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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

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

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

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

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

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

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

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

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 “文无第一，武

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

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

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

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

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

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

选著作都是 “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

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

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 “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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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
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
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
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
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
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
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
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
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
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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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楚文化概述

楚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自有周以来，楚民族就一直居住在
汉江以南，并且不断地向南方迁徙，最后稳定在长江流域，它和周
朝虽然不断有交往，但山水相隔，必然会在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之间
造成一定的差异。战国时代，楚国曾领有广袤的土地。《战国策·楚
策一》云其“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
北有汾泾之塞、郇阳”。在这 “地方五千里”之内，既生活着芈姓的
楚贵族，又先后或同时生活着三苗、九黎、百濮、百越等更为古老
的土著部落，它们的文化发展是不均衡的。芈姓贵族虽然在政治上
征服了当地的越、濮、巴、蛮等部落集团，但这些相对少数的民族
大都聚居在江南的高山深水之间，和芈姓统治者是有隔离的。所以，
楚民族只是一个非常笼统的概念，楚文化也不是铁板一块，它只是
相对于中原文化简略言之。下面，我们将仔细梳理这些相关而又不
同的文化团体之间的关系。

一、芈姓部落的迁徙及其文化渊源

《史记·楚世家》说芈姓源于祝融部落，祝融则源于颛顼，颛顼
高阳氏。《离骚》开头就言 “帝高阳之苗裔兮”，即宗高阳之意。祝
融的故墟在今河南省新郑县一带，其后人分为八姓：己、董、彭、
秃、妘、曹、斟、芈。《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灵王语：“昔我皇
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昆吾是己姓的后人，其祖先是芈姓的兄
长，故楚灵王称其为伯父。楚祖先这一世系在各种史料上记载得很
清楚，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祝融八姓”除芈姓季连一支外，大抵都
分布在河南、山东境内，属中原民族。徐旭生先生也不同意把楚祖
先归于南方民族，他在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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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融后人的散居地，南边可到两湖接界处，北上到河南中
部，再北到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处，也有向西住到黄河北岸
的。再东到山东东部。专从地理观点看，也就可以知道祝融八
姓很难说成属于苗蛮集团的。①

徐先生所划的地域包括了后来成为楚人的芈姓。总的说来，祝融
八姓作为一个较大的部族，原先是居于中原地带的。而芈姓季连
一族，“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史记·
楚世家》）。可见后来流落到蛮夷之地的楚贵族，只是季连后裔的
一部分。

既然芈姓贵族是从中原移居 “蛮夷”的，它的传统文化应该和
中原文化没什么两样。按照 《史记》的说法，“祝融八姓”在夏时就
已经存在了，“昆吾氏，夏之时尝为侯伯，桀之时汤灭之” 《史记·
楚世家》。夏代邈远，是否有侯伯之封很有问题。姜亮夫先生主张楚
国属于夏文化②，更多的人主张楚属于商文化或周文化。

我认为，要判断楚芈姓贵族属于哪个时期的中原文化，主要应
该看它是何时脱离中原迁楚的。司马迁对有商一代季连的后人们虽
然 “弗能纪其世”，但是对芈姓贵族迁楚的过程却写得很清楚，完成
这一迁徙过程应该是在周初。根据 《世本·居篇》：“楚鬻熊居丹阳，
武王徙郢。”鬻熊为芈姓后裔，亦即楚贵族的先人，故后人撰 《世
本》称之为 “楚鬻熊”。鬻熊和周文王的关系非常密切。 《楚世家》
说 “鬻熊子事文王”，而班固在 《汉书·艺文志》中注 《鬻子》一书
云：“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这两则材料
在谈到鬻熊和周文王之间的关系时虽有出入，但它们显然都认为鬻
熊和周文王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当时周文王居岐，在渭水以
北。鬻熊既与之交往，当相距不会太远。如果此时的丹阳在汉水以
南，和文王相隔两条大河，那么交往就会十分困难，所以，此时的
丹阳至少应在汉水以北。那么，在文王时，也就是商末，芈姓部落
仍未脱离中原。

芈姓成为楚人是在成王之时。据 《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
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

①

②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６６页，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

参见姜亮夫：《三楚所传古史与齐鲁三晋异同辨》，见 《楚辞学论文集》，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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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芈氏，居丹阳。”有人认为当时熊绎已在 “楚蛮”，然后才受封，
也就是说鬻熊之时就可能处 “楚蛮”之地了。事实上这是一种误解。
楚灵王之时右尹子革曾说过：“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
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左传·昭公十二年》）辟，或云开
辟，或云避，皆是徙往他乡之意。可见熊绎到达封地之前，是经过
一个艰难的迁徙过程的，而且所到之处甚为荒凉。这个丹阳显然不
是先祖鬻熊所居的丹阳，不过是按照习惯用旧名来称呼新地罢了。
关于丹阳的地域，有人认为是在今湖北省枝江县或河南省的淅川县，
两地相距甚远，枝江县城在长江北岸，而淅川在汉水之北。那么，
熊绎所居的丹阳到底在哪里呢？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根据实地
考察，又据上引 “辟在荆山”语，断定熊绎封在枝江，并通过分析
楚疆域的扩大过程证实这一论点①，与我以上的推测相符，我认为是
可信的。我们不妨提出这么一个假设：鬻熊之时，楚族居 “丹淅之
间”，丹阳即现在的淅川；至武王时迁郢，此郢今不知所在；至成王
时，迁至枝江境，仍以丹阳名地，楚国正式成立。

也就是说，终有商一代，芈姓部落一直在中原居住。至周初，
也就是在周公变革的前后，被封于荆蛮，与中原文化有了隔阂。那
么，楚贵族的传统文化并不是周文化，而是夏商文化，尤以商文化
为主。

二、周公变革与周楚文化差异

中原文化由夏而商，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弥漫着浓烈的原始文
化色彩，《礼记·表记》概括其特点为 “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可谓一语中的。现代出土的大量的甲骨史料表明，商代所存在的各
种祭祀名目几近二百种②，恐怕这还不是全部。商代是人殉最为鼎盛
的时期，据胡厚宣先生统计，“有关人祭的甲骨共有一三五〇片，卜
辞一九九二条”③。已经发掘出的商代墓葬更是直接显示了当时人祭
之风的惨烈，据孙森先生 《夏商史稿》，河南安阳侯家庄 Ｍ１００１号
商王墓中殉葬者就有四百多人，商代后期的山东益都苏埠屯一号大

①

②

③

参见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２１５～２１６页，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５。

参见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载 《文物》，１９７４ （８）。

胡厚宣：《中国奴隶社会的人殉和人祭》（下篇），载 《文物》，１９７４ （８）。



４　　　　

楚
辞
与
原
始
宗
教

墓殉人亦有４８位。① 除了殉葬外，人牲出现于各种祭祀之中，如建
筑房屋的奠基、置础竖柱、安门、落成仪式等各个过程中都有可能
使用人牲。商代的劳动生产率还很低，劳动力应该是很宝贵的。如
此大规模的毁灭生命，只能说明人们更看重神灵，只有威严的神明
才能使人的生命变得渺小。因此，献身，是崇拜的极端形式，是宗
教精神的最高体现。

此外，商代的政治生活也都是在神灵的名义下进行的。陈梦家先
生在 《商代的神话和巫术》一文中论述商代巫术时说：“王者自己虽为
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而商代的神职人员，如史、祝、巫
等，在政治生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据 《尚书·盘庚上》载，盘庚迁
殷，要靠 “卜稽”来使人信任，要凭 “天命”来稳定人心。周公在警
诫商代遗民时，亦用 “宁王遗我大宝龟”（《尚书·大诰》）等语施行恫
吓。大量的甲骨卜辞所记录的既是占卜、祭祀，也是政治。

因此我们可以说，夏商文化的核心部分就是巫祭和鬼神，从国
家大政到生活琐事，都要问诸鬼神，按鬼神的意旨行事。我们相信，

当时位于中原的周、楚等小国也处于这种文化氛围之中。

由商而周，人们在轰轰烈烈的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亲眼看到曾
受天命的殷商王朝，却在一夜之间就分崩离析了。于是，有识之士
发出了 “宜鉴于殷”的呼吁，他们从这次革命中终于意识到了 “天
命靡常”（《诗经·文王》）、“天不可信”（《尚书·君奭》），一场文化
总清算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开始了，主持文化变革的据说是周公。
《尚书大传》云周公居摄时曰：“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

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其中，

最值得重视的就是 “制礼作乐”。所谓 “礼乐”，在商朝基本都用于
祭祀，但在周公这里，却赋予它以全新的内容。 《左传·文公十八
年》云：“先君周公制 《周礼》曰： ‘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
功，功以食民……’”就是说周公制礼作乐已经完全偏离了商代的文
化传统，而把礼乐、尤其是礼改造成有助于人们修身和建立事功的
东西。礼乐从此成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最根本的标准，成了士
人安身立命的前提。

周公变革的最主要的方法是 “神道设教”，亦即是在尽可能保留
前代各种巫祭仪式的前提下，赋予它们人事的内容。也只有如此，

① 孙淼：《夏商史稿》，５２８页，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７。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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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使文化得到顺利的发展和接受。“制礼作乐”的具体措施已不可
详知，但由后人所总结的一部 《周礼》，却基本上能反映圣人 “神道
设教”的思想，它保留了大量曾经盛行于商代的祭祀名目和祭祀仪
式，不过，这些仪式更多地服务于当时的政治和伦理道德。《礼记·

祭统》说得明白：“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
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事鬼神只占到十分之一的
分量，祭祀礼仪更多地成为圣人向人们灌输新的政治伦理思想的工
具，成为 “兹迪彝教”的一种有效方式。商代的祭祀礼仪，早已成
为中原民族的社会习俗，它是不可能立刻被消灭的。因此，周公们
采取了旧瓶装新酒的方法，这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对旧有的原
始宗教文化来说，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变革举措。周公礼乐和商代祭
仪乐舞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敬人和自尊，后者强调对神的崇拜。

周公们没有公开也不可能摒弃商代的祭祀礼俗，这就使原始宗
教在周代仍然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在春秋时期，人们仍然把祭祀
活动看作是国家的第一大事。但是祭礼的政治和教化作用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很多人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区分礼的政治功能和它的
宗教形式，他们把后者称为 “仪”，认为它次于 “礼”；漠视或怀疑
宗教祭祀意义的思想渐渐成为有周一代正统的思想。 《礼记·表记》

概括道：“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极为精确地道出了这
一重大的文化思潮的变化。下面几句摘自 《左传》，从中可见当时社
会的一般风气：

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公六
年）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庄公三十二年）

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 《周书》曰：“皇天无亲，惟
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

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
在德矣。（僖公五年）

后世孔子所说的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也
可以理解为周礼是文饰夏商二代礼俗而成的。

总之，周公变革突破了夏商二代原始宗教文化，使得周代社会
开始为理性的光芒所照耀，虽然这次变革还远非彻底，但是它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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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极为重大的，正如王国维在 《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中所论：
“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异 （按：当作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
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异 （按：当作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
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① 那么，这种文化变革的真正内涵是
什么呢？显然，周公所进行的是一场人文主义的革命，它的最终目
的是把人的理性从鬼神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中原民族从蒙昧
社会步入文明社会。

但遗憾的是，楚贵族因为地理位置和自身的原因，与这次文化
变革擦身而过。

芈姓贵族在商末周初经过几番迁徙，终于到达丹阳 （即今之湖
北枝江），楚国正式建立。重重山水阻隔了它和中原的交往，它在名
义上虽然还尊奉周天子为王，并未与周彻底断绝关系，但周楚一直
处于一种相互戒备、相互敌视的状态之中。周昭王曾经率军讨伐过
楚国，结果是 “南征而不复” （《左传·僖公四年》）。熊渠时即擅改
周室封号，到熊通则公然胁迫周王朝，《史记·楚世家》：“我有敝
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而周王室对楚国亦无办法，

周天子胙命楚成王说：“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也就是在
只求自保的情况下，听任楚国对南方的征伐，结果是 “楚地千里”。

更值得注意的是，楚国不但在政治军事上和周朝相抗衡，在文化上，

也有意识地和周朝拉开距离。《楚世家》中记录了楚两代国君先后对
周人自称 “蛮夷”：一是周夷王之时，楚王熊渠说：“我蛮夷也，不
与中国之号谥。”另一处是在周桓王之时，武王熊通也说：“我蛮夷
也。”所谓 “蛮夷”，在春秋时已不仅是一个地域或民族的概念，更
是一个文化概念，所谓 “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
之”（韩愈 《原道》），所谓 “杞用夷礼，杞即夷矣；子居九夷，夷不
陋矣”（皇甫湜 《东晋元魏正闫论》），皆是以文明的程度来区分夷夏
的，而不是看重地域的差别。自称 “蛮夷”也就是强调自己的社会
习俗、政治传统有别于周室，可以不必用周朝的一套社会标准来衡
量自己。这事实上也是对中原政治革新的疏远和抵抗。楚国在文化
上和中原的隔阂，在当时似乎是个不争的事实。

《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记公子目夷的话说：“楚，夷国也。”

到战国时代，孟子骂许行为 “南蛮鴂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并且再

① 王国维：《观堂集林》，４５３页，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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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强调 “用夏变夷”《孟子·滕文公上》，就是针对着许行的楚国背
景所说的。

郭沫若先生曾在其 《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辨》一书中说过，
“徐、楚均商之同盟，自商之亡即与周为敌国”，“徐、楚实商文化之
嫡系”①。胡厚宣先生亦著 《楚民族源于东方考》断言：“楚国在文化
方面是犹有殷之遗风。”② 上二位先生所依据的材料虽与我们不同，
但在论断楚文化之不同于周文化这一点上却与本文相符。至此，我
们可以断定，楚贵族由于没有经历周公的文化变革，在春秋时代确
实有意无意地排斥周文化，保持着自己的文化传统；而楚贵族的文
化传统，则主要是商代文化。

当然，楚国在春秋战国时期，并没有将自己完全地封闭起来，
它和周王朝以及其他中原诸侯国的交往仍然在不断地进行，因此，
它不可能不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在一定时期还是相
当大的，有很多材料可以说明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说楚
文化相当于或相近于中原文化了。首先，楚国没有经历过一个自觉
的意识形态变革过程，它受到的影响不可能是深刻而彻底的；其次，
外来的影响更多地集中在器物形态、政治外交等方面，而人的传统
意识和社会习俗相对来说属于民族文化或区域文化的核心部分，比
较稳定，很难动摇；再次，楚国君臣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地保留了
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在谈论楚国的祭祀文化时，我们应该把它
和周朝时的中原文化相区别开来。

三、楚地的土著文化

楚国境内，现在发掘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址，证明很早
就有土著民族生活在这里。史籍所记载的最早生活于此的民族是三
苗。《战国策·魏策一》说禹之时，三苗的居地为 “左彭蠡之波，右
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 （其中左、右两字当互易，
后人多有订正）。《韩非子》亦有类似的说法。《史记·五帝本纪》说
舜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在舜和禹的时代，中原民

①

②

郭沫若： 《周代金文图录及释文 （三）》 （增订本），４页，北京，大通书局，

１９７４。

胡厚宣：《楚民族源于东方考》，载 《史学论丛》，１９３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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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和三苗曾发生多次剧烈的战争，舜就死在征苗战争之中。三苗在
中原势力的不懈地打击下，终于式微了。此后三苗不再见诸载录，

最大的可能是，他们已经分散成诸多无组织的小部落散居在长江流
域或江南的山水之间，无与中原事务，故为史家所忽略。

春秋战国时期，与楚国经常发生关系的土著民族主要有 “濮”、
“越”、“巴”、“蛮”等，其中，百濮部落和楚国发生的关系比较多。

周宣王之时楚君熊霜之子叔堪曾 “避难于濮” （《史记·楚世家》）；

蚡冒时，楚国 “始启濮”（《国语·郑语》），也就是开始侵夺骚扰附
近的濮族；到了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楚世家》），也就
是占领了濮族的土地。濮人最先可能居住于江汉之间，后随着芈姓
楚人的南迁而逐渐向南移。百濮部落分布甚广，据 《左传·文公十
六年》，楚庄王三年，“麇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选地，杨伯峻
据 《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推定为在现在湖北枝江县境。《左传·昭公
十九年》说，楚平王时，又曾 “为舟师以伐濮”，此时枝江已为楚
境，楚地已大大开阔，而伐濮要用舟师必是在洞庭、沅水、湘水一
带。江永 《春秋地理考实》称 “百濮当在湖北石首县南”，《史记·

楚世家》正义引刘伯庄话云 “濮在楚西南”，杜预 《春秋释例》说
“建宁郡南有濮夷”，大抵位置都差不多。濮地的总体范围虽不清楚，

沅、湘之间，南郢之邑聚有大量濮人是可以肯定的。百越大部分分
布在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但据 《楚世家》：“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

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杨粤，一般认为即杨越，而且鄂地亦
为越人所居，刘向 《说苑·善说》中记载鄂君子皙泛舟时，“榜枻越
人拥揖而歌”，鄂在今武汉附近，可见长江中游也有越人居住。巴人
进入南方也比楚人早得多，相对楚而言，可自称土著。楚国和巴人
也是处在和和打打的状态之中，《左传·庄公十八年》载，楚文王
“与巴人伐申而惊其师。巴人叛楚而伐那处，取之，遂门于楚。……

冬，巴人因之以伐楚。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这样的例
子，在 《左传》中有不少。由于巴人处在楚国的西边，与本文所论
楚辞的关系不大，但却能说明楚地文化的复杂性。“群蛮”和楚国也
时常发生冲突，关系相当近。据 《左传·哀公十七年》，楚武王时曾
“大启群蛮”，而 “蛮与罗子共败楚师，杀其将屈瑕”（《后汉书·南
蛮西南夷列传》）。《左传》记载此事是卢戎与罗所为，杜注卢戎为南
蛮。蛮与楚的另一次较量是在楚庄王三年，《左传·文公十六年》：
“庸人帅群蛮以叛楚”，最后，“群蛮从楚子盟，遂灭庸”。总的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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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贵族一直试图兼并群蛮，而蛮族也不断地进行反抗，因此一直和
楚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当然这一部分蛮族大概分布在长江
以南，否则很难形成这种状态。及至楚悼王时，吴起为相，才 “南
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由此可
见，群蛮和百越在洞庭、沅水流域都有分布。

现在我们可以肯定，周初时，汉水以南主要分布有濮、越、巴、

蛮等土著民族，而随着楚民族的不断南迁，到战国时代，这些土著
民族大都聚集在长江以南。其中 “南郢之邑，沅湘之间”（王逸 《九
歌章句》）的土著居民，应该说是处在楚国政治势力的庇护之下，属
于楚民，但是，除了直接生活在芈姓贵族统治之下的土著可能被楚
文化同化以外，江南土著由于地理条件的制约，一般都能保持自己
的文化传统。先秦时代，楚国开土甚广，但政治中心一直在江汉之
间，对江南民族影响很小。《国语·吴语》曾提到一个例子：“（楚灵
王）亲独行，屏营彷徨于山林之中……乃匍匐将入棘围。棘围不
纳。”所谓 “棘围”，就是用荆条等将居住地圈围起来的部落民族。

这些部落聚居山林之中，对楚王毫不在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持
了自己的独立性。

那么，这些土著民族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层次上呢？他
们既然被称为 “群”、“百”，就意味着这些民族还没有形成国家，而
是分散为各个部落。 《左传·文公十六年》杜注曰：“濮夷无屯居，

见难则散归。”《释例》云：“濮夷无君长总统，各以邑落自聚，故称
百濮也。”这与 《左传》原文中蔿贾所说的 “百濮离居，将各走其
邑”相符合，也就是说，百濮相当于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处于较
为原始的氏族社会阶段，文化要比楚芈姓贵族落后得多。其他越、

巴、蛮等社会结构也大抵与百濮的情形相似。

谈到这些土著部落的社会生活，班固 《后汉书·地理志》云：
“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蠃蛤，

食物常足。故呰窳偷生，而亡积聚，饮食还给，不忧冻饿，亦亡千
金之家。信巫鬼，重淫祀。”所谓 “亡积聚”、“不忧冻饿，亦亡千金
之家”，说明了他们还没有进入阶级社会，这与我们上面的分析是相
吻合的。在原始初民阶段，人们还没有足够的知识来理解环境和人
本身，尤其是他们身处深山大林之中，慷慨而又莫测的大自然给他
们的心灵带来很多的震撼，在这种情况下，难免要产生各种巫鬼崇
拜。巫祭活动不仅是他们的心灵寄托，更制约着他们的日常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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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所以 “信巫鬼，重淫祀”可以代表江南部落民族的主要文化习
俗。这一现象不同于商代的宗教祭祀活动：它更少社会内容而多自
然崇拜；它是部落公共事务而少等级之分；其祭祀方法是纵情的而
缺乏庄严的气氛，等等。这一切在很多年以后似乎仍没有什么改变。
《后汉书·宋均传》记宋均 “调补辰阳长，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
《后唐书·刘禹锡传》记刘禹锡 “贬朗州司马，地居西南夷，士风僻
陋，举目殊俗……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最为贴近的
话当是王逸在 《楚辞章句》中所记：“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
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王逸是南郡宜城
人，自称 “与屈原同土共国，悼伤之情与凡有异” 《九歌章句》，应
该了解当地的风俗。

土著文化虽然要低于楚贵族文化，但楚贵族自脱离中原后，一
直压着土著民族向南迁移，和土著文化有着频繁的接触，因此，文
化交融不可能不存在，也就是说，必然有一部分土著文化因素会进
入到原楚文化中去。从物质文化形态来说，土著民族的青铜工艺、
鼎鬲等陶器形态、各种纹饰图样等等，皆已融为楚文化的一部分，
各种考古发掘材料和一些考古学家的见解都说明了这一点。而作为
精神文化的土著民族的歌舞祭仪，也有很多为楚文化所吸收。战国
时宋玉 《对楚王问》有这样一个记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
《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 《下里巴人》显然是巴族的歌
谣，它居然成为楚国国都的流行歌曲，众人皆唱，可见楚国在文化
上并没有关上自己的大门。另有一例关于巴文化的记载见于 《左
传·昭公十二年》，楚共王为了在五个宠子中选立子嗣，便 “大有事
于群望”，“既乃与巴姬密埋璧于大室之庭”，看哪个儿子能立在璧上
便立为太子。商周文化中一般立长，亦有立幼的，即便需要神灵裁
决，一般采取占卜的形式即可。楚共王所采取的方法虽然也是一种
巫术手段，但却近乎于游戏，这一定与同时主持这一仪式的巴姬有
关。巴姬既能参与立储的大事，则也有能力以自身的文化来影响楚
文化。再比如说著名的 《越人歌》，就是由楚人庄辛先翻译成楚语
的，这说明它已经被楚文化所接纳。

四、楚文化与楚淫祀之风

到此，我们可以对楚文化这一概念作一简单的总结。楚贵族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