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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精神的现代包容性研究 

姚 锦  吴尔蓓密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在祖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

是以江汉地区为中心沃土中发展起来的一支由楚人创造的具有浓郁地方色彩的开放而多元的

文化，为后世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本文从楚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 ,
介绍了楚国及楚文化的精神内涵,重点论述了楚文化的内涵及研究楚文化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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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1 楚文化的形成背景

800 年楚国史，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影响深远。探寻楚人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

11 世纪。夏商之际，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西周末年，楚人还只是一个弱小的部落，

初创时期，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僻在荆蛮，毕

路蓝缕”，“土不过同” （《史纪楚世家第十》），《左传昭公十二年》楚令尹子革对楚灵王

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经过数代人的艰苦努

力，楚国逐渐壮大起来，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

为问鼎霸业的泱泱大国。《史纪苏秦列卷》中记载全盛时期的楚国“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

车千乘，骑万匹”，领土包括现在的湖北、湖南、安徽、江苏四省的大部和全部，以及河南、山

东、江西、浙江等省的部分，面积超过百万平方公里，几乎囊括了南半个中国，其疆域之大为

其它诸侯远远不及。

楚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几百年的兼并战争中，楚人逐步实现了与蛮夷民族的大融

合。由于这些民族绝大多数处于原始社会的汪洋大海中，各个部落的地貌、风俗、习惯、制度、

生产方式等都无时无刻不在对楚国发生影响。所以可以这样说，楚国是在融合这些蛮夷民族

的基础上发展壮大的，其文化也是在他们文化的基础和氛围中成长的。

因为缺少中原民族长期奴隶社会的积淀，楚人的文化形成和发展与中原民族有着明显的

差异，在后来与中原民族的交往中，楚民族对中原优秀文化也有过借鉴，但主要表现在物质

文化方面的借鉴，与楚地原始部落文化对楚民族文化形成的催化作用相比，中原文化的影响

力显然是有限度的。因此，楚民族既不可能像中原民族那样去比较理性的认识神鬼，注重人

事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作用;也不可能像中原民族那样去认识人性，感知礼乐，具有中原民族

那样浓厚的礼教伦理意识.“楚民族还没有完全进入理性时代，还保留着某些人类童年时期的

天真，神话思维照样存在，宗教气氛同样炙烈，人性还没有被完全扭曲，独立意识同样普遍，

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比较淡薄。”

2 楚文化的发展与兴盛

翻阅大量的文献之后，我们可以发现，鼎盛时期的楚文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冶金、

织帛、辞章、建筑、艺事、天文、历法、算数、道术等等。概而言之，楚文化成就由六大支柱构成:青
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乐舞、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

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最先进的青铜冶铸出自楚国;最早的铁器在楚国;先秦漆器的数

量之大、工艺之精莫过于楚漆器;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哲学有老庄，文学有屈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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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国的编钟乐舞水平之高，

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

发了军事、土地、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采矿、

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学、屈骚宋赋更是影响了整

个中华文明进程。

在世界范围内，从公元前 6 世纪到公元前 3 世纪的 300 年间，东西方文化竞相争辉，我

们完全可以把楚文化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化并列为世界文明的代表.楚国的青铜冶炼、铸铁、丝

绸、漆器早于古希腊，许多科学技术处于领先地位。在音乐艺术方面，楚人也在古希腊人之上

在哲学方面，二者各有所长，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根基在老子和庄子，而老子和庄子都是楚

国人。在国家政体建设、货币制度方面，楚国则比古希腊更为完善。航海古希腊在前，车运楚

人在先。古希腊人在理论科学、造船航海、体育竞技、写实艺术、建筑技术等方面要比楚人擅长。

可以这么说，楚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从不同方向登上了世界古文明的光辉殿堂。所以，著名楚

文化学者张正明断言:“楚文化达到了上古文明的颠峰。”从某个角度来说，楚文化是中华文化

的重要源头之一。

二、楚文化的内涵及其现代性研究
1.楚文化及其内涵

依据文化概念的阐释,以此来推论楚文化,应当说,楚文化既具有广义文化的含义,也具有狭

义文化的含义。从广义文化的含义来讲,所谓楚文化是指楚国存在期间的意识形态,如思想、政

治、法律、军事、道德、风尚、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学术观念等指导下所建立的与其意识形态相

适应的制度、组织机构及其规范管理下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包括楚国的物质

生产、社会意识、精神生活、科学技术、思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与楚国有关的遗迹、遗存等等。

楚国所建构的楚国制度和组织机构等也显然打上了封建的烙印,从总体上看也不能同我们

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组织机构相提并论。所以,这些方面并不是我们继承和弘扬的主要之处。

而楚文化在其精神财富方面,则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宝库。是我们应当重点加以研

究的。作为广义的楚文化,其内涵是多方面的：

①就楚先人所创造的物质财富方面的楚文化来讲 ,与同时期的诸国相比,楚国有较高的物质

文明。例如,它有比较发达的农业;有比较先进的建筑业(它有楚城、楚市、楚章华台等建筑物);有
较先进的冶铜业、丝织业、剌绣、髹漆业;有比较先进的兵器等等。

②从作为国家制度和组织机构方面的楚文化来讲,与同时期诸国相比,楚国也是比较健全的。

例如,它实行的是嫡长子继承制,传弟的情况也有, 但那是例外;它实行过“世卿世禄”制度,吴
起把它改革了;它实行过奖励军功制度,败军之将自杀制度;它实行过国王指挥军队的“武卒制

度”;它早于秦国实行过县制度;它实行过“两版垣”建筑法;实行“统一言论”的制度;实行
“丽兵于王尸、逮三族”的法律等等。

③作为楚文化的精神理念来讲,楚文化主要表现为自尊尚武的精神理念、幽运玄奥的道家思

想和产生在以直观、想象为特征的“巫”式思想基础上的浪漫情愫。楚地盛产侠士,流行佩剑。

2.楚文化精神的现代性

2.1 湖北楚文化精神内涵

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相互关联的普同性与特异性,荆楚文化除了具备中国整体文化的伦理

类型、基本精神及主要特点等普同性之外,也有自己的特异性。学术界对楚文化在古代文化中的

重要性现已逐渐认同，而人们对楚文化的现代性则缺乏足够的认识。一提起楚文化，人们就

感到好像只和地下文物、古董、遥远的过去相联系，好像与现代没一点关系，这是对楚文化的

片面理解。尽管楚国和现代社会相距遥远，但楚文化的很多精神，与先进文化的内涵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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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很强的现代性。

2.2 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在历史形成和发展中，楚先民在北方被强大、先进的民族挤压而流动、迁徒到南方，并在大国、

强国林立的环境中遭受殷、周各强国的歧视排斥，曾多次遭受侵伐和伤害，因此，只有靠自身的

艰苦努力、顽强奋斗，才能在众多强国林立的情况下保持自身实力，逐步摆脱其他民族的入侵，

这与楚文化中说体现的顽强意志与生命的相得益彰；只有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扩大自己

的势力范围，不断从各方面提升自身的战斗力，才能赢得其他诸国的肯定，不断巩固、提高自身

的独立领导地位，将楚国由居处一隅之地，发展到“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拥有“半天下” ;
从“萃路蓝缕”到“饮马黄河”、.‘问鼎周室”，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中也居前列，成

为“天下强国”，甚至是世界大国。就是楚先人的这种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使得楚国

在以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拥有自身的独立主权与绝对领导力量，统领其他个诸国。假如楚人不积

极进取，楚国这个末等小国恐怕早就在弱肉强食的春秋时代被别国吞并了。因此，积极进取是楚

文化的重要特性之一。

2.3 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

关于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的记载：首先，在西周中叶 ,楚君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以新得
地分封诸子,均以“王”为名号。诸侯的子弟称“王”,虽然不符合周朝礼法,但是熊渠却有自己

的说法,他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中原)之号谥。”这种“我蛮夷也主义”,就是从蛮夷这个实

际出发,自立自强,创造性地建设楚国的一种基本精神。还有，楚武王在灭亡权国之后便设立权

县治之。秦国设立县制，也是在楚国之后的。另外，楚人在文学方面也做出了卓越的创造发明

比方说，屈原、宋玉首创的辞赋，开汉赋之先河，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文体创新的重要里程牌，

其流风余韵不仅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也深刻地影响着荆楚地区的社会文化，使这一地区

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往往处于领先地位，不仅为当时的楚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也为我

们现代湖北楚地文化奠定了丰富的文化基础。除此之外，楚人在工艺品上的创新能力也让世

人叹为观止，如铜器的精密铸造工艺，铸铁的柔化工艺等。因此，不断开拓创新是楚文化的

又一重要特性。

2.4争强好胜的竞争意识

西周时期的楚国一直是受到周王室压迫和中原诸侯国歧视的弱小异族邦国。正是这种压

迫和歧视激发了楚人争强好胜的竞争意识。从熊渠立其三子为王到楚武王自立为王的一百多

年间，就是在这种争强好胜的竞争意识的影响下，楚国在反抗周王朝的压迫和歧视中走出了

一条艰苦奋斗、独立自强、逐步发展壮大的强国之路。在此之后，楚武王进一步开疆拓土，威

镇中原，并在楚庄王时成为列国臣服的霸主。今天，在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新形势下，

我们更加应当大力弘扬楚人争强好胜的竞争精神，以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推动经济社会又好

又快的发展，努力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由此可见争强好胜的竞争意识也是楚

文化的重要特性之一，没有这种进取的竞争意识的推动，我们是无法见识到楚文化作为中国

文化重中之重的辉煌、灿烂的一面的。

2.5  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

   荆楚地区处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交叉地带，它沟通南北,连接东西,地理上的居中地位,使荆

楚地方不仅在文化上有着接纳四方、多元共存的特性,而且在五方杂处中不断地实现文化的交

融与汇通,荆楚在文化上表现出极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在辟处荆山的艰难岁月中,楚人处在中

原文化的边缘地带, 他们没有民族优势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善于主动学习他人

之长，补己之短，才能使自身发展壮大，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

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楚人充分利用位于黄河、长江两大文明交接带的地利之便,兼采华夏

与蛮夷之长,使楚文化有了当时中原文化难以比拟的活力,并在周室衰落时迅速发展起来。周室

东迁后,楚人在南北扩展的战争中,采取了开明的民族政策,对南方民族文化兼容并包,使荆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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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犹如一巨大的文化调色板,在对多放文化兼容并包的过程中不断地调和着不同时期、不同层

面的文化原色,逐渐形成了五彩斑斓的具有独特特色的荆楚文化。也正由于荆楚文化具备开放

性和兼容性这两大特点,所以,在近代中西文化剧烈的碰撞中,荆楚文化对西方文化显示出较强

的兼容性,并在文化转型及新文化建设中处于先进地位，保证楚文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不断发

扬光大。

三、弘扬荆楚文化的现实意义
3.1加快并促进湖北崛起

   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湖北也不例外。当前湖北发展正面临着新

的重大战略机遇,在国家中部崛起战略总体格局中,湖北力争走在前列,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

的重要战略支点。要想实现中部崛起，必然要依靠湖北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然而湖北的建

设与发展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有效兼容与发展。因此，弘扬荆楚文化，

不仅对湖北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能够起到促进作用，还对推进全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武汉市作为湖北的省会，是中部乃至全国的特大城市区域经济中心，武汉文化具

有鲜明的区域特色。武汉城市在历史积淀和革命实践孕育而成的“勇立潮头、敢为人先、崇尚

文明、兼收并蓄”的基础上，呼应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工程，“大力弘扬创新、和谐

的城市精神”，“推进‘创新武汉’、‘和谐武汉’建设”。

3.2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文化，它植根于社会经济；反过来,又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服务。因此,在我们继承和发扬荆楚文

化的同时，也要着重发挥荆楚文化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使其能够服务于社会主义和

谐社会的建设。积极进行文化创新，将荆文化的优秀精华和丰富内涵与建设和谐文化有机地结合

起来，使楚文化更鲜明地体现当代湖北的发展特色和风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良好的

文化基础。

3.3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和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伴随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在更大范围、

更深层次上相互激荡。随着现代交通、通讯和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日益紧密, 我
们必须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前沿，既有利于世界各国人

民增进了解、相互借鉴,促进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动和谐世界建设和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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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华中师范大学学生科研项目成果之一，项目名称“从新出土竹简看楚文化思想的包容性” ,

项目编号：08227。

邮箱：yaojinbs@163.com 
通讯单位：武汉市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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