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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亦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汉水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文

化，是在特定的汉水流域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累积而形成的，具有鲜明的地

域特色。汉水流域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与中华文化大体一致的

发展轨迹和丰厚的文化积淀。不少文化事象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

义或重要地位。传承文化、服务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是地处汉水上游的高等学

校———陕西理工学院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多角度、多层面地研究汉水文化，可

以引导汉水流域的人们认识历史、审视文化，把握流淌在本流域人们血液中的文化

基因，从而使这一地处中西部尚属欠发达区域的人们摆脱浮躁，面对纷繁复杂的时

代变迁，不至于盲目地迷失文化自我，进而提升其文化自信心；同时也为这一区域

当今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提供某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

一定的参考咨询。多年来，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在汉水流域文化研究

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自

己的贡献。汉水文化研究中心作为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近年

来在汉水流域历史文化研究、文学艺术研究和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等方面出

版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学术专著、科普读物和大量的研究论文、调研报告，尤其是在

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南水北调和汉水流域文化史研究等方面

所取得的成果，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受到了学界同仁的广泛关注和政府相

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反响。

为使研究成果能尽快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陕西理工学院汉水文化研究中心

除定期刊发一年四期的《汉水文化研究》期刊之外，还不定期编发《汉水文化研究集

刊》，将已发表和尚为发表的与汉水文化研究相关的论文汇编成集，正式出版，以方

便人们翻阅、查询。此前已相继出版了四集，这是第五集，是最近一年左右有关汉

水文化研究的论文选粹。收入本集的３５篇文章，不少是提交相关学术研讨会尚无

公开发表的论文。依照集刊编排体例，本集的文章仍然分为“历史文化篇”“文学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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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篇”和“区域经济篇”三个部分。

“历史文化篇”中的１３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汉水流域的历史文化事象钩沉

稽隐，探幽发微，论析了多种历史文化事象特定的文化价值或文化意蕴。如《说

“汉”》一文，论证了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融通黄河流域文明与长

江流域文明的纽带，是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是汉民族得以形成和名扬寰宇的摇

篮。《历史上的傥骆道南段勘察记》一文，是资深的栈道文化研究专家通过多次实

地考察，并结合史料记载，具体探寻傥骆道南段路线及其沿途遗迹，考证相关轶事

和疑案的专题文章。《清代汉江流域交通与城镇兴衰》一文，梳理了清代汉水流域

以驿道为主干的陆路交通，以汉江为主干的水上运输、汉江干支流的主要港口，探

讨了交通变革与汉江流域城镇兴衰的关系，并指出交通方式的变革对沿线区域内

城镇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具有历史的鉴戒意义。《郧阳文化生长力及其典型样态

初探》一文，认为地域文化的生长与地域的历史变迁以及区域内人们的智慧创造紧

密相关，并以郧阳文化为例进行了阐释，有理有据。《五斗米道研究综述》一文，对

与汉水上游地区密切相关的五斗米道的起源与发展，五斗米道的思想文化、教义制

度，五斗米道的人物研究和考古研究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以利人们窥其

全貌。

“文学艺术篇”共收录了１６篇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视角论析了汉水流域文

学艺术的发展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名家名作的文化底蕴。如《汉水流域地理环

境与流域文学发展》一文，论析了汉水下游和中上游地理环境的明显差异，这些差

异对不同区段的文学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形成了不同区段文化的地域

特色。《唐宋诗人与汉中》一文，在文学地理学的视阈下解析了唐宋时期著名诗人

与汉中相关的作品、唐宋诗人在汉中的诗歌创作活动，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

为事而作”，故可借助诗人的作品，了解唐宋时期汉中及周边地区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发展的概况。《天连剑外山无数，栈转褒中水自哀———王士祯蜀道诗的情感内

涵》一文，认为王士祯的栈道诗，是其诗风变化的重要标志，是其山水诗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是了解栈道沿线尤其是汉中地区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的重要载体。《王

蓬小说中的“自然”———以〈山祭〉为中心》一文，指出汉中本土著名作家王蓬小说中

的自然环境不仅仅是人物的附属品，而且是有独立价值的主体，具有独特的文学属

性。《陆游从戎南郑交友及其影响述论》一文，认为汉中的境遇与机缘，把陆游和他

的僚友们联系在了一起，他们用诗文勾勒着彼此生命的轨迹，于墨香中憩息饱经沧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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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的灵魂。深刻真挚的友情，正是陆游念念不忘汉中的内在动因之一。《西北联大

和西南联大的碑记》一文，对这两所抗战时期分别迁于汉中和昆明的高校，在离开

迁驻地时所留的勒石碑记作了对比，指出二者分别总结和记载了各自学校的历史

经验，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深厚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艺术特色，乃值得细心品

读的美文。《汉中方言部分语法规则调查》一文，对汉中方言的部分语法规则进行

了调查和描述，对汉中方言与普通话的不同之处加以注音、释义和举例，并说明其

句法环境，在较少为人关注的方言学研究方面有其重要意义。

“区域经济篇”收录的６篇文章，结合汉水上游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问题出谋

划策，提出了不少颇有价值的建议和意见。《汉水流域水源地生态补偿调研报告》，

通过开展实地调查，对汉江水源地生态补偿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

如何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提出了建议。同时认为生态补偿效率直接决定着水源地生

态保护效果，对南水北调工程的长期效应有着决定性的作用。《生态文明视角下的

汉江流域发展研究》一文，梳理了绿色经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４种可

持续发展形态的基本内涵特征及发展趋势，从不同的角度对４种可持续发展形态

作了比较研究，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政策启示，即需要不同领域、不同区域间的

相互协调与有效合作。《陕南移民搬迁的制度经济学分析》一文，从制度经济学的

视角对陕南的移民搬迁进行了分析，认为陕南移民搬迁首先是一种制度变迁和制

度创新，同时存在着路径依赖问题。只有在制度创新的前提下，移民搬迁才能取得

长久效益。《产业经济学视野下等陕南移民搬迁》一文，认为产业开发对移民搬迁

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并结合实际提出了陕南移民搬迁产业开发的对策建

议。《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生态经济化问题———以汉上上游地区为例》一文，结合汉

水上游地区经济生态化的现实要求，分析了生态经济化的基本过程，提出了绿色产

业、生态农业园、生态工业园、ＣＤＭ项目、生态补偿等生态经济化路径。

限于篇幅，以上仅就本集刊的部分文章作了简要的导读，其余的文章也各有见

地，无法一一评述。地域文化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不同专业、不同行

业、不同领域、不同门类专家学者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持之以恒地拓展其研究领

域，不断取得新的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共同为区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献计献

策，推动汉水流域区域经济、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汉水文化研究不仅要关注汉水

流域的历史文化，更要着眼于当今汉水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需求，找准目标，

克难攻坚，以使学术研究能发挥最大的社会效益。汉水文化研究不仅仅是汉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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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中心的职责，还应在充分发挥高校“智库”效能的同时，大力调动社会各界的

积极性，共同关注、参与汉水流域文化的研究，开拓汉水文化研究的新领域、新课

题，使汉水文化研究不断迈向新的台阶。这不仅是我们的意愿，更是实现区域社会

经济发展和文化腾飞的历史使命。

刘保民

２０１５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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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汉”①

梁中效

中国是典型的大河文明，南北江河的轴心地带正是汉水。汉水流域位于中国

大陆版图的地理中心，是中国内陆腹地秦陇、巴蜀、中原、江汉四大经济文化板块的

结合部，是融通黄河与长江文明的纽带，是南北文化转换的轴心，是汉族形成和得

名的摇篮，在壮美的中华文明史和汉文化发展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一、远古灵秀地，文化早发祥

汉水流域是神奇而美丽的土地，与天上的银河辉映竞秀，《诗经·小雅》已有

“惟天有汉，鉴亦有光”的名句，《华阳国志》更明白地说：“汉沔彪炳，灵光上照，在天

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这种奇特的天人感应现象，让汉水赢得了“天汉”的美

名。汉水流域是中国中东部通向辽阔西部的文化走廊，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

之一，湖北郧县人化石的发现和陕西南郑龙岗寺旧石器遗址的发掘，证明至迟在

１２０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汉水中上游开拓渔猎；农耕文明产生之后，伏羲、女娲

由西北高原沿汉水向东南迁移，炎帝诞生于秦岭南坡的华阳，在汉水中游的随州创

造了南国农业文明的辉煌，奠定了中草药文化和茶文化的基础，使汉水流域成为东

亚农耕文明的圣地，同时也奠定了华夏族———汉族形成的文化基础。

以汉水流域为核心，其周围分布着古老的华夏部族、苗蛮部族、东夷部族和氐

羌部族，他们以汉水流域为舞台和纽带，走向交流与融合，随着秦汉王朝的大一统

而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面貌焕然一新的文化民族———汉族。

汉水流域西北方向的渭河、汾河、伊洛水流域是华夏族主干———炎黄部族诞生

与活动的核心区域。《国语·晋语》记载，周灵王二十二年太子缙云：“夫亡者岂繄

无宠？皆黄、炎之后也。”证明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圈内的大国晋国，已将

“黄、炎”并称为二帝，而且认为二帝都诞生在秦岭北部的关中大地。《国语·晋语

① 原载于《安康学院学报》，２０１４年６月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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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记载：“昔少典取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

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证明炎、黄二帝族源相近，血缘相通，其母系皆出自

有蟜氏。因而《绎史》卷五引《新书》说：“炎帝者，黄帝同母异父兄弟也。”炎帝和黄

帝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关中、晋南、豫西三大盆地鼎足而立的黄河中上游地区，属于

距今约５０００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称：“《帝王世纪》云：‘神农

氏，姜姓也。母曰任姒，有蟜氏女，登为少典妃，游华阳，有神龙首，感生炎帝。人身

牛首，长於姜水。有圣德，以火德王，故号炎帝。”可知炎帝母是有蟜氏女，在秦岭南

坡的华阳生下炎帝，说明炎帝是由汉水流域走向长江流域，为长江流域农耕文明的

发展做出了贡献。而黄帝则成为北方农耕文明的偶像，以汉水、淮河为过渡带，炎、

黄二帝为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汉水流域正西方向的甘肃、青海、四川西部的高原地带是氐、羌部族活动的核

心区域。传说时代的羌人与氐人常常相提并载，《诗经·商颂·殷武》云：“自彼氐

羌，莫敢不来享。”说明氐羌并称普遍。《荀子·大略篇》曰：“氐羌之虏也，不忧其系

垒也，而忧其不焚也。”说明氐羌皆有火葬习俗。氐羌部族处在秦国西部，《山海经

·海内经》曰：“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农，先农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但氐、羌

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有血缘关系的两个民族。《说文·羊部》说：“羌，西戎牧羊人

也，从人，从羊；羊亦声。”《风俗通》曰：“羌，西戎卑贱者也，主牧羊。故‘羌’字从羊、

人，因以为号。”实际上羌人是兴起于我国西部最古老、最有影响的部落之一，《史记

·六国年表》有“禹生于西羌”记载，尤中先生甚至认为，先后活动于中原地区的黄

帝族、夏族、周族，原本都是羌人。先秦文献对氐人的记载相对较少，《山海经·海

内南经》说：“氐人国在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杨铭在《氐族史》中指出，

氐人国应在陕甘交界处，与历史上氐族的传统居住区域是一致的。由此可知，远古

氐、羌是生活在西部高原的甘、青和川、陕西部的两个有血缘关系的氏族或部落，是

华夏农业、水利事业的开拓者，是后来华夏族形成的重要基础。

汉水流域正南方向是一个包括众多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东夷集团。《礼记

·王制》云：“东方曰夷。”《说文解字》曰：“夷，东方之人也。”东夷集团的组成比较复

杂，先秦典籍称为“九夷”，有学者将其分为太皞、少昊（少皞）和蚩尤三部分，也有学

者分为蚩尤、帝俊、莱夷、徐夷、淮夷五大部分。不论怎样，东夷发达的经济文化不

可小视。夏、商、周三代就在与东夷的和战之中，相互学习，融合发展起来的，而交

流对抗的走廊是汉水流域。《诗经·大雅·江汉》云：“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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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游，淮夷来求。既出我车，既设我旗。匪安匪舒，淮夷来铺。”诗中以江汉水流之

浩荡，来衬托周宣王的大将召虎征讨淮夷大军之强大威猛。傅斯年先生在其名篇

《夷夏东西说》中指出：三代及三代以前，“大体上有东西不同的两个系统。这两个

系统，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因混合而文化进展。夷与商属于东系，夏

与周属于西系。”“三代中东胜西之事甚少，西胜东之事甚多。胜负所系，不在一端，

或由文化力，或由战斗力，或由组织力。大体说来，东方经济好，所以文化优；西方

地利好，所以武力优。在西方一大区兼有巴蜀与陇西之时，经济上有了天府，武力

上有了天骄，是不易当的。”汉水流域是联系南北的纽带和沟通东西的走廊，为四方

百族在此融合，为华夏族———汉族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汉水流域正南方向是一个包括众多氏族、部落或部落联盟的苗蛮集团。在先

秦文献典籍中将南方苗蛮称为“苗”“蛮”“三苗”“有苗”“苗民”“南蛮”“荆蛮”等。

《尚书·益稷》曰：“苗顽弗即工。”《尚书·吕刑》云：“鳏寡有辞于苗。”《尚书·牧誓》

说：“窜三苗于三危。”《大戴礼记·千乘》曰：“南辟之民曰蛮。”《大戴礼记·王制》

说：“南方曰蛮。”大约在尧、舜、禹时期多称“苗”“三苗”“有苗”等，至西周以后，随着

楚国的强盛则称之为“蛮”“南蛮”“楚蛮”等。在语言学上，“苗”“蛮”二声，系阴阳对

转，音、义相同。《广雅·释诂》将“苗”“蛮”均作“惕”（轻易之意）。故徐旭生先生

说，“综括两名词，叫它作苗蛮集团是比较恰当的”。苗蛮集团主要生活在北起丹

江、南到五岭的江汉大地之上，《战国策·魏策》引用吴起的话说：“昔者，三苗之居，

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悖北险也，为政不善，而禹

放逐之。”而尧、舜、禹时期的苗蛮势力曾以鄂、豫、陕三省交界处的丹江流域为基

地，《吕氏春秋·召类》曰：“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

丹江发源于陕西商洛境内的秦岭南坡，是汉江最大的支流，在湖北丹江口入汉江。

由于这里是中原进入江汉的大通道，因而成为苗蛮集团、东夷集团和炎黄集团冲

突、融合的大舞台，促进了华夏族———汉族的形成。

汉水流域是苗蛮集团、东夷集团和炎黄集团竞争、融合的大舞台，其部族大融

合的结果是造就了华夏族中最具活力与魅力的楚族。《史记·楚世家》说：周成王

时，“封熊绎于楚蛮，……居丹阳”。丹阳是楚国早期都城，有丹淅丹阳和荆山丹阳

两地，皆在汉水流域。清人宋翔凤在《过庭录》考证出鬻熊所居之丹阳，即汉水上游

丹江与淅水相会之处的丹阳。熊绎所居之荆山丹阳在汉水中游，其范围是北不过

汉水，南不过荆山，西不过彭水（今南河），东不过鄢水（今蛮河）。楚民族从丹淅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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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迁到荆山丹阳，披荆斩棘，开拓进取，筚路蓝缕，发展壮大。史学家吕思勉说：“宋

氏翔凤始考得丹阳在丹、淅二水入汉处，地实在今南阳、商县之间。熊绎徙荆山，在

今湖北南漳。至武王徙郢，乃居今之江陵。吾侪读此，乃知楚之开拓，实自北而南。

本此以观古史，则知丹、淅一带，实为古王即封于此；《书传》谓‘汤网开三面，而汉南

诸侯，归之者四十国’；周南之地，《韩诗》谓在南郡、南阳之间，皆是物也。周公奔

楚，盖亦袭三分有二之势，故出武关，走丹、淅矣。”楚族携苗蛮、东夷和炎黄三大集

团杂合的文化优势，“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地英才项羽、刘邦联合推翻暴秦，刘

邦崛起汉水上游汉中盆地，夺取关中，决战中原，霸王别姬，被刘邦击败，汉室天下

肇基于汉中，华夏族———汉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汉之渊源地，天人合一美

汉水流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华夏族———汉族形成发展的重要载体，

是江、淮、河、汉并称的四大文化大河之一，《孟子·滕文公》云：“水由地中行，江、

淮、河、汉是也。”汉水能有如此影响，与其特殊的文化地位有关。

与汉水有关的“汉”字，商朝甲骨文里没有“汉”，但香港著名国学家饶宗颐在

《西南文化创世纪》中指出：甲骨文中的“漾”就是指“汉”。他认为：“殷卜辞所见水

名，有河、洛而不见江、汉，向来未明其故。”“考殷卜辞贞人有曰漾者，字从羊，与洋

相同。武丁卜辞有残文三条：漾与吉方同见于一片。”“漾即汉水之源”，《水经》郦注

引阚骃云：“漢或为漾。”“汉”（漢）字在小篆中的字形，按许慎《说文解字》所言：“从

水，难省声”。漾也。东为沧浪水。从水，难省声。徐铉等曰：从难省，当作堇。而

前作相承去土从大，疑兼从古文省。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漾也。尙书某氏

传曰。泉始出山为漾。本意指的是按漾言其微，汉言其盛也。金文中的“汉”，最早

见于西周金文安州六器《中甗》铭文。春秋战国时期楚人与秦人的文字中都有汉

水，但字形结构有别，也反映了楚人与秦人的汉水文化观念不是一个系统。而在先

秦文献中，记载汉水最多、最可靠的典籍是《诗经》。《诗经》中的“汉”一般都指汉

水。《诗经·周南·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诗经·

大雅·常武》：“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诗经·小雅·四月》：“滔滔江汉，

南国之纪。”《诗经·小雅·沔水》：“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诗经·大雅·江汉》：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江汉汤汤，武夫洸洸。”在这些美妙而形象的诗句中，所提

到的“汉”都指汉水，而且多数情况下，是“江汉”并提，说明在先秦时期汉水是一条

与长江并称的大河。《诗经》也体现了地汉与天汉交相辉映的美丽情景，《诗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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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诗经·大雅·云汉》：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诗经·大雅·棫朴》：“倬彼云汉，为章于天。”由《诗经》来

看，“汉”之本义是指汉水，其河流处在华夏之中的西北———东南走向，与天上银河

系的走向相同，天汉因地汉而得名，这即是《华阳国志·汉中志》所谓“汉沔彪炳，灵

光上照，在天鉴为云汉，于地画为梁州”。这种天人合一的景象，使汉水的文化地位

甚至在长江之上，而且《诗经·周南·汉广》中的“游女”，即汉水女神，是我国第一

位江河女神，更显示了汉水文化地位的重要。正因为如此，华夏族、汉族的称谓与

汉水有关，就完全可以理解了。但汉水因何而被称为“汉”，学术界至今没有统一的

观点。

历史学家任乃强指出：“汉”字，在西周以前只作天上银河专称。《诗经》曰：“倬

彼云汉”“维天有汉”，皆此义也。沔水冲出万山，奔腾入楚，楚人以为自天上来，借

用“汉”字以名之。沔水，自今陕南东流入楚，至汉口入江，古有汉水、沧浪之水、夏

水等特称。故汉口古代又有“沔口”“夏口”之名。史学家何光岳认为：古汉人原居

于今陕南汉水一带，汉水因古汉人居此而得名。古汉人盛行着傩文化，传播到东

亚、北亚和东南亚各地，形成了广汉文化圈。后来由于夏人迁入汉水上游，古汉人

融入夏人群体之中，成为华夏族的成员。

近代民族史学家徐松石发现“汉”是濮越语ｈｕｎ“人”的汉字音译，在一定程度

上为破解“汉”“汉水”“汉中”“汉朝”“汉族”之“汉”从何而来的文化密码打开了新领

域。他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中，对“汉”字的原义，作了前所未有的独到论述：“壮僚

（僚字音佬，唐时作獠———原注）向来称呼自己为汉人汉子。壮话叫男人为勒汉，勒

汉就是汉儿。壮僚自称为汉儿，而汉人却指他们异于汉人血统的夷僚，对他们表示

轻贱侮辱的态度。天下间冤枉的事，莫过于此。作者根据多年研究的结果，觉得壮

僚自称为汉儿，实在比我们称为汉儿更合事理”。

语言学家金钟极为赞同徐松石的观点，而且利用历史语言学提出了令人耳目

一新的见解。他认为现在的壮族是古濮越ｐｕ　ｊｉ（“种田人”的汉字译音）人的后裔，

壮语的“我们”读作ｌａｕ，因而南北朝以后，被用汉字音译写作“僚”，用来指称濮越人

后裔壮侗语族诸民族。徐松石不懂得语音学，因而不能正确指明壮语的ｌａｋ　ｈｕｎ中

的ｈｕｎ就是被古人用汉字译音而写作“汉”而流传了数千年。但是，由于他也像古

人一样，使用汉字作为译音工具，把壮语的ｌａｋ　ｈｕｎ音译写作“勒汉”，因而无意中发

现了壮语的“汉”与自称的“汉人”的“汉”两者的内在渊源关系。尽管他弄不清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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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渊源关系，现在壮人与汉民族之间的差距如此巨大，而两

者的自称却又如此偶合，彼此都自称为“汉”。因而，可以斩钉截铁地下结论说：汉

实源于壮。然而，他已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壮僚自称为汉儿，实在比我们称为汉儿

更合事理。”

民俗学家林河认为先秦时期将中国南方的“粳民”（种粳稻的人）译为“荆蛮”。

其后裔即今日的“侗台语族”（又称“壮侗语族”）各民族。“粳民”在一万年前发现和

栽培了“粳糯”，是中国农耕文明的缔造者。中国农耕文明的主体是稻作文化，而稻

作文化的主体是“中国粳”，因此，“粳民”才是中国和全世界真正首创农耕的民族。

在上古音中，“粳”与“糯”是一音之转，略有区别而已。“难”字，古与“傩”（糯音）字

相通，但它又与“干”（粳音）字通韵。长江的支流———汉水，从长江直插陕西，与黄

河的一些支流交错。汉水这一联系南北的天然走廊，不但把南方的暖流带入了陕

南，在陕南形成了一个非常适宜水稻生长的江南小气候，而且把南方的“粳文化”也

带到了陕南。陕南汉水流域７０００年前的李家村、何家湾稻作文化遗址，就是这一

段历史的见证者。由于有了“粳民”在此繁衍生息，这一条水域也就被定名为“汉

水”（粳水）了。汉水之所以叫“汉”，与江汉平原是中国最富裕的粮仓有关。由于生

活在江汉平原上的自古就是中国的“傩民”，所以便把他们所住的地方命名为“难”

（傩）水了。因此，“汉”字只不过是将“傩”字，去掉了左边的“人”字旁和右边的“隹”

字旁，单取中间的“堇”字作音符，并加上了一个“水”字旁而已。此说虽然从农耕文

明的本源追溯“汉”的来历，但难免牵强生硬。

三、天汉三千里，汉族得美名

汉族是以汉水、淮河为轴带，以黄河、长江为范围，融合四方百族文化而形成的

文化民族。传说时代的北国华夏部族、江淮东夷部族、南方苗蛮部族、西部氐羌部

族，正是以汉水为纽带逐渐融通，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主干、以龙凤呈祥为图腾的

民族共同体。楚人、楚族就是这一共同体中最活跃、最具开拓精神的一个分支，他

们在汉水流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抚有蛮夷，以属华夏。不鸣则已，一鸣惊

人”。在秦楚争雄和秦汉更替的壮美历史进程中，汉族的名称也在汉水流域孕育诞

生。“汉”之本意是指水，原本是说汉水是条吉祥、美好、盛大、精华的文化之河，至

迟到西周中期已与天上的银河联系在一起，促成这一美妙结合的正是楚人。《左

传》有“汉，水祥也”的描述；萧何有“语曰‘天汉’，其称甚美”的说法；《史记》有“汉，

水之精也”的议论；《说文解字注》有“漾言其微，汉言其盛也”的解读。实际上《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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