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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口论荆楚文化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磊知 (代序)

多叶
什么是荆楚文化? 剂 ，是指牡荆，楚是指灌木。 古代用jfIJ楚 a词，意为

荒芜之地。 所以先秦时把荆楚 …带的文化视为蛮夷文化。

楚，既是民族概念，又是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楚国是春秋战国时

期历史最长的古国之丁历时 800 余年。 荆楚文化的时间，前从远古，后至现

代.历史悠久 。 我们在研究荆楚文化时，要把握楚文化是重点、是源、头 。

据大史公司马迁考证楚之祖封于周， 号为子男五十里" 。 楚人系华夏

族的一支，夏商之际.中原地区斗争激烈，楚祝融部的→支被迫南徙，开始

在今河南渐 }IJ 、丹水地区，后推进到今汉水流域荆山一带，和当地土著居民

相融合，始有荆蛮之称ο !司成王时.封寄熊之后熊绎于楚蛮，才有见于正史

..楚"的正式同号和族名 。 从夏初到战国中期.中原人移居荆楚，带来了中原

文化，又和当地居民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楚文化。

楚人不仅物质文明居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首.而且精神文明至今仍启迪着人

们的心扉。

我国的先秦文化是 rlJ多元文化构成的.北方有以中原文化、秦陇文化、齐

鲁文化、燕赵文化、草原文化等构成的黄河流域文化，南方有以荆楚文化、巴

蜀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等组成的长江流域文化，它们共同构成华夏文

化的主要体系。

荆楚文化的底蕴十分丰厚.归纳起来叮称为"六大支柱"、"五种精神" 。

六大支柱是:青铜冶炼、丝织与刺绣、罪层漆工艺、乐舞艺术 、 老庄哲学、

屈骚文学。

五种精神是:置在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追新逐奇，

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兼收并蓄， 即融会南北 、海纳百川的开

放精神;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自己罔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谐诚信，

即追求和谐、为政以德、重在承诺的守信精神。

弗j楚文化的博大精深.除以上讲的支柱与精神外，还口I按其形态品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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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呈现出色彩缤纷的"十种文化

( 一 )远古文化。 如考古发现的屈家岭文化 、 石家河文化，哪县发现的距

今 80-100 万年前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还有恐龙蛋群化石 、 界射丸日、女娟补

天、祝融举火等以湖北为背景的神话故事和被誉为汉族史诗的 《黑暗传》 等

文化遗存。

(二)神农文化:随州被称为神农故里，还有谷城、房县、神农架也是神

农活动的主要民域 。 神农文化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明.从海猎时代完成了向

农耕时代的过渡。 炎帝神农对中华民族有F大的贡献: 一是首创来相， 二是

首创种植. 三是制作陶器，四是首创纺织，五是发明医药，六是首创煮盐.七

是首创琴瑟.八是始识地理，九是创立原始天文历法，十是始作集市 。

(气) 一:国文化 。 湖北境内是魏蜀吴犬牙交错 、 激烈争夺之地。 罗贯中著

《三国演义 ~ 120 同，有 80 多阴事涉湖北地境。 现存二.同遗址或景仅有 73 处

之多。

(四)巴士文化。 清江八百里，其流域的士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a 土家

的婚丧习俗、歌舞、曲艺 、 饮食 、 服饰、建筑、 交通等都很有民族特色。 毛

泽东同志讲的"下里巴人"就是指巴人的群众文化d

(五) 宗教文化。 基、天、伊 、 道、价，瓦大宗教在湖北全有 。 特别是佛教、

道教源远流长，名山古寺众多 。 道教名 11-1武当 111 被明成祖朱橡封为‘五岳之

首 1994 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还有佛教圣地黄梅五祖寺、 当阳玉泉寺 、

汉阳归元寺等都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六) 首义文化 。 1911 年 10 月辛亥武昌 芮义.在清王朝腹地打响了第一

枪.由此引起全国响应， 一举推翻中国!力。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两

千多年的帝制统治。 现存的红楼 、 起义门等遗址和其他文物、资料和优秀的

学者研究队伍，都为弘扬首义文化创造 r 良好的某础 。

(七)红色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啕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成立

了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武汉义是大革命的小心 3 们二 七..大型I 、武昌农讲所、

"八七"会议旧址 、 巾共"五大" 会址、 黄麻起义 、 鄂豫皖和湘鄂阿根据地、

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 、 新四军Ii师司令部.中原突阳和刘邓大军挺进

大别山等一系列革命活动、革命遗址， 是重要的红色文化资源和极为丰富的

宝贵财富 。

(八)山水文化 。 湖北属云梦~泽.河流万条.湖泊千个，长江、汉水横

00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贯其中，还有水库 5880 座 。 名 山众多，神农架海拔 3300 多米，为华中第一

峰，是天然动植物园、物种基因库。 荆山 、大别山 、大洪山等的丰富历史文

化遗存 . 二峡的美丽风光，武汉十湖九山的江城胜景等等，都说明山水文化

的开发利用价值极高。

(九)现代文化。新巾同成立，历史创新篇。 尤其是改革开放 . 弗l楚大地

换新颜 。 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沌口经济开发区、 十堪车城、汽车走廊、武

钢冶炼、武汉卷烟厂和清江三级水电站、 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等，现代丁>& 、现

代农业、现代文化事业设施精美先进，科技含量及现代文化内涵很高，很值

得总结研究。

(十)名人文化。 湖北人杰地灵 ，人才辈出，自古至今涌现各种类型的知

名人物。一是猿人(如考古发现的邸县古猿人)，二是祖人( 如民族始祖炎

帝). 芝是诗人(如屈原)，四是美人(如王昭君 )，五是古人(如出土的西汉

古尸)，六是野人(如神农架野人之谜)，七是道人(如道教创始人张三丰) , 

八是能人(如诸葛亮)，九是文人(如米市、公安"气袁" )，十是伟人(如董

必武 、李先念 lo

一言以蔽之.湖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弗l楚文化悖大精深、影响深远。

楚文化独树一帜，可以和古希腊文明媲美。 但由于楚文化因由于荒芜之

地， 一直被人们视为蛮夷文化，同而传播不广。 《东周列国志》巾提到荆楚二

字的寥寥无几。 还由于历史的原因 ，荆楚文化屡遭涂炭，先有秦灭楚的战火

浩劫 3 后有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筛选，加上古代史学家对蛮夷文化的轻视.记

载楚文化的典籍屈指呵数3 直到楚亡 200 多年以后，太史公司马迁写了屈原，

楚文化才逐渐引起重视ο

在近代.真正引起学术界重视是上个世纪的 50 年代 。 到 2002 年为止，全

国发掘东周古墓 1.2 万座.其巾楚墓有 8000 多座， 占已发掘东周古墓的 2/3 ，

并发现楚城十儿赂 。 20 世纪 60 年代，考古重心转移到湖北，楚故都纪南城成

为寻找楚文化的中心 。 这里是先秦历史上最大的都市.它的面积是现在荆州

城的 4 倍.是楚罔称雄南方的历史见证。 至 1975 年，已发现楚墓 4000 多座.

出土文物数以万计， t其称地下楚文化宝库 。 出土了越王勾践剑、 吴王夫差矛 、

丝织品、漆画、 两汉男尸等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众多的稀世珍宝 。 1978 年 5

月随州曾侯乙墓的发掘.出土文物计 1.5 万多件。 特别是编钟，成为楚文化的

重要珍品之一;另外还出土青铜器重达 10 吨 。 1982 年，江陵马山出土 23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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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的华美服饰，被称为丝绸宝库。 1987 年.剂门包山 2 号楚墓 出士 2000 多

件文物 。 20 世纪 90 年代，荆门郭店 I f::-基出士竹简 800 余枚. 1300 多字 ε

文物是一个民族的遗存，考古文化证实楚文化在我同古代同时期众多文

化中， 是·校独秀 : 最先进的青铜冶炼出自于楚，最早的铁器产出于楚.漆

器数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最富有创造 }J 的丝织刺绣 tfl 自 楚固. 先秦

的金币银币元一不是楚币 。 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庄骚，戏剧的鼻祖是楚国江

陵人叫优孟，音乐、舞蹈、 美术水平之高，编钟乐舞，举世公认、神箭手养由

基是荆门人，荆门县是我国第一个县， 还有天文 、 JJí法、数学等方面， 楚国

人都有独特的贡献a

楚文化在先秦众多区域文化中独具特色，可以说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

文化与北方黄河文化的激荡与交融.构筑了华夏文明的主要支柱 J 如果北方

文化如雄浑的黄河，那么，荆楚文化恰似清奇的长江、 北方以黄帝为始祖，以

龙为象征.以儒家思想为学术干流;楚文化则以炎帝为始祖.凤为网腾.以

道家学术为其学术主流。 可以说 ， 华夏文化的两个文柱是龙凤果祥. 交相辉

映，集 't'体现了周代文化的精华 。 在1甘:界 四大文明-;tJ因中.整体文明没有改

变 、没有中断的只有中同 ο

在世界范网内，何以把楚文化与同时代的古希腊文化媲美呢? 因为楚人

的青铜冶炼、铸铁 、 丝织刺绣、漆器早于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 J

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甚至在希腊之上 。 在忻学方面. 二者各有所长，各有

千秋 ο 国家政体建设、金融货币制度方面.楚同比古希腊发展更为完善 w 航

海希腊在前，车运楚人领先。 古希腊理论科学、 适船航海、体育竞技 、 写实

艺术，砌石建筑等方面比楚人擅长 o 可以说楚文化和希腊文化从不同的道路

登上了世界文明史的光辉殿掌。 古希腊的荷马史诗 . 于公元前 3 至 2 世纪编 订

成书 ; 然而，早在公元前 4 世纪的巾因就出现了屈原 《离骚 》 和骚体诗歌楚

辞 O 屈原的诗篇比意大利诗人但丁的 《神州 》 要早 1600 多年 υ 黑格尔科赞老

子是古代东方世界范围精神代表 。 1953 年 ，世界和平理事会将屈原与哥白尼、

拉伯雷 、 f可寨·马蒂列为 i阶界四大文化名人J 许多同际友人认为荆楚文化对中

华文明和世界文明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也是历史的结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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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花剪纸(孝感市、穹11州市 、 伯11桃市 ) / 1 25

老河口水版年画(老河口市 ) / 1 29

淄江木雕(潜iI市) 1 13 1 

夷|凌农民版面(宜昌市 ) / 132

洪湖汉绣(洪湖市 ) / 1 32

黄冈民间绘画(黄冈市 ) / 1 33

英山雕刻~ (英山县) 1135 

凤凰灯(郎阳县 ) / 1 36

房，县皮影(房县) 1137 

恩施佛面(恩施州 ) / 137

五、 WJ楚民间舞蹈 1139

撤叶儿哨(长阳县、五峰县、巴东县) 1139 

赶象(宜城市) 1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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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公舞(南部县 ) / 1 43

建始闹灵歌(建始县 )1144

耍耍( 宣恩县 、 恩施市 ) / 1 45

地盘子(咸丰县 )1148

土家族摆手舞(来风县 )1149

麻城花挑(麻城市) 1150 

土家族八宝铜铃舞(宣恩县 ) / 152

=节龙 · 跳鼓(云梦县 ) / 1 54

肉连响(利川市) 1155 

拍打舞(通城县 ) / 157

滚灯舞(松滋市) 1158 

地龙灯(来凤县 ) / 1 59

凤凰灯(娜县) 116 1 

六、荆楚民间曲艺竞技 /1 63

鼓盆歌(荆州市) 1163 

善书(汉川市 ) / 164

楠管(枝江市) 1165 

武当武术(卡幢市) 1168 

小曲 (武汉市 ) / 1 69

大鼓(武汉市、团风县 ) / 1 70

商曲 (长阳县、五峰县 ) / 173

恩施扬琴(息施1'11) / 176

说鼓子(松滋市、公安县) 1177 

~t=鼓(石首市 ) /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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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鼓(湖北省) 1181 

评书(湖北省 ) / 1 83

道情(湖北省 )1184

小 1"1 (利川市 ) / 1 86

兰花筒(宜城市) 1187 

满堂音(鹤峰县 ) / 1 88

打锣鼓( I施州市 ) / 190

岳家拳 (武穴市 ) 1191

七、荆楚节日与庙会 1194

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宜昌市 、 姊归县 ) / 1 94

西塞神舟会(黄石市) 1195 

社节(恩施州 ) / 1 97

牛王于'j (来凤县 ) / 1 98

土家儿女会(恩施州) 1199 

荷花螺祖庙会(远安县 ) / 200

土家告祖礼仪(五峰县 ) / 20 1

草把龙灯( 潜江市 ) / 202

归元庙会(武汉市) 1204 

武当庙会(丹江口市) 1205 

八、荆楚传统医学和饮食 1208

上请丸(荆门市) 1208 

李时珍及草药文化(薪春县 ) / 208

廊火疗法(洪il\lJ市 ) / 209

道教医药(武当山特区 ) /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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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山滑肉(应山县) 12 11 

河阳三蒸(仙桃市 ) / 2 1 2

蟠龙菜(钟祥) 12 13 

武汉热干丽(武汉市 ) / 2 1 3

孝感麻糖(孝感市 ) / 2 14

洪山菜辈 (武汉市 ) / 2 1 5

陆羽 "文学"泉(天门市 ) / 2 1 7

太和茶(武当山 ) / 2 1 7

九、荆楚传统技艺 / 2 1 9

就亭扎制工艺(宜昌市) 1219 

车溪造纸(宜昌市 ) / 220

手工布鞋 (枝江县 ) / 22 1

西陵彩扎(宜昌市 ) / 22 1

五IU~泉石雕(宜昌市) 1222 

高洪太铜锣制作技艺(武汉市 ) 1223 

木雕船模制作技艺(武汉市 ) / 224

高龙扎制技艺(武汉市 ) / 225

管窑陶瓷烧制技艺(薪春县 ) / 226

结语: 荆楚非物质文化漫谈 / 228

丛书跋 /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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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问 : 知不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具有高小以

上文化程度的人的回答，大概都是肯定的。 资讯时代有谁

不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2003 年在巴黎通过的《保护非

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呢?当然，或许真有不知道这份公约

的，但是，在众多媒体频繁发布如海潮般信息的今天，受

众似乎不太可能忽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现与保护的各

种消息。

不过，假如问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恐怕要让一部

分人，甚至相当一部分人挠头了，因为这个外来词在我们

的知识库里， 一时还搜寻不出对应的概念，以致难以表述

其定义。

诸君当下所翻开的，就是以介绍一个区域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同时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为目的的一部

读物。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相对物质类文化遗产的一个

概念。 物质类文化遗产大体包括 "文物"\、

=种， 是有形、有体量、有尺寸的历史遗留，例如:西安

仰韶文化半坡遗址，揭示了原始时期氏族的居住格局及某

些生产及生活方式;湖北随州曾侯乙基出土的 65 件一套的

编钟，映现了战国时期贵族阶层钟鸣鼎食的生活气派;北

京故宫，句勒出明清两代皇帝临朝的戚仪，且透露出皇室

生活的细节与具体规制。 可知，这些都是过去了的，今天

已不复存在的历史文化现象。

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 与群众生活

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例如:民间传说故事 、

农村民俗活动 、 相异但共存的表演艺术，以及活跃在乡间

的民间舞蹈，吟唱在田头的民间曲调，彩纸扎制 i 鞋垫缀

花的传统技艺以及相关的器具、实物 、 手工制品等等。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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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从历史延续到今天，在我们生活中迄今尚未消

失 ， 甚至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这样解释，您大概明白了一一哦，所谓

非物质文化遗产 ， 大体上就是我们常说的民族、民间文化吧。 没错 !

比较理论一点的归纳，就是指在一定'文化空间里，世代相传的、无形

而流变的， 一个民族古老的记忆并且当代尚具活态基因的文化现象。

根据以上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几类 :

l 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 ;

2 . 传统表演艺术 ;

3 . 民俗活动 、 礼仪、节庆 ;

4 . 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l实践 ;

5. 传统手工艺技能;

6. 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等。

为什么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呢?若站在全球的高度，则如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 2001 年通过的 《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所强调的:世

界各国各民族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全部文化遗产之并存 ，

对维护人类文化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呼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加

以保护。 所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格

局，而多样化的格局，是椎动人类文化发展进步的前提条件。

若站在同家或民族的角度，则因为它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情

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智慧 ， 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要基础。 民

族、民间文化能否得到保护， 其意义竟有这么重要，您可能对此表示

怀疑。 那么，我们略举一例，透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来看保护

它的必要性。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重视民族、民间文化的传统 ， 历史上第一部诗

歌总辑 《诗经》 就是民间歌谣的集成。 当时从事搜集、整理工作的"行

人"或太师们恐怕想不到， 经他们编辑的田间小唱，后来竟成为中华

元典之一 ， 竟对中华文化精神的凝聚、锻造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人类非物质文化边产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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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着前所未有的急剧变迁。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重要基础 农耕与畜牧文明的相对削弱乃至部分消失，导致民众

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发生转变，使主要通过口传心授而延续的非物

质文化遗产 ， 逐渐地或部分地失去生存土壤。 大批有历史、文化、科

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或者由于传承人逝去而濒于消亡 ，

或者由于种种原因而流失境外。 人类创造新文化的同时，也消解着传

统文化， 这是文明进步与发展中的遗憾。

可见 ， 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仅意义重大，而且迫在

眉睫。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化部举全国文艺专家之力量，搜集、整

理、编辑、 出版 《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集成》志书十套，为保护非物质

文化遗产做了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 2003 年国家文化部 、 财政部、国

家民委和中国文联联合启动，拟为期 17 年的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

护工程"计划，标志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走上全面、整体的保护阶

段。 2005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意见~，同年又颁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o 2006 年， 文化

部等九部委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承办的"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揭幕。 同年 6 月 10 日 ，全国大众迎来第

一个"文化遗产日" 。

这些英明决策及普及活动，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深入人

心，它对增强中华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 ， 实现社会多样统一的和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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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中国又是一个幅员辽阔且多民族的国家，由于 文:
化E

"居楚而楚， 居越而越， 居夏而夏"的不同风俗，形成了丰富多样的 遗E
....... >-

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东西南北中的地区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整理， 气 去

构成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恢弘画卷。 ~在E d 

按照字的古义 荆" 是一种矮小丛生的灌木，由于秦岭、淮河 二七)

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和不曾中辍的灿烂文明，使得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具有深厚的底蕴并流传有序，是我们炎黄子孙取之不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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