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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在“五个特性”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 黄道培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他以贯通古今的

文化自觉，鲜明提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

性、包容性、和平性。这是对中国文化特性、中华文明精神的深刻总结，

也是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高度做

出的又一次文化宣言。深刻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有助于我们更

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更有效地承担起我们在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立国历史最长之一的诸侯国，楚国创造了与中

原文化竞趋争先、成为华夏文化南支的楚文化。在缔造和发展统一的

中华民族的过程中，楚文化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重

要的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形成过程中，楚文化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指出：“‘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
创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
这一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这一重
大论断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深刻揭
示了“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
重大意义，增强了我们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的坚定性和自觉性。

一种文化要具有穿越时空的引领
力、凝聚力、辐射力，必须具有主体性。
文化主体性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文化自
信是文化主体性的重要体现。如果没有
文化主体性，我们就难以更好汲取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华，难以对一切人类文
明成果择善而从，也不可能有在选定的
道路上走下去的坚定决心、坚强意志。
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
定的自我，有了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坚
定与自觉。文化主体性让我们意气风
发、昂扬向上，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信
心百倍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如何解决好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
以来中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
题背后，体现着文化主体性的强弱。中
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不断并以国家
形态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这充分证明
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
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中国
共产党人历经艰辛探索，找到了中国式
现代化这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
正确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
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既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指导地位，又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代
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我们的文
化主体性，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
人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
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中。特
别是“第二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中国
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
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
了新高度，让文化主体性更加巩固。

作为“两个结合”光辉典范的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为有
力地体现了这一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
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也是创造属
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的根本遵循，
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
浩然的民族魂，具有强大的历史穿透
力、文化感染力、精神感召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最
根本、最重要的就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文化方向，推动文
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

坚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
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
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题
中应有之义。前进道路上，我们要继续坚定文化自信，坚持
守正创新，坚定不移推进“两个结合”，进一步巩固文化主体
性，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原载8月8日《人民日报》）

﹃
结
合
﹄
巩
固
了
文
化
主
体
性

□
张
志
强

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积淀形成的中华文明里，包含
很多通过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而发生创新性改变的传统
文化。楚国之所以能迅速由弱到强，成为文明昌盛的泱
泱大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擅长师夷夏之长技而力求创
新，并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了众多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创
新之举。

楚民族是一个极富创新精神的民族，他们自称“我蛮
夷也”，从不羞于模仿和借鉴中原列国，却又耻于跟在其
他诸侯后面亦步亦趋。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楚人
虚怀若谷，广采博取，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和个性喜
好加以创新升华。张正明先生说：“楚人在历史转折关
头所显示的独创性，是楚文化的原动力。”正是因为如此，
楚人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戛戛独造，光芒
万丈。

楚国在政治方面的革新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楚

武王灭掉权国后，不再将其分封给贵族，而是将其改设为
权县，作为楚王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的一级地方行政机
构。楚国首创县制，影响巨大且深远。秦国在诸侯国中率
先效法楚国实行县制，统一中国后将郡县制进一步推向全
国。直到当代，县仍是中国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楚国吴
起变法比著名的秦国商鞅变法要早30余年，他取消贵族特
权、整饬吏治、奖励耕战，其开创之功，彪炳史册。

在经济上，楚国形成了一套大小额币种配套、等量货
币与称量货币俱用、中央货币与地方货币并存、本国货币
与邻国货币相衔接的完整货币体系，在列国币制中居于
领先地位。

在科技方面，楚人在天文历法、水利工程、漆器制作、
丝织刺绣、铜铁冶铸等方面，都创造了让后人称奇的创新
成就。特别是青铜冶铸，楚人后来居上，发明了鬼斧神工
般的失蜡法铸造，在合金配比、复合铸造、铸镶技术等方

面的创新，也无不令人称绝。
楚国的哲学艺术创新成就，在中华文化中一直独领

风骚，影响深远。东周以降的中国哲学形成和发展，北方
以儒家为代表，南方以道家为代表。出自楚国故地的老
子和寓居楚地的庄子是道家学说的主要创立者，合称“老
庄”。而道家的起源可追溯到楚人代先王鬻熊立言的《鬻
子》。同哲学一样，先秦文学也是由南北二元耦合而成，
南方散文的代表是《庄子》，诗歌的代表是《离骚》和屈原
的其他作品。后世将二者合称“庄骚”。楚文化在艺术上
的成就，得益于楚人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和创造力。
先秦楚国人神杂糅巫风炽盛，是一片充满玄幻而浪漫的
土地，赋予了楚国先民富于想象、充满激情的艺术精神，
楚人因此创造了恢诡谲怪的艺术。五音繁会的音乐、翘
袖折腰的舞蹈、目醉神迷的美术等，都是楚国先民留给中
国艺术史的宝贵财富。

楚文化丰富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在秦汉时期形成的。但这
一形成有着长期的融合发展奠定的基础，楚国在这一伟
大历史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八百年的发展历史中，楚国的疆域从立国之初偏
居今鄂西北荆山一隅的蕞尔小邦，以筚路蓝缕的精神，开
疆拓土，由弱变强。楚庄王“并国二十六，开地三千里”，
称霸中原，“天下大事尽在楚”。楚庄王位列春秋五霸之
一。楚宣王至楚威王时期，楚国发展生产，加强武备，奋
力东拓，跻身战国七雄之列，史称“宣威中兴”。怀王六年

（前 323 年），西方的亚历山大大帝病逝，亚历山大帝国随
之瓦解。此后的十余年，楚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国，也是第
一强国。

随着楚国疆域的不断扩大，楚人的身影出现在南中

国的各个角落，输出、传播自己的文化。自春秋以后，楚
人不断南下的过程，也就是囊括、融合南方夷越的过
程。鼎盛时期，楚人南达五岭、西入川黔、北濒黄河、东
抵海滨，统一强大的楚国既是南方各族融合的中心，又
是联系江、淮、河、湘各个族系的纽带，更是南北文化交
流互动的强力推动者，实际上成为南北各族融合的驿
站。张正明先生还认为：“在语言上，楚人也起着联系
东西南北以及融合华夏、蛮夷的作用，这对后世南方与
北方的统一有重大的意义。”楚人的这些作为，无疑为
此后我国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准备了比较充分
的条件。

即使是在楚国国势衰落的楚顷襄王时期，楚国也对开
发、融合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的楚将庄蹻奉命率

领军队往西南方向进军，攻占夜郎国，进入云贵。但是秦
国的军队截断了他的归路，他只能一边和秦国作战，一边
在当地建立根据地。由于他一直回不到楚国，所属的部队
逐渐融入当地民族之中。庄蹻把楚国先进的文化、生产技
术和生产工具传入到滇池地区，促进了云南地区政治、经
济、文化的向前发展。为笼络人心，庄蹻主动改变自己的
服饰，顺从当地的习俗。庄蹻因此成为史册中内地开发云
南边疆的第一人。庄蹻入滇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规
模汉人融入少数民族的事例之一，为秦、汉时期在云南设
置郡县创造了良好条件。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曾指出：“楚国八百余年扩张经
营，为秦汉创立伟大封建帝国准备了重要条件，七国中秦
楚应是对历史贡献最大的两个国家。”

楚文化助推中华文明的统一性

江汉地区是楚国的核心地带。早在远古时代，就
有原始居民劳动、生息、繁衍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
上，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远古文化，为楚国的建立奠定了
深厚的基础。

位于荆州市纪南文旅区郢城镇郢北村的鸡公山旧石
器时代遗址，曾被评为 1992 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
一。它是我国第一次大面积揭露原始人类在平原地区的
居住、生活遗迹，展示了原始人类从山地走向平原、从山洞
穴居到平地起屋的发展历程，填补了人类发展史上的一大
空白。该遗址的上限距今约 5万年，下限距今约 1万年。
刘玉堂先生说：“我们可以推测，鸡公山旧石器文化的主
人，只要没有因遭遇特别严重的天灾人祸而灭绝，即使不

是现在湖北人的远祖，也会在现代中国人的远祖之列。”
在新石器时代，江汉地区可以分为大溪、屈家岭和石

家河三大文化类型，这三大文化既有共性，又各具特色，有
明显的传承性和发展性，共同构成了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
的发展序列。在古史传说中的尧舜禹时代，长江中游一带
活跃着一个势力很强的原始部落——三苗，俞伟超先生首
先指出，江汉地区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原始文化属于三
苗文化遗存。张绪球先生也通过对三苗活动的范围、在长
江中游的时间及其兴衰过程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进行详
细比较，得出结论：“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至迟从
屈家岭文化起，到石家河文化结束，都是由三苗所创造。”
因此，长江中游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成为后来楚

文化的主要源流之一。正如严文明先生所说：“无论如何，
著名的楚文化应是从这里孕育起来的。”

梳理以江汉地区为中心的荆楚地区史前文明的发展
轨迹，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从混沌蒙昧到开化
文明，这里自古就是人类繁衍生息的一方热土。远古楚
先民在这方土地上开辟草莱，生生不息，创造了原始质
朴的远古文明，为光彩夺目的楚文化涂上了厚重的底
色。而三苗部落对江汉地区的早期开发，则为此后在此
立国的楚国奠定了基石。作为祝融后裔的楚人，由北至
南进入江汉平原之后与土著楚蛮逐渐融合，发展出影响
深远的楚文化。这一清晰的历史进程，对中华文明的连
续性，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史实。

楚文化实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

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从微观视角来看是人与人的社会
关系要和谐，从宏观视角来看是不同的文明形态、不同的
价值观念要和合共生，最终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从《鬻子》中可以看出，楚人先祖鬻熊在辅佐周文王
时，就提出了“和”“合”的治国之道。《鬻子》卷一云：“发政
施令，为天下福者，谓之道；上下相亲，谓之和。”“和与道，
帝王之器。”老子更是鲜明提出了“上善若水”“道法自然”
的和谐理念，这既是老子的智慧，也是楚文化的智慧，和
谐理念从此深深地植根于中华儿女的心田，萌芽、茁长、
开花、结果。仅 5000多字的《老子》，成为在全世界产生
广泛影响、人类文化史上难以逾越的一座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
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无论发展到哪一步，中
国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
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2019年 10月在武汉
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开幕式上，专门有一个章
节，反映“止戈为武”的中国传统军事思想，传递中华儿女
自古以来追求和平的愿望。“止戈为武”这一和平思想，最
早由楚庄王提出，反映了楚文化中追求和平、体恤民生的
精髓。楚庄王十七年（前 597年），楚晋大战，楚庄王亲自
征战，楚军大获全胜。楚国大将潘党提议修筑一座“京
观”来炫耀武功。所谓“京观”就是将敌军尸体堆积成山，

封上泥土，成为坟山，以显示战绩、威慑敌军。楚庄王却
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说了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武”
这个字是由“止”和“戈”两个字构成，说明先人告诫我们，
停止干戈才是真正的“武”。真正的武力，是用来制止暴
乱、消弭战争、保持强大、巩固功业、安定人民、调和大众、
丰富财富的。如今我的所作所为，与此无一相符，又怎么
可以来宣扬功绩、昭示子孙呢？

在军运会结束仅仅一个月后的11月 12日，正在希腊
访问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神庙脚下的雅典卫城博物馆。
在“沉思的雅典娜”浮雕前，习近平总书记驻足观看。

“这是雅典娜女神刚刚参加完战争后休息、沉思，虽
是一块很小的浮雕，却非常有意义。”陪同参观的时任希
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亲自当起“讲解员”。

“她在思考战争的意义究竟何在。”习近平总书记特
意讲起“止戈为武”的中国典故。帕夫洛普洛斯总统边听
边不住点头表示赞同。

楚文化与古希腊文化，两千多年前比肩而立的东西方
两大文明，以这样的佳话反映出人类对和平的追求和智慧。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楚虽亡于秦，但在秦军占领
楚都郢（寿春）、秦始皇以胜利者的姿态踏入郢都仅仅 14
年后，楚人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刘邦、项羽毅然起兵，不
旋踵间，楚人刘邦建立了大汉王朝。与短命的秦朝相比，

汉朝国祚长达405年。
何以如此？张正明先生明确指出，是楚人的王道战

胜了秦人的霸道。他对此作了精辟的分析：“在中国统一
的历史上，秦人只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取天下；汉代
的楚人比秦人多解决了一个问题，即如何治天下。治天
下的关键，就是汉宣帝所总结的‘以霸王道杂之’。霸道
和王道缺一不可，运用之妙在于因时制宜。”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楚文化就是这样，和其他区域
文化一起，逐渐转化为汉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共同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
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
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为我们扛起楚文化保护传承大旗、建设荆楚文
化保护传承示范区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高水平推进
楚文化传承保护，高水平推进楚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
鉴，致力打造新时代楚文化权威阐释地、场景再现地、活
动聚集地、文旅目的地，加快建设荆楚文化保护传承示范
区，让灵动、灿烂的楚文化展现出永恒魅力。

（作者系荆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党组书
记、主席）

楚文化体现中华文明的和平性

党建引领微治理
两级两长联十户

□ 王康 王凌志

自开展共同缔造工作以来，监利市委市政府聚焦基层社
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探索出了以“两级两长联十户”治理方
式为基础的“十户联治”湾组微治理机制，实现党建和基层社
会治理深度融合，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参与感。

明确两级，筑牢底座。镇村两级是“十户联治”的神经中
枢，树立“大党建”理念，明确乡镇党委、驻村工作队和村（社
区）党组织共同参与到“十户联治”工作中来。乡镇党委班子
包村，指导村（社区）制定联户长、中心户长工作机制，利用群
众（代表）大会、党员大会、支委会议、村委会议等载体推动

“十户联治”工作持续开展。村（社区）党组织包组（队）和驻
村工作队员联户，通过四议两公开、定期走访群众等方式，收
集问题、解决问题、传达信息，达到谋划工作、推动工作、落实
工作的目的。2023年以来，全市 54个共同缔造示范村（社
区）探索运行“十户联治”湾组微治理机制，福田寺镇福田村

“五多五共”工作法被省市媒体报道。
选好两长，激活细胞。明确责任主体，包村干部、驻村工

作队员、村“两委”干部担任联户长，每名联户长联系不少于
2名中心户长。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联户长与中心户长组成
党小组，联户长为组长，指导中心户长开展工作，收集并解决
中心户长反馈的问题，形成群众小事党小组会商后办、难事
村党组织审议后办的工作机制。联户长每季度组织“十户联
评”活动，根据“5+N”（即人居环境整治、平安创建、城乡规划
管控、禁烧禁鞭、人情风治理”五项重点工作加阶段性、突击
性工作）工作完成情况，联户长组成评审团，根据“十户网格”
平时表现情况和上级考核评价，每季度对“十户联治”工作进
行评审，分片选出 1名优秀中心户长和对应的“十户网格”，
以村“两委”名义进行表彰并给予物质奖励。目前全市共同
缔造示范村（社区）共选出 486个联户长和 16000余名中心
户长，群众参与率达到80%以上。

联系十户，打通末梢。发动群众自治，从10户左右村民
中推选产生 1个中心户，由中心户户主担任中心户长，中心
户长人选以党员、退休党员干部优先，同时满足群众认可、热
心公益、无信访经历、致富能力强等特点。中心户长根据联
户长的安排和联系群众的提议，选择固定区域，在不违背农
事的情况下，随时召开十户会、墩台会、田坎会、板凳会等形
式的议事会，协调群众“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急难事、期
盼事”，形成“五事共议、五事共治”。联户长根据任务情况和
工作实际，下沉到“十户网格”，参加群众会议，小范围、面对
面地解答群众诉求、化解矛盾纠纷、进行政策答疑，实现问题
提出即处置、落实即反馈，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米”，做到干
群交流“零距离”。今年来，荒湖管理区落实“十户联治”湾组
微治理机制，解决群众诉求7000余件。

（作者单位：中共监利市委组织部）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表现为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中
华民族以其博大的胸怀对各种文明吸收扬弃，使得中华
文明具有非凡的融合力和创造力。楚文化的形成和壮
大，正是这一包容性的生动写照。

楚民族是一个具有开放融会精神的民族，对于其他
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善于兼收并蓄，乐于择善而从。作为
先秦的重要文化支柱，楚文化从茁长而至鼎盛的过程，就
是融会与传播的过程，既促进了各国、各民族间的文化交
流，又绽放出独特的无穷魅力。楚文化的博大包容，是中
国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后来居上的文化，汲取中原文化的营养是楚文
化成长壮大的必由之路。向中原文化学习，首先是学习

中原文字。张正明先生分析道：“可以推想，楚言与夏言
原是两种不同的民族语言。由于楚人长期与诸夏交往，
使用诸夏的文字，诵读诸夏的典籍，有很多楚人就学会了
夏言，而楚言也逐渐与夏言靠近了。”在科技和艺术上，中
原地区也是楚国长期学习的对象。楚国青铜铸造、丝织
业的突飞猛进乃至后来居上，得益于长期向中原先进地
区的学习、借鉴。楚国还主动吸收中原礼乐文明。

楚文化的博大，也是向长江流域各文明学习、融会的
结果。上游的巴民族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不如楚人，但楚
人仍然十分注重吸收巴文化的因素。楚人有着发达高雅
的音乐，但对巴人的俗曲喜爱到以至狂热的地步，成语

“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就是对此的生动写照，成为中国

文艺提倡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典范。
楚人对其他文化的吸收，不仅限于中华之域，对于域

外的优秀文化，也同样吸纳甚至模仿。在各地楚墓中多
次出土的“蜻蜓眼”琉璃珠，其色彩、纹饰具有明显的南
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特色。楚人应是对域外传来的此
物爱不释手，争相用来作配饰，后来甚至开始仿制，在仿
制中又添加了自己喜爱的传统纹样如菱形纹等。刘玉堂
先生认为：“‘蜻蜓眼’琉璃珠体量虽小，却是中国境内已
知年代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信物，扮演着联络东西方
两大世界信使的角色，意义非同寻常。更值得人们关注
的是，东方的楚国与西方发生文化互动，比汉武帝时期张
骞‘凿空’西域的壮举要早出将近四个世纪。”

楚文化彰显中华文明的包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