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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荆”道“楚”
□ 潘 灯

楚字风流楚字风流⑧⑧

苏轼与荆州的一段渊源
□ 谢葵

一
“禹划九州，始有荆州”，荆州历史源远流长。做为一

个地地道道的荆州人，我们应该对“荆”字有更深层次的
了解。

甲骨文中暂未见到“荆”字。最早的荆，始见于西周金
文，大致有5种不同写法。如下所示：

由此可以看出，西周时的“荆”字本不从艸，5种写法，
有从井或不从井之别。从井的“荆（图 D）”，其实就是

“刑”，也就是说，荆和刑是一组同源字，早期不分彼此。
“刑”应是“荆”字初文，本义盖指带刺的荆棘。纵横的长画
示藤，两小点示藤上所生之刺。后来，字形讹变作（图B），
即“刃（刅）”，继而减省作“刀”。“井”是累增之声符，由象形
字演变成形声字。楚金文（图E）在“荆”的基础上累增义符

“田”，成为楚文字“荆”的标准写法。楚文字虽与商周文字
一脉相承，但楚人“不服周”，往往另辟蹊径，造了很多只有
楚国才有的特形文字，“荆”便是其中之一。

据我们搜集整理，楚简“荆”主要有下列几种写法：

楚简“荆”，早期字形作（如上图①）,与周金文相同，而
后字形均带“田”。字形差异主要是从刀还是从刃的区别，
极个别把义符“刀（刃）”换作“攴”，这是因为在古文字当
中，刀、刃互通，“攴”的本义是指手拿棍棒、皮鞭类抽打，组
字时，拿刀与执棒等方式均与手上动作有关，故刀（刃）、攴
在字中作义符时可互换。从攴还有一种可能，即指手持荆
条抽打。

从艸的“荆”，最早见于战国陶文。现今“荆”就是其
形的直接楷化。增加义符“艸”，是因“荆”本指一种灌木
名。《说文》：“荆，楚，木也。”王筠句读：“‘荆，楚。谓荆一
名楚也。木也。’以字从艸，故云木，盖此物不大，故从艸，
好丛生，故楚丛林。”

“荆”在古文字中多指国名，即楚国，因其原建国于荆
山一带，故名。《春秋·庄公十年》：“荆败蔡师于莘。”杜预
注：“荆，楚本号，后改为楚。”“荆楚”一词，属于同义连用，
在西周时期，多言“楚荆”，如“鸿叔从王员征楚刅（荆）”（鸿
叔簋），“昭王广 楚（荆）”（史墙盘）。在楚文字中，用的比
较多的，还有“ ”一词，可读为“荆夷”，乃楚月历专名，
指楚四月，即楚之岁首，相当于夏历正月。

二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是《左传》描述楚先民艰苦创

业、锐意进取的真实写照。其实，楚人早就把这种精神高
度浓缩在一个“楚”字里面了。

为便于阐述，我们先把“楚”的古文字字形列举如下：

不难看出，“楚”字早在殷商时期就有了。构字部件主
要由林、足组成。林、足或置换作卉、止。这是因为林和卉
均指植物，足和止（“趾”的本字）都与腿脚有关。在古文字
中把这种现象称为置换义（声）符。古足疋同字，故在楚简
中，“楚”有从足与从疋之别。“足”多上下分离，“疋”上下相
连。小篆以上部的椭圆形是否封口来区别足与疋，后来楷
书从疋，乃是由小篆演变而来。楚金文中，有时把林省作

“木”，故有只从一“木”的“楚”字。
《说文解字》：“楚，丛木。一名荆也。从林疋声。”把

“楚”解释作形声字。其实，疋（足）在字中也表义，“楚”严
格来说是个形声兼会意字。造字本义是指在丛林中穿梭
行动，这恰与“以启山林”相吻合。把楚释作“丛木”或“荆”
（一种落叶小灌木），乃是引申义。荆条柔韧富有弹性，楚
人多用它来制弓或用为打人的刑具。这样我们就不难理
解“负荆请罪”了。楚人把荆条视为上等物，曾作为贡品敬
献给周朝廷，但周王府不屑一顾。用荆条打人，又引申指
痛苦，遂有“痛楚”“凄楚”等词。凄有寒冷、清凉之义,继而
又衍生出“清楚”一词。简书中的“楚”，多用为国名，即指
楚国。楚人本姓芈，始祖鬻熊，后以熊为姓。西周时立国
于荆山一带，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东南）。周人称楚为“荆
蛮”，是言楚人粗野、凶恶、不开化，有贬毁之意。正因为这
样，后来楚人便有了“不服周”的抵抗精神。

据悉，目前发现的“楚”字金文有近300个，楚简约200
个，大多用为国名。这说明在商至战国时期，“楚”字已相
当活跃，这也从侧面反映当时的楚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
多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十四节气与荆州习俗③

惊蛰：新雷一声万木春
□ 张卫平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这句名言出自
开元十八年（730年）,李白30岁时写的一封自荐信《与韩
荆州书》。韩荆州，即韩朝宗，时任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
山南东道采访使。此信开头赞美韩朝宗谦恭下士，识拔人
才。接着毛遂自荐，介绍自己的经历、才能和气节。文章
感情充沛，气势雄壮，历来广为传诵。众所周知，李白没有
参加过科举考试，他不屑寻章摘句，而是希望“弯道超车”，
通过贵人举荐一步登天，所以干谒就必不可少了。

巧合的是，329年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苏轼
也写过一封类似的信《上王兵部书》，略云：

夫轼，西州之鄙人，而荆之过客也。其足迹偶然而至
于执事之门，其平生之所治以求闻于后世者，又无所挟持
以至于左右，盖亦易疏而难合也。然自蜀至于楚，舟行六
十日，过郡十一，县三十有六，取所见郡县之吏数十百人，
莫不孜孜论执事之贤，而教之以求通于下吏。且执事何修
而得此称也？轼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后于仕进之门
者，亦徒以为执事立于五达之衢，而庶几乎一目之眄，或有
以信其平生尔。

夫今之世，岂惟王公择士，士亦有所择。轼将自楚游
魏，自魏无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见执事为恨也，是以不敢不
进。不宣。轼再拜。

信是写给当时荆南知府王子融的。王子融，本名皞，
字熙仲，青州益都人（今属山东省）。以兵部朝臣出知江
陵，故称“王兵部”“王荆州”。

李白急于自售，自称“日试万言，倚马可待”，“若赐观
刍荛，请给纸墨”，跃跃欲试，急不可耐。而且用了很多典
故，有逞才卖弄之嫌。苏文则平实得多，自称“西州之鄙
人”，前半部分以千里马自比，后面希望王子融作“善相
者”，荐自己于“仕进之门”。以理度之，苏轼写此信时，似
应看过李白《与韩荆州书》，所以避免雷同，并未大肆自夸，
而是详述千里马的故事，不温不火，娓娓道来。“岂惟王公
择士，士亦有所择”则不亢不卑，软中带硬。因为写信之前
两年他已经中了进士，有讨价还价的资本。

二文写法各有千秋，各尽其美。为了加重份量，苏轼
的父亲苏洵还写了《王荆州画像赞》附上。但二人上书的
结果都是如泥牛入海、不了了之。

嘉祐四年（1059年），苏轼携妻王茀、长子苏迈，和父亲
苏洵、弟弟苏辙一同自眉山沿岷江、长江而下，经嘉州(今四
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四川重庆)、忠州，出三
峡，当年腊月初八抵达荆州。在将近一月时间里，除了《上
王兵部书》，还留下五律《荆州》十首。其中第七首称赞王
子融：“太守王夫子，山东老俊髦。壮年闻猛烈，白首见雄
豪。食雁君应厌，驱车我正劳。中书有安石，慎勿赋《离

骚》。”中书，指中书省。安石，谢安；代指当时执政的富弼、
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名臣，说天下太平，政通人和，无需
像屈原那样忧虑。

《荆州》十首基本以作者抵荆至离荆的行程为序。其
一写初到荆州的观感：游人出三峡，楚地尽平川。北客随
南贾，吴樯间蜀船。江侵平野断，风卷白沙旋。欲问兴亡
意，重城自古坚。

其二写荆州的历史：南方旧战国，惨澹意犹存。慷慨
因刘表，凄凉为屈原。废城犹带井，古姓聚成村。亦解观
形胜，升平不敢论。

其三写荆州的经济社会状况：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
连。耕牛未尝汗，投种去如捐。农事谁当劝，民愚亦可
怜。平生事游惰，那得怨凶年。

其四写高季兴望沙楼：朱槛城东角，高王此望沙。江
山非一国，烽火畏三巴。战骨沦秋草，危楼倚断霞。百年
豪杰尽，扰扰见鱼虾。《荆州府志》载：“后梁乾化二年(912
年)，高季兴大筑重城，复建雄楚楼、望沙楼为捍蔽，执畚锸
者十数万人，将校宾友皆负土相助。”苏轼登此楼时，距高
氏筑城已147年，望沙楼犹存。

其五、六写楚俗“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
下》）：沙头烟漠漠，来往厌喧卑。野市分獐闹，官帆过渡
迟。游人多问卜，伧叟尽携龟。日暮江天静，无人唱楚辞。

残腊多风雪，荆人重岁时。客心何草草，里巷自嬉
嬉。爆竹惊邻鬼，驱傩逐小儿。故人应念我，相望各天涯。

其八写荆州特产，鱼大如犀，鳞如琥珀，头如水晶。可
用于祭祀，鱼骨可作首饰：江水深成窟，潜鱼大似犀。赤鳞
如琥珀，老枕胜玻璃。上客举雕俎，佳人摇翠篦。登庖更
作器，何以免屠刲。

其九写楚人烹雁，视为美味：北雁来南国，依依似旅
人。纵横遭折翼，感恻为沾巾。平日谁能挹，高飞不可
驯。故人持赠我，三嗅若为珍。

其十是离开荆州的感慨，当时苏轼年方廿四岁，是新
科进士，踌躇满志，指点江山，认为楚怀王荏弱不堪：柳门
京国道，驱马及春阳。野火烧枯草，东风动绿芒。北行运
许邓，南去极衡湘。楚境横天下，怀王信弱王。

“柳门”即大北门，又称拱极门，现存朝宗楼。因学子
赶考、官员进京、商人北上，都从此门出去，护城河边多植
柳，古人有折柳送别之习，故称“柳门”。

在荆州过完年，嘉祐五年（1060年）正月初五，苏轼父
子一行取道荆门、襄阳北上京城汴梁（开封），那是后话。

从屈原开始，荆州城就与诗人结缘。964年前，文豪
苏轼在荆州过春节，留下一封信、十首诗，雪泥鸿爪，吉光
片羽，在古城文化史上增添了一段佳话。

二十四节气邮票之“惊蛰”
□ 赵楚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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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
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
田园诗人陶渊明用传神的诗句，生动描绘了惊蛰节气

时新雷阵阵、细雨纷飞，苏醒的冬虫与拔节的草木，迎着暖
阳跃动的情景。

惊蛰，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与“雨水”交替于
仲春二月。古时，“惊蛰”亦称为“启蛰”。汉语字典里说，

“蛰”字的含义是指昆虫蛰伏不动。为了说明惊蛰前后的
气候变化，古人将惊蛰分为三候：一候桃花初始开；二候黄
鹂鸣翠柳；三候鸷鸟化鸠。据《荆楚岁时记》记载，惊蛰三
侯的花信分别是：桃花、棠梨、蔷薇。可见，江汉平原是以
桃花为“惊蛰”花信象征的。于是，每到3月中下旬，石首
桃花山镇、江陵县三湖农场、公安县毛家港镇等地都会举
办桃花节或桃花会，无论是“人面桃花相映红”的秀色可
餐，还是“桃花依旧笑春风”的难以忘怀，盛大、多彩的桃花
节都会吸引游客到荆州追寻“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意
境。可以说，围绕桃花季办节办会，已成为荆州新的民俗。

“花朝月夜动春心，谁忍相思不相见。”定都江陵的南
宋梁元帝萧绎的诗句，让我们对当年“花朝节”产生无限遐
想。比较有意思的是，今年3月6日惊蛰日是农历二月十
五，正是神话传说中“百花仙子”的生日，也就是民间习俗
中的“花朝节”。旧时，荆州民间在花朝节有赏花、种花、男
娶女嫁等习俗，大家在这一天外出赏花，将红绸布条悬挂
于花树上，名曰“赏红”。夜间，又把绘制镂刻成各种花卉
伞形的六角灯挂在花树上，叫做“挂花神灯”。据《荆州地
区志》记载，很多地方选用惊蛰日为婚期，有“寓开花结果”
之意；也有的地方在这一天油漆家具，民间认为惊蛰日油
漆的家具最鲜亮，称之为“百花漆”；还有妇女在惊蛰日剪
纸花贴窗盼天晴，为女孩穿耳带环等民间习俗。《石首县
志》记里亦说，百花生日之时，“乡民大多选此时油漆家具,
谓‘百花漆’;不少乡民选此时为婚期,以兆繁花结籽。”

新雷一声万木春！春雷，是惊蛰节气最具代表性的自
然现象与标志。3月6日惊蛰日一过，蛰伏一冬的小动物
与昆虫就开始了启蛰。这，就是中国第一部农事历书《夏
小正》中所说的“正月启蛰”。历史上，惊蛰曾被称为“启
蛰”。因汉朝第六代皇帝汉景帝的讳为“启”，为避讳才将

“启”改成意思相近的“惊”字。
荆州农谚说，“春打六九头，惊蛰地土开”“过了惊蛰

节，春耕不停歇”。千百年来，荆州人民非常重视“惊蛰”，
视其为春耕生产的开始。如同唐诗中所说的，“微雨众卉
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

“惊蛰，表现的是生物对季节变化反应的一种物候现

象。”北京天文馆古观象台研究员王玉民说：“到了惊蛰时
节，春气萌动，春雷开始震响，惊醒了蛰伏于地下或洞里
越冬的小动物。”从此，气温开始升高，冻土逐渐变暖，“蛰
虫”“惊而出走”。汉代《礼记·月令》里说，“孟春之月，冬
风解冻，蛰虫始振”。元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记载惊蛰
为“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
出走矣。”

“惊蛰”与其他节气截然不同的，是二十四节气中“唯
一以动物昆虫习性命名的节气”。在惊蛰前后，行走在广
袤无垠的江汉平原，所见所闻，既有“已过惊蛰日，未听候
虫声”的期许，更有“鹁鸠鸣怒”“闻蛙初此时”的欣喜；既
有“霹雳一声惊蛰起，龙孙高插碧云边”的雀跃，也有“翠
禽啼处烟如锦，紫箨栽来雪尚鲜”的憧憬。翻阅古人的节
令诗词，你会发现，几乎所有二十四节气诗词描写的都
是雨露霜雪、花草树木，唯有写“惊蛰”的，大都是禽鸟
昆虫，更离不开“百虫之首”的“龙”。在“惊蛰”的节
气里有很多与龙相关的习俗。民间传说，龙是一种
冬天需要蛰伏的灵物，在惊蛰这一天被唤醒。龙从
冬眠中苏醒过来，一抬头，就会春雷滚滚、春雨绵
绵，万物也随之复苏。正如吴存在《水龙吟·寿族父瑞堂
是日惊蛰》一词中描写的那样，“今日蛰户初开，一声雷唤
苍龙起”。

从民间习俗来看，围绕“惊蛰日”的，还离不开一个
“虫”。正所谓，“春雷一声惊百虫。”古时，“惊蛰”唤醒了
“蛰虫”，家家户户中都要防治害虫，有的地方在惊蛰日吃
“炒虫”，寓意消灭害虫、人畜安康；有的地方，用艾草驱赶
害虫，打扫室内外的卫生。据古传医方《千金月令》记载：

“惊蛰日，取石灰糁门限外，可绝虫蚁。”有些地方，还用剪
纸做出贴符，来驱除虫蚁，这与古传医方里在门槛上撒石
灰杀虫一样，象征着给害虫一个警告。在湖区，泽蛙多在
惊蛰时期“出蛰”，荆州许多地方有惊蛰打虾蟆的习俗。
据荆州地区史志资料记载，清朝时江汉平原有“惊蛰节
晚，儿童辈敲锣鼓、木梆歌唱”“赶虾蟆”习俗。

俗话说，“二月二，龙抬头”。惊蛰日既然与龙相关，自
然也有与“龙抬头日”相近的习俗。“惊蛰”与“龙抬头”
之意，非常接近。《易·系辞》里说，“龙蛇之蛰，以存身
也”。说的是龙和蛇冬日蛰居，既是保全自己生命也是
应天之时。在这个与龙相关的节气和万物“惊醒”的时
节里，我们可以到荆州博物馆去寻找一件“龙”文物，

“拜会”这些几千年前的生灵之首；也可以呼朋引伴，到郊
野、到城边，亲自体验惊蛰日自然物候的变迁，来一次奇妙
的节气之旅。

二十四节气邮票的第三枚是惊蛰。
惊蛰是指春雷乍动，惊醒了蛰伏在

泥土中、洞穴里冬眠的动物，从此万物
复苏，草木发芽。

画家用酣畅淋漓的笔墨，严谨巧妙
的构图，描绘了春回大地，流水潺潺，草
木争发，旺盛生长，欣欣向荣的初春繁
盛景象。画中辛勤劳作的农人，绿色葱
茏的田野，预示着果实累累的未来。

①

苏轼苏轼（（10371037 年年 11 月月 88 日日--11011101 年年 88 月月
2424日日），），字子瞻字子瞻、、和仲和仲，，号铁冠道人号铁冠道人、、东坡东坡
居士居士，，世称苏东坡世称苏东坡、、苏仙苏仙，，汉族汉族，，眉州眉山眉州眉山
（（四川省眉山市四川省眉山市））人人，，祖籍河北栾城祖籍河北栾城，，北宋北宋
著名文学家著名文学家、、书法家书法家、、画家画家，，历史治水名历史治水名
人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在诗、、
词词、、散文散文、、书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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