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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弘扬刑楚文化 书写楚商传奇

一部 〈中国楚商)，简要记述了楚国的建立、发展历程和发达的楚国工商业，介绍了光辉灿烂的荆楚文化及其

精神，概述了历代楚商创立的市镇，详细记录了百年近代史中湖北的经济与工商经贸状况以及楚商们在艰苦创业、

拼搏奋进中取得的成功与失败的经历，也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部分楚商的开拓创新精神及其成就。令人鼓舞，催

人奋进，同时也令人慨叹，给人以启迪。

公元前 1000 多年前，周朝建立的早期，周成王论功行赏，大封诸侯时，封曹熊孙熊绎于楚蛮，爵同子男。熊

绎立国于荆山一带，建都于丹阳。自此，楚国由一个方国 50 里的事尔小邦发展到 5000 里地的泱泱大国，其疆域

几近半个中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至公元前 223 年秦灭楚为止，历时 800 余年。楚国 800 年的历史，

光耀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楚国的青铜冶铸、丝织刺锈、木竹漆器等，不仅体现了高超的科学技术，

而且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领先于中原各国。楚国物产丰厚，商业活跃，有畅通的商品流通渠道和完整的货币

系统。鄂君启拥有幸 50 辆、 船 150 艘的庞大商队，活跃在楚国各地。南方多森林、河流，楚商砍伐木材，水运到

长江下游和中游诸国去销售，据〈史记〉 载，春秋时期，楚国的木材和皮革长途远销到晋国(今山西省)，故"楚

材晋用" 之说也包含有此意。 2000 多年前，楚国丝绸已销到西伯利亚，楚国的铁器和漆器传输到越南等东南亚国

家，楚商们还把"蜻蜓眼"式的琉璃珠由南亚引入楚国，其经商通道成为我国有名的西南"丝绸之路" (亦称"玻

璃之路11 )，比北方"丝绸之路"大约早四个世纪，成为迄今己知的最早的国际贸易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实证。贸易

的发展带动了货币的发展，除铜币之外，金银币也出现了，根据出土情况看，先秦的金币、银币都是楚国的。 楚

国的商业兴旺、发达，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这是楚国强大持久的原因之一。

楚国强大持久的另-个原因是创造7光辉灿烂的先进文化，这些文化在书中有详尽介绍，读了让人深刻认识

到我们祖先的伟大。楚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仅在当时独树一帜，而且逐渐发展成为主流文化和主导文化，

在祖国漫漫历史长河中，在古老神奇的荆楚大地，积极推进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直至今天，楚文化仍然

发挥着巨大影响。

秦汉之后，中国经历了 2000 多年的封建社会，历代帝王重农抑商，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基本上处于自然经济

状态。然而在荆楚大地，商人们仍然创立了成百上千的市镇。到了明代中叶，汉口以工商业新兴城镇而崛起，经

济地位凌驾于许多历史名城之上，居全国四大名镇之首。从此，它成为全国的一颗商业明珠，长盛不衰。

湖北地处我国的腹心，水陆交通发达，汉口最早有"九省通衡"之称。 19 世纪中叶，外国资本主义开始入侵，

中国经济随之发生剧烈变化。 之后，张之洞、盛宣怀等在湖北开展洋务运动和振兴农工商业活动，近代工业、航

运、铁路、 电信、银行等相继兴起，其中，汉阳铁厂的规模为东半球第一大企业，大冶出现中国第二个大型的采

用现代技术开采与运输的铁矿 ， 湖北枪炮厂(汉阳兵工厂)为全国第一家规模最大的近代专业兵工厂。 汉冶萍公

司占全国工业资本额的 42%，占全国机器铁业资本额的 98%。布、生J\ 丝、麻四周的成立，使湖北纺织业自成体

系，武昌成为全国第二大纺织基地。汉口辟为商埠，江汉关口岸的进出口贸易额仅次于上海，与广州、天津口岸

比肩。官办企业、官商合办企业之后，商办与民办企业得到快速发展，形成热潮。 湖北一时成为投资热土，一些

近代史上有名的外省籍大商人纷纷到湖北办厂经商。许多外国商行也到湖北设行贸易，开办工厂，仅汉口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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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商行最多时达 100 多家。同时，楚商们也纷纷走向全国、全世界，开展工商经贸活动。

这些身处荆楚大地的楚商们继承了古老的楚商精神，在艰难中拼搏，在风雨中前行，在失败中奋进，前仆后

继，创造了奇迹，也为湖北的商品经济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必须看到，连续不断的战争，使商人的努力一

次又一次毁于战火;国家积贫积弱，没有独立主权，商人们难有作为。 只有在和平安定的环境里，在国家强大的

背景下，商人、 商业才能平等竞争，并有所作为。

湖北是楚国的发源地，是楚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荆楚文化是湖北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璀琛明珠，在中华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它们既是湖北的宝贵文化

遗产，也是湖北商人行走五湖四海的一张无形名片。 2011 年 9 月 28 日，湖北省政府新闻发布会宣布 · 湖北商人

从此称 "楚商" 。 这既是对 "鄂商"、"汉商"叫法不一的名称上的统一，也是基于历史，将"楚商"二字和干年楚

文化精神融为一体，更主要是弘扬荆楚文化，进一步推动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推动文化产业建设，推动企业

文化建设，着力营造企业的软实力，营造和谐发展的环境，进而推动湖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推动当今时代的发展。

胡锦涛同志指出，民族精神是我们的生命力 、 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不竭源泉，中华民族是有着伟大精神的民族，

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要大力弘扬民族精神，越是要大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 。 习近平主席最近提出了"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的构想，实现中国梦，必须发展中国文化，发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发掘、研究、弘扬荆楚文化，发扬楚先民艰苦创业，开拓创新，开放开发，海纳百) 11 ，科学发展，爱国敬业，诚

信和谐，无为 、 无不为的精神，让现代楚商团结奋斗，以德治企、 经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为世界文明

作出贡献。 这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具体体现。

文化强国，工商富圈。 我们的时代需要新的"丝绸之路需要更多现代"张之洞"、"盛宣怀" 。 更需要层出

不穷的创业者、 投资者、 企业家和商人，以继承弘扬荆楚文化，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去开辟领地，参与竞争，寻

求合作，建功立业。 湖北省委、 省政府大力倡导亲商、 重商文化，营造敬商、 悦商、 爱商 、 护商的社会氛围，就

是希望省内外、 国内外的商人、企业来荆楚大地开疆拓土，加入楚商行列，一展雄风。 我们既要为楚商立传，书

写楚商传奇，也要着力帮助、支持天下楚商在广阔的市场中去书写自己人生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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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嘿奖乒jμ

、楚国的建立与发展历程

据太史公司马迁考证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 50 望。

熊泽是西周楚国的建立者，在"公、侯、伯、子、男"爵位

中最低偏上，封I也是方圆 50 里。

往上，楚国的祖先出自顿顶帝高阳，高阳是黄帝的孙子，

昌意的儿子。 祝融是顿顶的曾孙，帝尝时任火正，很有功绩，

能使天下光明 ， 被称为火神。 祝融生陆终 ， 陆终生了 6 个儿

子，长子名叫昆害 ， 次子名叫参古月 ， 三子名叫彭祖，四子名

叫会人，五子名叫曹姓，六子名叫季连。 季连姓丰 ， 楚国就

是他的后代。夏商之际，中原地区斗争激烈，昆吾、彭祖族

群相继被灭 ， 季连族一支被迫南迁 ， 降居江水 ， 与蛮族杂居。

就是现今汉水支流的丹水两岸 ， 后推进至荆山脚下汉水中游

地区，和当地土著居民相融合，并将此作为根据地。警熊属

举姓一系，后日渐强大，成为周文王老师，尽力辅佐文王，

参与灭商兴周斗争。天子周成王论功行赏，大封诸侯时，封

警熊曾孙熊绎于楚蛮， 立国于荆山一带，建都丹阳(今湖北

柿归东南)。 据史学家考证，丹阳地处现在的丹江库区。 自

此楚"的正式国号和族名便立于世上，并不断发扬光大。

熊绎的四世孙熊渠任楚国国君 ， 发兵东进 ， 进攻庸(今

湖北竹山)和扬越(散布在古扬州的越族 ， 1.见鄂东及江西一

带) ， 扩地至长江中游 ， 封长子康为句宜王(今湖北江陵) ，

封次子红为鄂王(今湖北鄂州，三国时孙权在此建都)，封

少子执疵为越章王(今湖北 · 安徽间地)。 到周厉王时 ， 熊

渠害怕残暴无道的周厉王伐楚，又去掉了这些王号。

2 

东周之后，熊通即位，就是楚武王。 自此楚国国君一直

称王。 武王 35 年 ， 楚伐随国，随侯说 "我并没有罪过啊 I " 

楚人说 "我们是蛮夷，现在中原诸侯都背叛天子而互相攻

伐 ， 互相杀戮。 我们有军队 ， 想、因此来看看中国(即中原的

周国，亦称中州之国)的政治， ~青王室尊封我的名号。"随

国侯派人到周京城洛阳去， ~青天子尊封楚王名号，周天子不

口斤，随人回报楚，己时过两年，熊通发怒说 "我的先祖吉普

熊是文王之师 ， 早死 ， 成王推举我的祖先熊绎 ， 竟然封他子

男爵位的土地，命他居住于楚地。蛮夷无不降服 ， 而天子并

未提高楚国的爵位 ， 那么现在我自己来提高爵位罢。"于是

自立为武王，与随国立盟约而退兵。 武王在位 51 年，并开

辟j偿地来掩己地。

"111 楚城模 I\'}

公元前 690 年，楚文王熊货即位，当年开始建都子部

(江陵西北纪南城)，即现在的荆州城北门外 5 干米处。 纪

南城一说纪王城。第 2 年讨伐申国 ， 第 6 年攻打蔡国 ， 俘

虏了蔡哀侯而田 ， 不久又释放。 第 12 年攻灭了邓国。楚国

开始壮大起来。

楚成王熊悔即位不久，对人民展布仁德，施行恩惠，和

诸侯结盟修好，派人向周天子进贡。 周天子赐给他祭肉，说

"好好镇守你的南方，平定夷越的混乱 ， 不要侵扰中国。"楚

成王与兴兵来犯的齐桓公结盟。 成王带兵北上攻打许国，许

君脱去上衣露出肢体来谢罪，成王就放了他罢兵而去。 成王

22 年攻打黄国， 26 年灭掉英国。 33 年在孟地俘虏了宋襄公，

不久又释放。 34 年楚成王北上攻宋，在浊水岸边打败宋军，

宋襄公伤亡。 39 年 ， 鲁禧公来请楚国出兵攻打齐国。楚成王

派遣申侯率兵伐齐，攻取谷城。接着攻灭萎国，因为主主国不

祭祀祝融、警熊。 由此，楚国的疆域扩展至千里之大。

楚穆王即位 ， 先后攻灭江国、六国、寥国。

春秋时 ， 楚国不断兼并周围小国。 公元前 613 年 ， 楚庄

王举旅(一作吕、侣)即位，重用孙叔敖改革内政，兴修水

利，加强战备。 第 4

年攻灭庸国，第 6 年

攻伐宋国，获得战车

500 辆。 第 8 年政伐

陆j军戎，乘胜陈兵周

郊，在洛阳城外阅兵

示威。 周定王派遣王

子小满慰劳楚庄王 ， 楚

庄王向他问那传国

之宝九鼎的轻重 ， 公

开向天子权威发出

挑战。 第 9 年平定若

敖氏叛乱。 第 1 3 年

攻灭舒国。 第 1 6 年

攻下陈国 ， 杀死夏征

舒，因为夏征舒斌杀

尊吭

" -lt. 
J;. 
r:r 
i. 

辛格:

，. '叶.、 们1γ γ i 

楚武王



他的君主。 第 17 年攻打郑国，在部(今河南宋阳东北 )大败

晋军 ， 迫使鲁、陈、郑等国归附。 第 20 年攻灭宋国 ， 因为宋

国杀死楚国的使者。楚庄王和楚国一起成为代晋而起的霸主。

楚昭王时 ， 吴王闺阁率军攻楚，并进入楚呈阳H。因吴国

内乱，吴王退兵。 吴退楚进 ， 昭王先后灭唐国、顿国、胡

国。楚惠王在位，灭蔡国、丰己国。在这前后 ， 越国灭掉吴

国，不能治理江淮以北的地方 ， 楚国于是向东发展 ， 领土

扩张到泪水之上。 自吴国打败楚国，楚伤了元气， 加上国

内权力之争。 楚国势力 度衰弱。

公元前 40 1 年 ， 熊疑任楚国国君，即楚悼王。 他任用吴

起为令尹(楚以令尹为相) ， 实行变法 ， 明法申令 ， 压制公

族 ， 又坚持以强兵为务 ， 南平百越(今广东、广西 带)，北

并陈、蔡，却"三晋" (春秋末年，晋卿韩、赵、魏三家瓜

分晋国 ， 成为战国的韩、赵、魏三国 ， 故名三晋)、西伐秦，

国势从此大振。

越王勾践吞并吴国后 ， 成为霸主 ， 其六世孙王无强继位 ，

也到处争霸，兴兵犯齐、楚，楚威王熊商起兵迎敌，大败越

军，杀死越王无强，夺取了原来吴国全部的土地，一直到浙

江沿岸，向北至徐州打败齐军。 越国从此分崩离析，向楚国

臣服朝贡。

公元前 306 年，楚怀王举槐趁越国内乱 ， 一举吞并越国，

进一步扩大了楚国疆域 ， 东北到今山东南部，南到广东，西

南到广西东北角 ，并由汉中向南包括巴、蜀、黔中 ，东到今

江苏和浙江 ， 原越国所属的安徽、江西地盘也尽归楚国所有。

战国后期 ， 楚国逐步走向衰落 ， 公元前 30 1 年，即楚怀

王 28 年 ， 齐、秦、魏、韩联兵攻楚，在今河南唐河西南大

战，楚将唐昧兵败被杀。楚怀王想要回先前被秦国夺去的汉

中 600 里土地 ， 入秦被扣两年 ， 秦王胁迫他割让巫、黔中的

郡县 ， 楚怀王不愿 ， 又逃归不得 ， 客死他乡 。 庄跻趁机发动

起义 ， 于公元前 278 年攻下呈阳~ ， 楚遂成四分五裂之局面。

庄断是楚国人民起义领袖，起义失败，经湖北、贵州西部进

入滇池(今云南昆明附近) 地区，被推戴为王，即滇王。疑

楚雄为其部所建。 楚国失败后 ， 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楚

顷襄王曾在河南信阳西北建楚王城。 公元前 24 1 年，又迁都

寿春(今安徽寿县)。 公元前 223 年 ， 楚为秦所灭。

楚国灭亡，楚封号被沿用。 秦汉分战国楚地为东楚、西

楚、南楚，即"三楚" 0 {史记 · 货殖列传〉 将湖北划为西楚，

〈汉书 · 高帝纪〉 引注孟康 〈音义 〉 称湖北为南楚。 秦皇无

道 ， 楚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打出兴楚旗号，发动了大规

模农民起义 ， 豪杰纷纷响应。项梁集众倡首 ， 立楚怀王之孙

熊心为楚王，仍为楚怀王。项羽继起为统帅， 曾一度统一天

下 ，自称西楚霸王，可是他杀了已降的子婴 ， 分封不均，又

背弃了义帝楚怀王 ， 所以天下不服 ， 终被刘邦打败。如l邦立

韩信为楚王。 公元前 20 1 年，韩信被贬，主Ij邦之弟刘交被封

为楚王，即楚元王 ， 主IJ贾被封为荆王 ， 楚王和荆王分割了韩

信封地。五代肘 ， 马殷据长沙，周行逢据武陵 ， 高季兴据江

陵，割据古楚地政权，又因三国在楚地，故称新三楚。 南朝、

东魏置楚州 ，北齐改西楚州 ， 至唐武德八年(公元 625 年)

又改东楚州置。 楚外|名一直沿用至南宋。重庆也是楚州之一 ，

干~楚商

后改为j俞州 。

从熊绎建立楚国开始， 经过数十代人的努力， 国力不断

增强，疆域不断扩大，先后吞并了 60 多个诸侯国 ， 由一个

方圆不到百里的事尔小邦发展成为泱泱大国，史书记载 ， 战

国中期，楚国最辉煌时，士地 5000 余里，带甲百万，车千

乘，骑万匹，粟支十年，饮马黄河 ， 问鼎中原。版图将近半

个中国，现在的湖北、 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上

海的全部，山东、河南、陕西的南部，以及广东、广西北部

和贵州东北一带 ， 还有四川东部和重庆，都是楚国范围。 楚

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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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极盛时期范围示意隆|

楚国是我国周代历史最长的诸侯国之 ， 若从周初立国

算起 ， 至公元前 223 年秦灭楚为止，历时 800 余年，楚部部

长达 400 多年。楚国灭亡后， 楚作为地域概念，楚封号又沿

用了 1 400 余年，两项相力日 ， 共是 2200 多年。楚历史悠久，

影响深远。

楚为牡荆 ， 落叶灌木 ， 荆为灌木名，荆楚相通。楚先后

立国干荆山，建都于荆州 ， 春秋时，楚国又称荆国，楚庄王

又称荆庄王 ， 这是地域名称所至。 楚国是在湖北建立并发展

强大，逐步走向辉煌的，湖北是楚国摇篮，是楚国主要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 ， 也是主要活动中心 ， 因此，湖北 直

被称为荆楚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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