒文化、乐器

制作、丝绸纺织等文明形态初现，刻符

作为文字雏形开始萌芽，标志着中华

文明曙光初现。

距今8200年前，地球气候剧烈波

动，7℃~8℃的大幅降温形成大范围

冰川，成因至今不明。百年后，持续数

十年的大洪水几乎摧毁早期先民的文

明成果。危难之际，中国南部等地区

半山腰山洞中的少数人群顽强坚守，

为文明延续保留火种，实现中华文明

的第二次重启。如今的跨湖桥、兴隆

洼、裴李岗、磁山等遗址的考古发现，

生动彰显了中华民族先辈在极端困境

中传承文化的坚韧力量。此时的中华

大地，上万个方国部落林立，多元文化

特色逐步形成，共同勾勒出早期文明

的绚丽图景。

大约在距今 5500年前，中华文

明又一次面临严峻考验，原因不明的

剧烈降温与汹涌的洪水再次来袭，对

中华文明的存续与发展构成巨大威

胁，大洪水把先民们经过2000多年

建立的文明再次进行了残酷的冲刷，

留下了双城、北辛、马家浜及河姆渡

等遗址。百余年后，劫后繁衍的人口

推动中华文化向前发展，在继承早期

文明的基础上，实现诸多突破：农耕

技术日臻完善，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艺术创作更为丰富，青铜器开始广泛

使用。以良渚文化为代表，其展现出

强大的社会组织能力与惊人创造力，

积累了丰厚的社会财富。与此同时，

屈家岭、仰韶、红山等遗址，共同绘就

中华文明发展的壮丽画卷。但快速

加剧的阶级分化，引发了一系列社会

问题，冲突与战争频发，促使全球多

地社会走向复杂化。中国各文化区

同步实现跨越式发展，完成从平等

社会向不平等社会的转变，这种多

地区共同迈向复杂社会的现象，正

是史学家所说的“满天星斗”式文明

起源模式。

距今4300年前，地球进入长达

300余年的干旱与降温交织的异常

期，人类生存面临严峻挑战。史料记

载，公元前1920年，黄河上游甘肃积

石山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引发积石峡

大规模滑坡，堵塞黄河3~6个月，形

成巨型天然堤坝，拦截河水形成堰塞

湖。随着水量激增，堰塞湖最终溃

决，160亿立方米湖水奔涌而下，冲毁

喇家村等聚居地及区域，洪水奔袭

2000多公里直抵东海，致使黄河改

道。中国科学院吴庆龙团队研究发

现，喇家遗址边坡黑砂层与积石峡绿

片岩吻合，证实此次洪水与地震同年

发生。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

夏正楷指出，距今约4000年前，伊洛

二河分流于二里头南北，彼时气候温

暖湿润。龙山时代大暖期结束后，二

里头时期气候转凉转干，公元前2000

年左右的地震引发洪水，致使洛河决

口改道，与伊河汇流形成冲积平原。

孢粉分析显示，二里头遗址长期干旱，

直至四期才缓解，数据变化印证了大

洪水摧毁伊洛氏族文化，却也催生了

新的二里头文化，展现出先民在灾难

中发展水利、革新农业、完善治理的智

慧与韧性。

距今 3900年前，历经四次重大

气候灾难的洗礼与淬炼，中华先民劫

后重生，推动中华夏商周文明走向成

熟，奠定中华文化发展根基与基本范

式。回溯万年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血

脉历经磨难绵延不绝，中华文化成为

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堪

称奇迹，这也是全世界独此一例。

黄淦波强调，中外大量考古专家

经过上百年研究，打破历史文化研究

局限，将中华文明置于万年框架考据，

揭示出“多中心起源-周期性断裂-持

续性重生”模式，彻底否定了“中华文

明西来说”，为理解中华文明演进提供

了全新视角，推动中国大考古观逐步

形成。

多维度实证破解历史认知争议

长期以来，关于中华文明起源与

发展在学术界争议不断。东莞观音山

筹办系列高峰论坛，直面这一学术难

题，通过整合多学科资源，开展交叉研

究，以时间轴和气候变迁为脉络，阐释

文化发展要素与进程，假以时日，必将

建立起致力于构建一套全方位、多层

次的实证体系，有力回应外界争议与

质疑。

在文字考古领域，大量考古证据

证明，从贾湖等地的刻符到甲骨文，

再到现代汉字的演变脉络，清晰地

展示了汉字长达9000年的连续发展

历史，有力地驳斥了日本等地所谓

学者关于中国“3000年文明论”的片

面观点。此外，双墩遗址中发现距

今约7300年前的陶文，以及良渚水

坝遗址中出现的工程文字等，进一

步印证中华文明早期已构建起复杂

的文字系统。

分子人类学为中华文明探源提供

了关键线索。研究发现，3.2万年前生

活在横断山脉的“三兄弟”，其携带的

O1、O2、O3三大父系基因簇，是如今

中国大陆、东亚、东南亚及环太平洋地

区（含美洲）70%人口的共同祖先。借

助先进基因技术，科学家成功勾勒出

6万年来中华民族先民在迁徙中的基

因繁衍图谱，为探究人类起源与迁徙

路径提供科学依据。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李辉

团队研究证实，现代19%的中国男性

源自距今6800年前湖南常德的远古

男性；14%的中国男性祖先是距今

6500年前河南仰韶的一位男性；还有

约18%的中国男性，则是距今5400年

前生活在河北与辽宁交界处一位男性

的后代。这些远古男性在短时间内繁

衍出庞大后代群体，极有可能是上古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但受大洪水

等因素影响，目前尚未明确这三位先

祖身份，期待未来考古发现填补这一

空白。

为全景式展现中华文明演变历

程，论坛筹备团队将中国境内已发现

的1500余处文明遗址纳入数据库，融

合年轮、冰芯等高精度气候数据及其

他实证，精准标注分析文明聚落兴衰，

助力推动现代考古学发展。

科学家们经过严谨论证，重新定

位了日本绳文、弥生文化起源。研究

显示，1.6万年前中国东北人群迁徙形

成了绳文文化，3500年前浙江吴越族

群渡海催生弥生文化并挤压绳文文

化。该结论打破了国外浮浅文化优越

论，为构建客观世界文明史体系贡献

了中国力量和智慧。

多学科系统性架构推进
文明探源工程

东莞观音山高峰论坛组委会通

过科学规划，广邀国内外专家，运用

前沿技术，结合多领域研究，分阶段

推进中华文化万年史探源。计划连

续举办超十届，每届设特色议题，通

过搭建高规格平台，促进思想碰撞、

交叉研究以及成果共享，为中华文化

探源献力，清晰勾勒中华文化波澜壮

阔的万年发展脉络。

据悉，2025年首届论坛将聚焦气

候变迁与河流、海岸线关系，邀请古

气候学、地质学、考古学等权威专家，

共同绘制1.28万年气候变化曲线，构

建冰川和洪水模型，复原大洪水对中

华文明的影响。第二届论坛主攻基

因谱系与群落迁徙，借助先进技术追

踪O系、C系、N系、Q系及R系等基

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扩散路径，从而

厘清中华民族血缘与姓氏起源。第

三届论坛则专注语言文字传承，通过

解读9000年前贾湖-双墩等处的刻

符或文字系统，从而为进一步完善汉

字从起源到发展的完整演化序列提

供可靠论据。

组委会希望通过连续十届论坛的

接力研究与持续探索，最终形成一部

具有权威性、系统性的《中华文化万年

发展白皮书》。这部白皮书将汇聚各

领域顶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实证为

依据，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一套

经得起科学检验、逻辑严密的理论体

系，成为推动中华文明研究迈向新高

度的重要里程碑。

文明溯源成果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东莞观音山筹办中华文化万年史

探源观音山高峰论坛，不仅能为社会

大众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提供全

新视角和科学依据，更在当代社会具

有重要的价值与启示意义。

从文明韧性而言，中华文化成为

世界唯一未曾中断的古老文明，除地

理优势外，关键在于先民形成“山地避

难-平原重建”的生存智慧。面对冰

期、大洪水等灾害，低地文明遭毁时，

云贵川高原、横断山脉及东南沿海山

地，成为文明火种的庇护所。这种顽

强生命力与适应能力，是中华文化历

经万年延续至今的根源。

回顾历史，王朝更替在很大程度

上是气候周期变化与中华文明韧性

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大禹治水、商汤

祷雨等传说，与3900~4200年前气候

异常期十分契合。伊川传说中，大禹

利用石灰岩层特性，通过环剥树皮、

焚烧树木、引水冲石等方式治水，耗

时约12年，与史载相符。此外，古代

四川从水域到盆地的转变，也暗含先

民治水智慧。这些实证既体现气候

变化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彰显了中

华民族先民面对灾害时的不屈精神

与卓越智慧。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不同

文明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愈发频繁。

当西方文明在宗教与哲学的二元对

立中陷入困境时，中华文明早已凭借

其独特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实现了

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统

一，成功解答了关于人类存在的“我

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向哪里去”的

终极追问。无论是《易经》中所蕴含

的深邃变易思想，还是道家所倡导的

“道法自然”理念，以及儒家思想中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无一

不是在万年气候剧变的历史进程中，

经过无数次实践检验而淬炼出的宝

贵生存智慧。这些古老的思想财富，

对于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

如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可持续发展

等，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借鉴

价值。

东莞观音山筹办的首届中华文化

万年史探源观音山高峰论坛，肩负历

史使命与时代担当。人类都有追寻自

身历史的共性，站在今天这个多变而

绚丽的历史时期，以科技为手段，以实

证为依据，探寻世界唯一延续万年而

至今未曾中断的中华文明，形成科学

结论。并以此推动历史教科书的改

写，其现实意义和历史作用将昭日月

而光辉。

正如论坛发起人黄淦波所说：

“只有深刻读懂中华民族如何跨越

128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顽强存续至

今，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地预见我们必

将走向怎样的未来。”在国家推动文

化研究与传承的当下，东莞观音山的

中华文化万年史探源观音山高峰论

坛，也是积极响应国家文化强国战略

号召，助力中华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

要行动。相信通过系列高峰论坛及

后续各项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中华

民族的文化自信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中华文明也将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

璀璨的光芒，而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

也将更加美好。

（本文配图由广东观音山国家森

林公园提供）

从气候与基因等多维度着手 溯源中华文化万年发展历程
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筹办首届中华文化万年史探源观音山高峰论坛

东莞观音山自然风光

黄淦波参观上山遗址博物馆

黄淦波参观三星堆博物馆

黄淦波对考古、历史情有独钟，办

公室内摆满了各类考古学等书籍。

东莞观音山状元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