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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历史渊源楚文化历史渊源

关于楚国族源，《史记· 楚世家》
中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
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
也。”屈原所著《离骚》中亦称：“帝高
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由此可
知，楚人是帝颛顼的后代，颛顼后第
五代曾孙吴回，是帝高辛氏的火官，
主管天火与地火，能光融天下，于是
帝喾命曰祝融。其部落分布在商朝
都城朝歌的南面（今河南新郑一

带）。吴回之子陆终，有六子，幼子曰
季连，芈姓，熊氏，是楚之先祖。季连
之后曰鬻熊，他曾经跟随、侍奉周文
王，并协助其起兵灭商，成为功臣，为
巩固周朝基业作出了很大贡献。周
成王在位时期，为犒劳文武王时期为
国家建立和政权巩固立下不朽功勋
的大臣们，于是封赏、提拔他们的后
代。其中，鬻熊曾孙熊绎受封于南蛮
之地，最初赐给他的土地只有五十里

的子爵爵位，建立楚国政权，都城位
于丹阳。

楚文化在楚国政权建立之后，
在中原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受到了南
方蛮夷文化和神秘的巫神文化的影
响，在理性光辉的照耀下又逐渐呈
现出非理性的神秘主义和浪漫色
彩。而这两种元素在文学领域则深
深地体现在屈原所著的《离骚》和
《楚辞》中。

楚字秦用
——李斯，无法割舍的楚文字情结

□ 潘 灯

潘灯：原名潘传国，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湖
北楚简书法研究院副院长，荆州市楚简书法研究
会会长，国家专利“书法回田格”发明人。湖北省
文联中青年优秀文艺人才库成员。荣获第十一
届屈原文艺奖（湖北省最高文艺奖）。

楚文化的礼乐风尚楚文化的礼乐风尚———理性主义的代表—理性主义的代表

楚文化发源于以商周为代表的
中原文明，礼乐文化和礼乐治国的
理念是这一时期中原文明的显著特
征。礼乐，即礼节和音乐。而礼乐
文明则是由礼节和音乐为基础而形
成的一系列社会道德规范体系，用
于维护社会秩序上的人伦和谐。礼
和乐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有
序的社会政治制度。春秋时期，诸
侯争霸，礼崩乐坏，社会动荡，因此
礼乐文化的重要性被孔子反复强

调。而南迁的楚人却很好地继承了
周文明的礼乐制度：曾侯乙墓中出
土的大量编钟表明，荆楚地区以楚
国为主以及周边的小国在很长一段
历史时期内继承发扬了礼乐文化，
同时表明了我国古代青铜铸造技
艺的巨大成就和音律科学的发达
程度，是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先进
文化的显著代表之一。除了编钟
之外，青铜文化的另一个显著成就
则是被誉为天下第一剑的“越王勾

践剑“——做工精美，巧夺天工。此
外，曾侯乙墓出土的其他文物如木
竹漆器、丝织刺绣等也体现了楚地
区发达的手工业。

而楚国对于礼乐文化的崇尚
和礼乐治国的理念，对于促进其社
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以及综合国力
和在诸侯国间影响力的增强有着
极大的推动作用，为后来楚国成为

“战国七雄”之一奠定了精神文明
基础。

楚文化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南方诸侯国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是华夏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楚国先民最初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南迁后给楚地带来了先进的华夏文明因
素，再受到当地蛮夷文化的影响，逐渐带上了地域文化的色彩。由于楚文化是中原文化与南方蛮
夷文化的融合，而中原文化在当时以商周文明特别是周文明为主，物质文明上表现为高度发达的
青铜文明，精神文明上表现为礼乐文化。因此礼乐治国的理念融进了楚文化并且成为其主要的特
征之一。楚先王熊绎在受封后南迁至蛮夷之地，受当地神秘的巫神文化以及原始的土著文化的影
响，楚文化便在中原文化的基础上打上了巫神文化和蛮夷文化深深的烙印。可以说楚文化是理性
与非理性精神的高度结合。

楚字风流楚字风流②②

楚文化的历史渊源和
精神文化特征漫谈

公元前221年，秦王政一统天下，自称“始皇
帝”。为了巩固政权，秦王政在丞相李斯的辅佐
下，大肆改革。“书同文，车同轨”“焚书坑儒”，这
些与文化有关的强硬措施，大多出自李斯之策。
李斯，是楚材秦用的典型代表，也是楚字秦用的
始作者。

李斯生于战国末期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
县）。他出生之际，正值楚顷襄王昏庸，信任奸党
谪贬屈原之时。李斯从小聪慧过人，17岁那年，
参加郡试，一举夺魁，后任上蔡郡主簿。因其好
学有谋，遭小人诬陷，被贬职到粮仓当小吏。仕
途受挫，对李斯打击很大。他受官仓老鼠的顿
悟，决定另寻出路。“学而优则仕”，李斯明白，要
想出人头地，必须努力奋斗，靠才能来改变命
运。于是，他踏上了游学之路，拜荀况为师，专研
帝王之术。楚王的昏庸，朝廷的腐败，早已令李
斯对楚国丧失了信心。为实现抱负，一展才华，
李斯考虑再三，决定投奔秦国。

入秦后，李斯很快受到了秦王政的重用。秦
并六国之后，秦始皇下令李斯等人进行文字的整
理、统一工作。李斯以战国时候秦人通用的大篆
为基础，吸取他国文字优点，创造出一种笔画婉
转通畅，结体匀圆整饬的新文字，称为“秦篆”或

“小篆”，作为官方规范文字，同时废除其他异体
字，禁用他国文字。

为普及秦文字，李斯亲作《仓颉篇》等范本，
供人临摹。秦泰山刻石、琅琊刻石和峄山刻石
等，均由李斯书丹。从他所书刻石来看，虽说字
的用笔、风格与楚文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有
些字的结构，还是与楚文字高度相似。如图所
示，楚文字与秦文字当中的“文、楚、语、趣、区、
有、国”等字，从结构和构字理据上来看，几乎如
出一辙。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共辑小篆
9353字。笔者待刊稿《楚文字汇编》，共辑楚文
字6287个。对比二书，我们发现，小篆有2807
字与楚文字结体相同或相近。也就是说，秦小篆
有30%的字与楚文字有关联。这种文字改革的
结果，我想当初李斯也没料到。虽然秦极力推翻
他国文字，但由李斯主导的文字改革，作为一个
从小受楚国教育长大的人，又怎能完全摒弃楚文
字，而不受干扰呢？故秦统一文字，不可避免地
会受到楚文字的影响。

楚文化的神秘主义和浪漫色彩楚文化的神秘主义和浪漫色彩———非理性主义的代表—非理性主义的代表
在以中原文明为主体的同时，楚

文化还受到了南方蛮夷文明的深远
影响。

在当时长江流域以南的南方地
区，由于受到湿热气候以及相对闭塞
的地理环境的影响，加上南方地区多
河湖和山地丘陵的特征，多洪水、泥
石流等自然灾害。古代时期由于生
产力水平的低下使得人们对于自然

往往抱有敬畏之心，同时出于对自然
的恐惧，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地巫神
文化和祭祀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
楚国政权建立以后，使得楚文化染上
了神秘主义和原始宗教神话的色
彩。《楚辞章句·九歌》说：“昔楚国南
郅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楚国
特殊的地位、历史和地理条件等，造

成了楚国从宫廷到民间，鬼神之道和
巫觋之风盛行。在文学领域，屈原所
著的《离骚》和《楚辞》中就以楚地原
始的宗教神话元素和巫神文化为素
材，对其进行了文学性的升华，再融
入浪漫主义的抒写手法，使楚文化
带上了神秘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
彩，具有与理性精神相辅相成的非
理性特征。

楚文化的核心精神特征楚文化的核心精神特征
筚路蓝缕、艰苦奋斗、积极进取、

开拓创新的精神
熊绎在位时期，身披破衣，开辟

山林，筚路蓝缕，不辞艰辛，跋山涉
水前往周朝国都镐京向成王进贡。
《左传·子革对灵王》中写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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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是
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由此可
知，由于受相对闭塞的地理环境和
湿热气候的影响，楚国政权建立初
期，生产生活条件艰苦，生产力水平
低下，对外交通极其不便，发展上存
在着诸多艰难险阻。但是以熊绎为
首的楚人却不畏艰辛、坚持不懈、披
荆斩棘、跋山涉水，开辟了诸多通向
外界的道路。既达到了朝贡的目
的，又改善了交通条件，促进了楚国
与周边外界的联系与交流，为后来
楚国疆土的开辟与壮大、国力强盛
奠定了历史性基础。进一步表明了
楚人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积极进

取、开拓创新的伟大精神，正是这些
精神特质使楚国从一个最初只有五
十里的蕞尔小国一跃而成为疆域辽
阔、国力强盛的诸侯国。楚庄王“不
鸣则已、一鸣惊人”的历史典故也是
对此类精神特质的有力诠释。

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
楚文化吸收了南北文化特质，以

礼乐为主的中原文明融合了南方的
蛮夷文明，同时吸收周边各类文化。
这种包容精神进一步发展了楚文化，
使得楚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并
且丰富发展了中华文化。
不怕牺牲、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

楚国拥有持续强盛国力的另一
个原因则是高度团结的集体意识和
忠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类精神
特质使得楚人能够在面对外敌时表
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团结精神以及
强烈的社会和国家责任感，从而使他
们能够一致面对外敌的侵扰，保卫自
身和国家的安全，极大地培养了楚人

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精神。
道法自然的和谐思想、和众安民

的和谐理念
楚文化在思想和哲学领域以庄

子思想为代表，而道家思想提倡顺其
自然的“无为”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
和谐统一，即“道法自然”“天人合
一”。《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
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表明了道家
对于和谐、同一理念的强调与重视。
首先，在对于人本身的发展上，提倡
自然、朴素、恬淡、清心寡欲的生活方
式，追求身心和谐的生命超越精神。
其次，道家思想中“无为而治“的社会
生态观，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应该遵
循自然的原则，让人民能够自我发
展、自我完善。而政府的职责在于辅
助人民，如此以来，人民生活自然平
安富足，社会自然和谐安稳。道法自
然的和谐思想以及和众安民的和谐
理念便融入在楚文化的精神特质中，
使其别具一格、大放异彩。

结结 语语
楚文化以其悠久的发展历史，

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成为
荆楚地区一颗璀璨的明珠，不仅仅
代表了荆楚地区的先进文化，更重
要的是，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华
文化。首先，楚文化中礼乐文化和

巫神文化的有机融合表明了理性与
非理性精神相辅相成的地位和重要
性。其次，楚文化中筚路蓝缕、艰苦
奋斗、自强不息和爱国主义精神更
是成为后来辛亥革命中革命志士的
直接动力，而这类优秀的精神特质

则鼓励着人们勇于追求理想、不畏
艰难困苦、坚持不懈，勇往直前。最
后，楚文化发展到今天，仍然具有生
生不息的精神文化气质，所以更应
该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使其不断发
扬光大。 （藤原真树）

龙形玉珮
战国早期玉佩饰，湖北荆州熊家家墓地出土，长 13.9

厘米，宽2~5.3厘米，厚0.5厘米，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藏。
玉质黄绿色，微透明，表面有灰白色沁。扁平体，龙回

首，张口，独角，拱身，卷尾。内外缘有阴刻的轮廓线，中间
阴刻勾连云纹。角、足、尾阴刻斜线纹。腹中部有一穿孔。

【古玉专家古方点评】
从这件龙形玉珮上可以看出沁色有两种，即表面的灰

白色沁和下面的褐色沁，也可以理解为前者是较重的沁，
而后者是较轻的沁。凡呈灰白色沁者（或曰鸡骨白），其玉
质物理结构（如密度和硬度)已发生改变；而褐色沁者，只是
玉色有变化（或为铁元素所致），物理结构并未改变。

（供稿 张卫平）

楚国玉器

长体卷尾玉龙珮
长体卷尾玉龙珮，战国早期，长25.5厘米，宽2.25厘米，

厚0.4～0.5厘米，荆州熊家冢墓地出土，荆州博物馆藏。
黄绿色，有紫褐色沁斑。龙身较长，作游动状，尾部卷

曲成型，龙身饰减地不彻底的谷纹、云纹和蝌蚪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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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楚文化影响的汉砖画像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