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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献辞

楚学是一个正在开拓中的学术园地，从初

辟草莱到蔚成气象，还不满半个世纪。

楚学的任务是对楚国的历史和文化做多层

，面的、全方位的研究，需要众多志士仁人为它献

出智慧和辛劳。

楚学的对象自成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从

神话、传说到信史，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到铁

器时代，从天文、历法到地理，从物质形态的、精

神形态的到制度和风俗，从民族、语言到文字，

从玉帛到干戈，从科学到巫术，从老、庄的·“玄

览”到屈、宋的“流观”，从事象到模式，等等，凡

上古文化涉及的一切，无所不包。只靠一个学科

或者几个学科的力量，断难窥其堂奥而得其神

髓。

中国的古代文化是多元复合的，它的主体

华夏文化是二元耦合的。所谓二元，就方位来说

是北方与南方，就流域来说是黄河与长江，就代

表性的始祖来说是黄帝与炎帝，就泉征性的灵

物来说是龙与凤，就学术的主流来说是儒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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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就风格的基调来说是雄浑、谨严与清苛、灵巧。早在先秦．

就形成了这样的格局。春秋战国时代的华夏文化。北方以晋(韩、

赵、魏)为表率，南方则由楚独领风骚。近数十年来，学术界论及

中国古代文化．大抵重北轻南，重河轻江，重黄轻炎，重龙轻凤．

重儒轻道，总之，不免失之偏颇。要全面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化，不

可不研究楚学。
’

世界的古代文化更是多元复合的，它的主体即旧大陆的古

代文化也是二元耦合的。这个二元，简单地说来，就是西方与东

方。从公元前6世纪中到公元前3世纪中，西方的希腊与东方的

楚竞桎齐光。宛如太极的两仪。然而，近百余年来，学术界论及世

界古代文化，往往重西轻东，也不免有偏颇之失。要全面地认识

世界古代文化，也不可不研究楚学。

我们奉献给读者的这套《楚学文库》，结集了晚近的楚学专

著，总计有书18部。出齐之后，则非仅一斑，而足使读者获睹楚

国历史文化的全豹。 。、

对于学术问题。见仁见智是正常的现象。我们的编纂宗旨是

择善而取．不拘流派．不分门户，不求千口一腔。各部专著分开来

看，都自成一家言。整套文库合起来看，则可谓：“纷总总其离合

兮，斑陆离其上下。”

《楚学文库》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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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导论

(一)

早在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内外人文学界

便注意到研究先秦国别史和区域型文化的重要

性。时至今Et，已形成了楚文化、秦文化、三晋文

化、燕齐文化、邹鲁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

几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其中，最令世界瞩目的就

是楚文化研究，它已经被称为“楚学”。与秦、吴

越、巴蜀相比，楚文化研究可凭藉的文献资料要

丰富、翔实得多；与三晋、燕齐、邹鲁文化相比，

楚文化研究可参照的考古成果又要丰硕、辉煌

得多。十几座楚城池．几千座楚墓葬·，在近几十

年间相继被勘察、发掘、清理出来。上古文化的

精华和神秘主义的代表——“巫学”集大成于楚

国，最富有智慧和启示意义，体现东方思维特点

的老、庄哲学及中国文学史上的奇葩——《楚

辞》也产生于楚国或楚文化圈．这就使楚文化比

其他区域型文化具有更大的魅力，更多的意境。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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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文史学科外，一批从事音乐、美术、舞蹈、建筑、民俗、小说和影

视研究与创作的专家、学者也被吸引到楚文化研究领域中来，形

成了一个立体交叉研究的学者群。楚文化本身的特征，决定了它

在先秦文化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具有无可比拟的特殊、重要的

地位。

楚文化的特征可概括为：兼容性、独创性、中介性和集成性。

楚族源于“祝融八姓”集团，是一个与夏、商、周在族源上不

同，在远古文化背景上也不尽相同的民族。它有一些自身的文化

传统和个性，并且一直保持了下来，但是，它又一直实行文化开

放政策，犹如大海受纳百川一样，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采取了兼

收并蓄、杂陈博致的态度。从有关楚国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

简帛中．可以发现来自古埃及、印度、巴比伦、西亚、西伯利亚和

环太平洋地区的多种文化因子。这就是它的兼容性，体现了一个

民族宽阔的胸襟与气度。 ·

楚人也时时意识到他们是帝颛顼高阳氏的后裔、火神祝融，

的贵胄，非夏非夷的地位与身份，对于他们来讲，不是尴尬、耻

辱，而是一种无上的荣耀。为了非夏非夷——既有别于华夏．又

有别于蛮夷．楚人在国君尊号、百官职名、军队编制、法制刑律、

历法月令、典籍名称诸方面．都别出心裁、自成一格。除了这类源

于荣誉心和自负感的独创外，楚国还有不少源于灵气、悟性和智

慧的独特创造．它们体现在器物造型、图案花纹、冠履衣裳、乐器

道具、诗歌舞蹈以及巫术哲学等众多的方面。正是这两种类型的

独创，将楚国、楚人和楚文化与他国、他国人、他国文化泾渭分明

地截然划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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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的自然与文化地理版图上，楚国恰处在东南西北之

中，它东南联接着吴越，西南沟通着西南夷，西面与巴、蜀相毗

邻，西北面与秦、戎相接壤，北面最为通晓华夏文化，事实上也可

算作华夏中的一员。与诸夏相比，楚人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又最为通晓诸夷的文化，尤其是西南夷、巴蜀和吴越等南方民族

的文化。北方文化南向传播，要以楚人为通译和t中介；南方文化

北向扩散，也要以楚人为通译和中介。这也是一种文化上的优

势：第一，楚国与诸夏和诸夷之间在文化的传播、接收上存在着

时间差，诸夏、诸夷的文化因子首先传到楚国，然后再分别向两

个方向(准确地说是四个或八个方向)传播。楚国能够较早、较便

利地吸收和利用各种外来的文化信息，以丰沛、鲜活的外来文化

之水滋润、建构和完善自身的文化体系与内涵。第二，楚国的文

化中介者身份，使它的文化接收机制与功能优于其他民族，诸夷

不能接收的华夏文化和诸夏不能接收的诸夷文化，楚国一般都

能接收。楚文化之所以具有莫大的神秘感和吸引力，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就是，楚文化中含有一些不为中原诸夏所见纳的成分，而

这些成分是不能按华夏文化的编码规则来加以解释的。

如果说兼容性使楚文化光博，独创性使楚文化优美，中介性

使楚文化神奇，那么，集成性则使楚文化崇高，——造起了一座

又一座镌有楚文化印记的丰碑：由不同时间、不同地区和族团的

巫师阶层传述下来的百科全书式的巫术知识，在楚国最后完成

了它的总纂和著录工作，成为旷古奇书一《山海经》；先秦隐士。
与狂士阶层的零碎言论和见解，由两位南派道家分别加工、提炼

并再创作为《老》、《庄》二书；有别于风。雅、颂，传唱于江淮流域

的“南音”“南风”楚歌”，被楚人改造、升华成了奇诡：瑰丽、缠

绵、哀婉的新诗体——“楚辞”。除了上举数种不朽之作外，在青

铜器、漆木器、丝绸、钟磬乐舞、园林建筑、书法美术诸方面，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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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取得了集前代之大成、登峰造极的辉煌成就。

(三)

楚文化的特性决定了楚文化研究具有如下意义：

1．楚国由于其优越的人文地理环境，特殊而良好的文化建

构与机制，而成为先秦时期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和

作坊。因此，要了解先秦华夏文化的运作、建构过程及先秦文化

的全貌，必将对楚文化有一个透彻的了解。

2．先秦时期华夏文化向南方、西南方的传播，是以楚国中介

来进行的，许多古老的华夏文化与习俗因子至今仍存活在西南

少数民族地区，如泼水节、火把节、三月三、春季的祭龙仪式、大

年初一的汲新水习俗，均可在先秦华夏文化习俗中找到原型。如

果不认识楚国的中介作用和楚文化这一中介环节，那就无法重

构华夏文化——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这一文化传播的事实，而且

也不懂得利用现在仍存活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种古老的文

化、习俗来重构先秦华夏文化。

3．先秦时期的东亚大陆文化是开放型的文化，而不是闭塞

型的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性文化的楚文化即是这种开放型的典

型代表。通过对楚文化内包涵的各种外来文化因子的辨析，可以

恢复上古世界文化交流的诸多事实。

(四)

楚文化研究的重点之一就是楚国的风俗。风俗是一种文化

中比较具体、外在、凝固。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代表着传

统和文化惯力的一个层面。风俗就是传统。与文化构成的其他



导论

层面相比，它的传承性大于变异性，突出的是强制性、集体性、全

民性，而不是自由任性和个体性、阶级性。它与主导型文化和精

英文化不同，它比较粗糙、比较低级、比较俗气，但是，它表现得

丰富、多样、鲜活。而且，构成上层主导型文化的“礼”即源于俗，

“法”也源于氏族(或下层社会)习惯，精英文化虽然是个体或小

群体的自由创造和独立表达，其形式也比较精致、高雅、即兴，它

的创造和表达的框架与源泉却仍然是风俗。一种文化可能的变

异幅度和发展向度．都决定于它的风俗。风俗譬如绘画的材料和

工具。因此，我们说风俗本质上又是最内在、最深沉、最强有力的

一个文化层面。没有风俗，也就没有文化史。风俗是文化的载体

和母本。我们要发现一种文化体系的基底设计和编码规则，从风

俗入手恐怕是一个最合适的途径。另外，由于风俗具有凝固性、

传承性、下层性等特性，所以当一种文化的主导层面消失之后，

它的风俗层面的内容却能以不同的变异形态继续存活数百年乃

至数千年。对于楚国历史文化来讲，不论文献记载多么翔实(事

实上楚文化研究也存在着一个“文献不足徵”的问题)．出土文物

多么丰富，要想全面复现或了解它，仍然有很多、很多的缺环。这

就需要借助于民俗学的手段，充分利用现在仍存活于汉族民间

和少数民族中的楚文化习俗因子．使之成为第三重资料和证据。

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并没有放在楚国的风俗

方面，给予较多关注的是楚史、楚文化、楚器物、楚艺术、楚地理

和《楚辞》。其结果是：谈形而上的问题，有时流于空疏；谈形而下

的问题．难免失予琐碎；不乏现代的理性观照，但很少立足于楚

文化网络和楚人特有的世界观及理解方式上的切实探讨。要解

决这些问题，办法之一，就是花大力气对楚国风俗作一番专门的

研究。这种研究并不只是搜集、罗列各种楚国风俗事象．而是既

着眼于风俗的形式。又着眼于风俗的内涵，既注意到各个风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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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共时态的表现形式，又注意到各个风俗种

类及事象的历对性演变轨迹，和它在大文化系统中所占据的位

置与相应的功能。它要求的是生动、有机、全面的把握。

有关楚国风俗的研究，并不是一个枯燥乏味的课题。源远流

长，千姿百态，异彩纷呈，涉及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楚风俗，原

就分外撩人兴味。楚国风俗的丰富性，不仅要超过先秦时期任一

国别风俗，而且还可与中原诸夏风俗的总和相颉颃，甚至有过

之。楚国风俗的丰富性，体现在形式多样、种类繁夥、构造复杂、

色彩强烈等方面。例如，楚人传承的有些节Ft，在中原却不见传

承，有些节日，虽然中原有所传承，或者原来就是从中原传入楚

国的，但在楚国这类节日的庆典规模更大，场面更热烈，更具有

狂欢的气息。又如，中原传流的占卜方法，楚人都能熟练使用，但

楚人使用的一些占卜方法，却并不全为中原诸夏所掌握。楚风俗

之所以比中原风俗更多样、更独特、更强烈、更鲜明，原因在于楚

国有优越的经济地理环境，高度发达的巫术文化，后来居上的生

产力水平，活泼奔放的民族性格，以及前述楚文化所具有的四个

基本特性。司马迁曾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对楚国的风俗与经

济地理作过如下概括：

“越、楚则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

也。其俗剽轻，易发怒，地薄．寡t积聚。”一
“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奠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

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馐之患，以故訾窳偷生，

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

家。”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也曾就同样的问题作过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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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而水耨。民

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窳赢蛤，食物常足。故学窳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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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汝南之别，皆急疾

有气势。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绕，亦一都会

也。”

优越的经济地理环境，使楚人可用较粗放的农耕渔猎方式

就能获得衣食，比中原人较少生存之忧与劳作之苦，心情自然开

朗，性格也自然活泼，闲暇时间也相对要多一些。这样，也就有条

件来发展、丰富和开展各项民俗事象与活动，例如，节日就可以

安排得更多一些，节171的欢庆时间也可以更长一些。楚人又“信

巫鬼，重淫祀”，他们传承的巫术及占卜方法自然也要复杂一些，

各种神鬼、祠庙及祭祀性的节日或定期的赛神集会自然也多一

些，各种禁忌、迷信传说、神话故事、祭祀鬼神的仪式及其名目，

肯定也要繁夥一些。楚人“剽轻，易发怒”，‘‘急疾有气势”，这种率

真任情的性格融入民俗中，就表现为奔放、热烈和酒神型迷狂。

楚国社会贫富分化不显著，“无冻饿之人，亦无干金之家”，氏族

平等精神保留较多，这就使得楚国的许多民俗活动具有全民性，

而且形成了极其盛大的传统场面。楚国生产力自春秋开始获得

突飞猛进的发展，以此为基础，楚人的衣食住行及各种娱乐、消

费．也就在内容与形式两个向度上均得到尽善尽美的发展。例如

舟舆和服饰的种类越来越多。制作越来越精，层台越修越高．园

林离宫规划、经营得越来越美，室内装饰与食物的制作越来越讲

究．音乐、舞蹈也发展到“以金石瓠竹之昌大、嚣庶为乐”，“郑卫

妖玩．来杂陈些”。比起上述几点影响楚俗的因素来，应该着重指

出的是，数千年无文字记载的先楚族团历史，和有文字记载与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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