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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黄河文明作为一种河流文明在中华文明中具有核心地位，是中华文明的主体，在世界文
明史上是唯一连绵延续至今的文明，对中华民族国格的形成有着重大影响。本书结合中
国环境问题实际对西方生态伦理进行了批判和吸收，构建起了中国特色的生态伦理话语
体系。回顾了黄河文明的辉煌历史，进一步深刻揭示了当代黄河河道淤积、河堤决口、
河水断流的生层次原因，并提出了治理黄河的有效举措：运用大型水利工程“调水调沙
”，建设“三北”防护林等。其中，河流伦理的构建，将在理论上全面提升对人水和谐
相处重大意义的认识，在实践上将改变传统的治河思路。维持黄河健康生命治河理论的
提出，对于生态黄河建设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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