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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荆楚文化及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代序)

豆叶
什么是荆楚文化?剂，是指牡荆，楚是指灌木 。 古代用荆楚一词 ， 意为

荒芜之地。 所以先秦时把荆楚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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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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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据太史公司马迁考证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 。 楚入系华夏

族的一支，夏商之际，中原地区斗争激烈，楚祝融部的一支被迫南徙，开始

在今河南浙J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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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成王时，封沓熊之后熊绎于楚蛮，才有见于正史

"楚"的正式国号和族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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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先秦文化是由多元文化构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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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弗l楚文化的底蕴十分丰厚，归纳起来可称为"六大支柱"、"五种精神" 。

六大支柱是:青铜冶炼 、 丝织与刺绣、罪民漆工艺、乐舞艺术、老庄哲学、

屈骚文学。

五种精神是:第路蓝缕. f!ll艰苦创业、 自强不息的迸取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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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自己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谐诚信，

即追求和谐、为政以德、重在承诺的守信精神 。

荆楚文化的博大精深，除以上讲的支柱与精神外，还可按其形态品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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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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活动的主要区域。 神农文化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明，从渔猎时代完成了向

农耕时代的过渡。 炎帝神农对中华民族有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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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 ) 三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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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有 80 多回事涉湖北地境。 现存三国遗址或景区有 73 处

之多 。

(四)巴土文化。 清江八百里，其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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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泽东向志讲的"下里巴人"就是指巴人的群众文化。

(五)宗教文化。 基、天、伊、道、佛五大宗教在湖北全有。 特别是佛教、

道教源远流长，名山古寺众多。 道教名山武当山被明成祖朱橡封为"五岳之

首

汉阳归元寺等都有独特的文化内涵。

(六)首义文化。 叩门年 10 月辛亥武昌首义，在清王朝腹地打响了第一

枪 ， 由此引起全国响应， 一举推翻中国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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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良好的基础。

(七)红色文化。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i罩秋等在武汉成立

了共产主义小组，后来武汉又是大革命的中心。 "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

"八七"会议旧址、中共"五大"会址、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

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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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北属云梦古泽，河流万条，湖泊千个，长江、汉水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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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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的美丽风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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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历史创新篇。 尤其是改革开放 . 知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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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等，现代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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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是诗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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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袁" )，十是伟人(如董

必武、李先念)。

一言以蔽之，湖北历史悠久，文化灿烂，邦l楚文化博大精深、影响深远。

楚文化独树一帜，可以和古希腊文明媲美。 但由于楚文化因出于荒芜之

地， 一直被人们视为蛮夷文化，因而传播不广。 《东周列国志》中提到荆楚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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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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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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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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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发掘东周古基1.2 万座，其中楚基有 8000 多座，占已发掘东周古墓的 2/3 ，

并发现楚城十几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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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楚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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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地下楚文化宝库。 出土了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

丝织品、漆画、西汉男尸等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众多的稀世珍宝。 1 978 年 5

月随州曾侯乙基的发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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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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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门包山 2 号楚基出土 2000 多

件文物 。 20 世纪 90 年代，荆门郭店 l 号基出土竹简 800 余枚， 1300 多字 。

文物是一个民族的遗存，考古文化证实楚文化在我国古代同时期众多文

化中，是一枝独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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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织刺绣出自楚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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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法、数学等方面，楚国

人都有独特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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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北方

文化如雄浑的黄河，那么，荆楚文化恰似清奇的民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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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为图腾，以

道家学术为其学术主流。 可以说，华夏文化的两个支柱是龙凤呈祥，交相辉

映，集中体现了周代文化的精华。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整体文明没有改

变、没有中断的只有中国 。

在世界范围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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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甚至在希腊之上 。 在哲学方面， 二者各有所长，各有

千秋。 国家政体建设、金融货币制度方面，楚国比古希腊发展更为完善。 航

海希腊在前，车运楚人领先。 古希腊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

艺术，砌石建筑等方面比楚人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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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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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纪的中国就出现了屈原 《离骚》 和骚体诗歌楚

辞。 屈原的诗篇'比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要早 1600 多年 。 黑格尔称赞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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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伯雷、何塞-马蒂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 许多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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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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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荆楚指长江中游，狭义的荆楚则指湖北。 本书

所言荆楚，是狭义的荆楚。

居东西南北之中，当四通八达之会，荆楚历史波濡云

诡，令人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之叹。

本书是记述湖北政治、经济、文化及自然等方面重大

历史事件的通俗性读物，旨在通过各方面大事的记述，如

实而简约反映湖北的历史发展轨迹，反映荆楚人民在波澜

壮阔的社会实践创造中的英勇斗争 、 曲折道路与丰富经验

以及荆楚自然条件及其变化与荆楚人民创造历史活动的重

要联系。 大事条目的确定，原.jJ!lJ上从历史发展着眼，重在

主流，兼及支流和曲折， 并以发生在荆楚大地且影响于全

省乃至全国 、 关系历史发展链条环节者为限。 本书上限在

西周，下限在民国。

湖北是著名的楚文化之乡、 二国文化之乡、近现代革

命的策源地。 楚国崛起于荆楚是历史的奇观，博大精深、

惊采绝艳的楚文化是古代南方文化的代表，是中华文明二

元搞合的源头之一。 从襄樊隆中二分天下的提出，到火烧

赤壁三分天下的初定、再到火烧连营三分天下的落定，荆

楚大地刀光剑影，金戈铁马，总有一股英雄气在纵横驰骋 !

从武昌首义，推翻帝制，到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点

燃荆楚大地燎原之火;从"八七" 会议，到黄麻起义，掀

起工农革命的高潮迭起 ; 从中原突围，到刘邓大军挺进大

别山，吹响进军全国的胜利号角，荆楚大地事事敢为天下先。

所有这些，充分表明了编写本书的重要性和高难度。

我们学识有限，经验缺乏，资料搜集亦诸多困难，不足之

处，在所难免，衷心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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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经受到

楚人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自夏商以来，他们不断地遭到周围

强邻的迫害打击，不断地流离失所，辗转流徙。 大约在商代晚期，他

们迁到了豫西南的丹水流域，在避开殷人锐利的兵锋的同时，离开了

历史的主流，战战兢兢地维持着自己的生存。

周王朝建立不久，武王便想侵略南方，因恰好处于周都铺京通往

长江中游的咽喉要道上，居住在豫西南丹水流域的楚人顿时成为周人

南下的绊脚石。 无奈之下，知趣的楚人只好在首领熊丽的带领下，选

择了主动退避，再次背井离乡，举部南迁。 他们向南渡过汉水，来到

荆山，在密林深处一块方圆不足五十里的狭小天地暂时安顿下来。 荆

山位于今湖北南漳县北，这里山高林深，易守难攻，是理想的避难场

所。 然而，即便是生活在这个荒僻陌生的地方，楚人的心里仍旧是忐

忑不安、忧心忡忡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他们，他们并没有得到周人的

正式认可，周人随时都有可能对他们进行武力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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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时期，历史终于垂青于楚人了。 周王室内部一场戏剧性误会

的发生和消解，戏剧性地改变了楚人的命运。

误会发生在周成王和其叔父周公旦之间 。 周武王去世后，年幼

的太子诵继位为周成王。 成王年幼，便由叔父周公旦主持朝政。 每

次上朝，周公旦都要背着成王见群臣 。 有一次，成王得了重病，久

治不愈且一度病危，周公旦忧心如焚，为求神保佑，他跑到河边，剪

下自己的指甲沉进河里，向?可神祷告说..我们的大王年幼还不懂事 ，

现在管事的是我，假如朝延有什么罪责，那就请神灵怪罪于我吧，我

愿意接受任何受罚，请一定不要降罪于我们的大王 ! "周公旦的这

番话感动了史宫，他把这事刻在甲骨上，收进保存档案的"记府" 。

没过多久，成王的病真的好了 。 成王长大亲政后，有忌恨周公旦的

奸臣进诲说周公旦一直心怀不轨，大王可要提防着他啊，要不然，

肯定会出大乱子的 ! "年轻的成王缺少政治经验 ， 竟然信以为真，怒

不可遏，想要惩治周公旦。 周公旦无奈，只好逃离周都，跑到楚人

那里去避祸。

过了一段日子，周成王视察记府，偶然发现了周公旦的那段祷辞，

猛然醒悟过来，立刻为他的忠诚所感动，情不自禁地哭道谁说周

公旦会谋反啊? "随即处死了进诲的奸臣，派出庞大的使团将周公从

楚人那里接回铺京。

周公旦避祸的这段日子，楚人把他视为上宾，殷勤接待，悉心保

护，这使周成王和周公旦十分感动。 出于感激，周成王在大封诸侯之

时，欣然授予楚人首领熊绎"子男"、 之爵位，并将楚人当时已占据的

土地作为棒禄食田正式赏赐与熊绎，命其以丹阳(今湖北南漳县城附

近)为国都。

这是楚第一次被册封，也是楚得到周王室正式承认的标志。 从此，

楚人正式跻身于诸侯之列，获得了对江汉间群蛮的统治权力。 由于那

时没有留下准确的纪年，这个历史性的日子，楚人的后代至今也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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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言，大致在公元前 11 世纪末或者公元前 10 世纪初。

楚于周成王时受封，是楚自身取得一定发展的历史标志，同时也

是楚族跨入新的历史阶段的界碑。 受封意味着楚宛如一只破壳而出的

幼雏，开始以独立个体的姿态踏上了历史舞台。 如有一次周成王在岐

山之阳召集诸侯举行盟会，熊绎首次以诸侯的身份出席了这次盟会，

井继承了其祖先祝融精通天地鬼神之事和善于"火正"的传统，盟会

期间，在鲜卑和微国的君长的协助下完成了燎祭山川大神的重要任务，

大大提高了楚国在各诸侯国中的地位。

作为周天子的子民，熊绎对周王室必须尽以下三项义务，以体现

与周王室的臣属关系 : 一是在周天子祭祀过程中 ， 负责点燃和看守供

燎祭用的火堆。 二是向周天子进贡祀神用的苞茅。 包茅是一种草本植

物，特点是"一茅三脊"号为"灵茅这种茅草现在看来似乎微不

足道，但在先秦时期却是人与神交通的常用之物，也是周天子重要的

祭祀物品。三是向周天子进贡桃弧(用桃木做的弓)、棘矢(用棘枝

做的箭)，用以攘灾。 古人认为桃弧、棘矢不仅可以驱鬼避邪，而且

可以消灾5耳害。

.lL国之初的楚人，在熊绎的带领下，在荆山深处的丛林中，刀耕

火种，度过了一段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激情岁月 。 对于这段极度艰

辛的创业历程，楚人的后裔总是难以忘却。 《左传 · 昭公十二年》记

载了楚人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和描述。 楚灵王时右尹子革说苦我先

王熊绎，辟在荆山， 肇路(简陋的柴车)蓝缕(破旧的衣裳)，以处

草莽。 跋涉山林，以事天子" 。 "军路蓝缕"因此成为后来常用的成语，

借以形容创业的艰辛。 也正是以此为基点和起点，楚人创造了八百年

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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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召王南征而不返

周昭王时期，今湖北境内

的荆楚开始与周人分庭抗礼起

来，周王室对此很是恼火。 为

了镇服荆楚，同时也为了攫取

长江中游地区丰富的有色金

属，志大才疏的周昭王决定御

驾南征，狠狠地教训"一下这些

"不守礼法"的荆楚。 周昭王

所征的"荆楚"是以地名代

族名，泛指长江中游江汉之间

架莺不驯的诸多方国和部落，

二二主

其中的土著被周人称为"荆"或者"楚荆"\、‘"‘荆楚"\、

蛮"\'此外还有些是商朝的遗民。

据史籍记载，周昭王对荆楚先后进行了两次征伐。 第一次南征，

出奇地顺利，不仅来去顺顺当当，没有遇到任何风险，而且在渡过汉

水时还看到了北方难得一见的"大兜" 。 见，古代犀牛一类动物。 首

次南征，不费吹灰之力就大获全胜，周昭王不禁飘飘然了 。 于是，荆

楚在他的眼里，成为了一块鱼肉，想欺就欺，想吃就吃。 很快，周昭

王组织了声势更为浩大、军戚更为雄壮的第二次南征。 主力部队周之

"六师"居中当先，过伯、唯叔等诸侯率领的多国联军紧随左右。 大

弃~ 2
楚二
百严

军在周昭王的指挥下 趾高气扬地直扑汉水而来。 件Z
a <

骄兵必败。 这一次周人没能续写上次的辉煌，如此庞大的军队 事:

遭到了空前的惨败。 主力部队周之六师在汉水边精锐损失殆尽，几 ~i.l~ ~
乎是全军覆没，更为惨烈的是，作为最高统帅的周昭王居然在撤退 F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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