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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荆楚

笃学 书法（黄文泉）

长江流域简牍的发现与价值长江流域简牍的发现与价值
□ 陈伟

今年春节档，《哪吒之魔童闹
海》再次掀起哪吒热潮，而影片中
哪吒以莲藕重塑肉身的设定，不
仅令人惊叹，更让人联想到湖北
洪湖的莲藕。影片中，哪吒这位
家喻户晓的神话英雄，脚踩风火
轮，手持乾坤圈，浑身散发着“不
服输”的精气神，那反抗命运的
坚毅，宛如冬日里的烈火，点燃
了人们内心深处对勇气与正义
的向往。

在《哪吒 2》的故事里，哪吒自
刎后，太乙真人用莲藕、荷叶重塑
了哪吒的肉身，哪吒复活。这看
似简单的情节，却在神话与现实
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将哪吒的
命运与莲藕紧密相连。为此，《人
民日报》的新媒体还专门发文《重
塑哪吒为为啥非得用藕？》，重点
提到了湖北洪湖的莲藕。

莲藕，这一独特的水生植物，
实际上并非莲的根，而是地下根
状茎。藕中丝丝缕缕的藕丝，恰
似人体血脉，在莲藕生长过程中，
承担着运输水分和养分的重任。
科研数据显示，洪湖莲藕的粗纤
维含量高达 2.3%，其拉伸强度超
出普通莲藕 40%。其维管束的细
胞壁呈螺旋式增厚，即便被切断
拉伸，藕丝仍能不断延展，韧性十
足，像极了人体坚韧的脉络。这
恰似哪吒重生后更胜从前的钢筋
铁骨——当实验室的显微镜穿透
藕丝，亿万螺旋状细胞壁构成的
能量矩阵，宛如神话照进现实的
生物工程奇迹。

洪 湖 莲 藕 是 湖 北 莲 藕 中 的
特有品种，有 2300 多年的种植历
史，相传在元代中叶洪湖淤填形
成 之 后 ，这 里 就 已 开 始 种 植 莲
藕。由于水土肥沃，洪湖人民经
长期栽培，形成了这一优良的品
种。洪湖莲藕富含淀粉、蛋白质
和维生素，既可鲜食，也可加工
或入药。尤为特别的是，一般莲

藕只有七孔，而洪湖莲藕独具九孔。《黄帝内
经》有云：“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
……合为九脏以应之也”，阐述了人体与天地
相应的理念。这独特的“九”之关联，不禁让人
遐想，哪吒重生所用之藕，或许正来自那片广
袤的洪湖水域。

洪湖莲藕不仅在生物特性上独具魅力，在
历史文化的长河中，也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
提起洪湖，人们总会想起经典剧目《洪湖赤卫
队》。“四处野鸭和菱藕，秋收满畈稻谷香，人人
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熟悉的旋律
总能勾起人们对洪湖盛景的美好想象。回溯往
昔，在那艰苦卓绝的革命岁月里，洪湖地区的人
民不堪压迫，奋起反抗。洪湖游击队就像哪吒
一般，怀揣着无畏的勇气和坚定的信念，以湖为
屏障，以芦苇荡为掩护，以莲藕为食材，与敌人
展开了顽强的斗争。他们在枪林弹雨中穿梭，
在困境中不屈不挠，每一次战斗都是对压迫的
有力回击，每一次胜利都为这片土地带来新的
希望。

而哪吒，反抗强权，不惧天威，“若命运不公
便和它斗到底”，以莲藕重塑肉身，踏上斩妖除
魔、守护正义的道路。洪湖的红色文化与哪吒
的反抗精神相互呼应，共同谱写了一曲气壮山
河的英雄赞歌。二者的精神高度契合，都在困
境中坚守，在磨难中奋起，成为人们心中勇气与
力量的象征。

从品性来说，莲“出淤泥而不染”，无论遭遇
怎样的恶劣环境，都努力向着水面、向着阳光生
长。这种坚韧不拔、积极向上的精神，正是“莲
藕精神”的核心所在 。 而 这 也 恰 似 哪 吒 那 句

“小爷是魔那又如何”，不被外界定义，坚守自
我；“濯清涟而不妖”，如同哪吒在纷扰世间保
持纯粹与坚毅，藕做的哪吒，无疑是灵魂的绝
佳契合，不必寻什么替代，这组合就是最好的
诠释。

如今的洪湖，宛如大地一颗璀璨的明珠，镶
嵌在荆楚大地上。湖面波光潋滟，野鸭成群，菱
角在水面轻轻摇曳，与层层叠叠的荷叶相互交
织，构成了一幅自然和谐的画卷。水下，洪湖莲
藕扎根于肥沃的淤泥之中，默默汲取着湖水的
灵气与养分，一节节粗壮饱满，藕身洁白如玉，
散发着淡雅的清香。它不仅是大自然馈赠的美
味食材，更承载着洪湖人民的记忆与情感。

洪湖还是中国莲藕面积最大的生产地，莲
藕产量在全国“遥遥领先”。野生藕就有 10 万
亩，人工种植藕更是多达 25万亩，其中专门产藕
带的就占了 6万亩。近年来，当地大力推广新品
种、新技术，藕带增产效果显著，许多种植户的
藕带亩产量从过去的 300 斤直接跃升至 1000
斤。藕是人们饭桌上的佳肴的同时，洪湖的藕
带、荷叶茶、莲子、藕汁等产品也陆续开发投放
市场，为洪湖莲藕产业注入了新活力。

随着《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爆火，也让人们
期待这股热潮能为洪湖莲藕带来新的机遇。洪
湖在莲藕产业和文旅产业上，应该有更多的思
考。如何借助这一文化热点，将洪湖莲藕的魅
力传递给更多人，如何进一步挖掘莲藕文化的
内涵与 IP，推动洪湖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成
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岁月悠悠，洪湖的风光依旧迷人，洪湖莲藕
也正迈向更广阔的天地。在美食与故事的交融
中，哪吒的抗争精神、洪湖的红色文化以及莲藕
所蕴含的坚韧与新生，早已深深烙印在人们的
心中。未来，希望哪吒的这次“藕”遇，能够与洪
湖莲藕产业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为这片土
地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续写属于洪湖与哪吒
的新的传奇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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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简牍
是主要的书写载体。就考古发现所见，简
牍流行于战国、秦汉以至魏晋的800年间

（约从公元前 400 年到公元 400 年），大致
上承甲骨文和金文，下启纸质的写本和刻
本文献。简牍属于中国出土文献中的重
要门类，在中华文明发展、传承的脉络中
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学术价值。

珍贵可靠的文献资源
考古学意义上的简牍发现，开始于

20世纪初年。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简牍
的出土地点限于西北一隅。1951 年至
1953年，湖南长沙连续发现几批楚简，拉
开了长江流域简牍出土的序幕。长江流
域出土的简牍，既是一道独特、亮丽的文
化景观，又是研究长江文化和中华文明珍
贵且可靠的文献资源。

一是数量众多。在长江流域，位于上
游的四川、重庆，位于中游的湖北、湖南、
江西，位于下游的安徽、江苏，都有简牍出
土。初步统计显示，中国迄今共出土简牍
约30万枚。其中，三个省份数量最多：湖
南约15万枚，甘肃约6.5万枚，湖北约3万
枚。长江中游可以说是简牍出土最为密
集的地区。

二是时代齐全。按时代先后，简牍通
常分为：楚简，即战国中晚期楚国的简册；
秦简牍，特指战国晚期秦国和秦代的简
牍；汉简牍；魏晋简牍。由于地域原因，楚
简出土以湖北、湖南为主，河南南部信阳

（长台关）和驻马店地区（葛陵）也曾有出
土，安徽则是近来在淮南武王墩墓首次有
相关发现。

三是内容丰富。按内容，简牍可分为
书籍、文书与律令、遣册、卜筮祷祠记录四
类。卜筮祷祠记录是墓主人生前为公私
事务或疾病进行占卜并准备祷祠的记载，
仅见于楚简。

四是保存较好。湖北简牍主要出自
墓葬，当是有意识随葬，加上地下水位高、
水的酸碱度适宜等原因，往往保存较好。
经过缀合、编连等专业处理，文本复原的
完整度高，具有更高的文献价值。湖南除
了墓葬出土之外，还在多处水井中大量出
土简牍。龙山里耶1号井出土秦简3.7万
余枚，有字的达 1.7万枚；长沙走马楼 22
号井出土吴简10万余枚，有字的为7.2万
枚。

概括而言，长江中游地区出土如此丰
富、精彩的简牍，反映了春秋之后当地经济
文化的日趋发达。其中一些特有的简牍，

如楚国官府文书、楚人卜筮祷祠记录，无疑
是探索荆楚大地历史与文化的珍贵文献。

佚书再现与典籍研究
对传世文献而言，简牍具有重要的学

术价值。
一是推定古书形成的年代。古书的

形成年代，往往有争议。《史记》称老子“著
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并说孔
子“问礼于老子”，表明老子与孔子生活在
同一时代。但近代有学者认为，《老子》成
书较晚。如梁启超就说“作于战国之末”，
钱穆说“后于庄子”。

荆门郭店楚简中有《老子》摘抄本，共
1750 字，接近传世本篇幅的五分之二。
根据考古学分析，郭店楚墓的年代处于战
国中期偏晚，不迟于公元前300年。包括
《老子》抄本在内的随葬竹书年代应当更
早。这虽然还不足以完全支持《史记》的
记载，但已有力否定了梁启超、钱穆等人
的相关推测。

二是勘正古书中的错讹。古书在传
抄中，有时会发生讹误。《礼记》记载孔子
的学生子游谈论礼仪对情感的调节说：

“人喜则斯陶，陶斯咏，咏斯犹，犹斯舞，舞
斯愠，愠斯戚，戚斯叹，叹斯辟，辟斯踊
矣。”这段话很令人费解，唐代学者陆德明
《经典释文》认为“舞斯愠”是衍文。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类似文句：
“喜斯慆，慆斯奋，奋斯咏，咏斯犹，犹斯
舞。舞，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
叹，叹斯辟，辟斯踊。踊，愠之终也。”其中
分两个环节：一是快乐（喜）导致愉悦

（慆），愉悦导致振奋（奋），振奋导致摇动
（犹），摇动导致舞蹈（舞）。在这里，舞蹈
是高兴的最高境界。二是忧郁（愠）导致
哀愁（忧），哀愁导致悲伤（戚），悲伤导致
叹息（叹），叹息导致拍胸（辟），拍胸导致
跳跃（踊）。在这里，跳跃是忧郁的最高境
界。《礼记》文字有错乱，直接从“舞”转到

“愠”，把两个环节混在一起，应该用郭店
楚简来校正。

三是启示古书的解读。古书有的地
方不好懂，有的古人注释有问题。《史记·鲁
仲连列传》记：“周烈王崩，齐后往，周怒，赴
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
因齐后至，则斮。’”唐代学者司马贞《索隐》
解释说：“谓烈王太子安王骄也。下席，言
其寝苫居庐。”这样解释很可疑。云梦睡虎
地77号西汉墓出土的《十年质日》四月有
一组记录：“乙未（11日）父下席。己亥（15
日）归宁。甲辰（20 日）父葬。”这里的“下

席”显然是指去世。

认识“秦至西汉的律”
近 50年来，秦至西汉早期的律一再

出土，如云梦睡虎地秦律、江陵张家山汉
简《二年律令》和《汉律十六章》、益阳兔子
山木牍上的律章目录、睡虎地汉律和荆州
胡家草场汉律。在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
中，还有一些与律令有关的文书档案。分
析比较这些资料，可以了解西汉早期律典
体系的基本面貌。

比如，总体呈现二分结构。
兔子山律目有“狱律十七章”和“旁律

廿七章”两个总目以及各自包含律章的名
目；睡虎地汉律与胡家草场汉律同样分成
两大部分，并且保存具体的律文；张家山
336号墓汉简《汉律十六章》只有相当于

“狱律”的部分，但也佐证整体结构的存在。
据《晋书》记载，秦汉律分为“罪名之

制”和“事律”两类。在本来意义上，“狱
律”应当等同“罪名之制”。但西汉早期律
典中的“狱律”包含部分“事律”，使得二分
结构显得很奇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尚不清楚，推测可能与“萧何定律”有关。

又如，在全国统一施行。
记载律章、律目简牍的出土地点，有

当时南郡的江陵（也是郡治所在）、安陆二
县，也有属于吴姓长沙国的益阳县。这说
明律典不仅在汉王朝直接管理的郡县实
行，在诸侯王国也同样有效。

里耶秦简、睡虎地秦简、睡虎地汉简均
有“雠律令”的记载；岳麓书院藏秦简要求

“吏上奏当者具傅所以当者律令”，规定郡县
上报司法判决时需要一一标明所依据的律
令条款；张家山336号墓汉简《功令》规定各
县道狱史在升迁郡的治狱卒史前，需要集中
到廷尉进行“律令有罪名者”的考试。这都
证明秦汉时实行全国统一的律典。

目前，一些先前出土的重要简牍正在
陆续整理、出版，如南昌海昏侯墓简牍、湘
乡三眼井楚文书簿籍简册、龙山里耶秦
简、云梦睡虎地汉简、荆州胡家草场汉简、
阜阳双古堆汉简。

同时，新的简牍还在不断出土。荆州
秦家嘴1093号楚墓出土竹简3900余枚，
有《尚书·吕刑》、诸子、数学、医药等书籍；
淮南武王墩墓出土楚考烈王丧葬简册；成
都字库街出土写有“成都”“西工师”等文字
的秦代简牍，可能与官府作坊有关；郴州临
武渡头古城出土孙吴时期的文书档案……
随着简牍资料的系统整理和解读，对长江
文化和中华文明的研究必将取得新进展。

荆楚文化从战国时期到现在，已延续
2000多年，成为秦汉以来中华文明发展
的重要基础。进一步创新思维，活化荆楚
文化，对宣扬和传承荆楚文化，促进荆州
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规划与推进
活化荆楚文化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

程，不能只是纸上谈兵，也不能朝令夕
改。必须科学制定中长期的整体规划，理
清挖掘历史文化的范畴，保护历史遗迹的
群落，确定建设楚都景观的项目，落实责
任部门、资金来源及完成时限等。绘就的
规划蓝图，理应具有宏伟的目标，又有切
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把活化荆楚文化的蓝图变为现实，要
按照项目管理方式，分步推进，有始有
终。既不可一哄而上，又要有时不待我的
紧迫感，讲求效率和效益。近几年，荆州
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旅游产业发展较
快，一些展现荆楚深厚历史的文化项目相
继落地，有的已开工建设。在众多项目推
进过程中，必然会遇到一些阻力和困难。
在活化荆楚文化的系统工程上，我们同样
需要发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
需要逢山开路，遇河搭桥的气魄，需要抓
铁留痕、滚石上山的韧劲，通过坚持不懈
的实干，把宏伟的蓝图变为现实，推动荆
楚文化的蓬勃发展。

保护与建设
荆州是楚文化的发祥地，三国古战

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历史遗迹
遍布全市。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有：鸡公山遗址、楚纪南城、八岭山古墓
群、荆州古城墙、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
址。三国遗址有：荆州的得胜街、洗马池，
江陵的点将台、跑马泉，洪湖的曹操湾、乌
林寨，监利的子龙岗、华容道，公安的相孙
夫人城等。

有些历史名人的遗迹容易被忽略，如
沙市区，有李白居住过的青莲巷，杜甫居
住过的杜工部巷等。还有的珍贵历史遗
迹淹没在闹市中，鲜为人知，如沙市章华
寺内的楚梅。章华寺是在章华台的遗址

上修建的，章华台是楚灵王修建的离宫。
楚灵王在章华台的后花园里种了一片占
地数十亩的梅园，章华寺内现有的一株古
梅就是仅存的楚梅，树龄2500多年，为中
国五大古梅之首，被誉为“中华第一梅”。

对历史遗迹，应进行普查登记，落实责
任单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如果在城
市建设的过程中遭受人为的毁坏，其损失
将无可挽回。对自然老化受损的遗迹，应
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及时进行修复。

荆州作为楚国的都城所在地，从活化
荆楚文化的角度出发，应该考虑恢复建设
楚国都城。以纪南城遗址为中心，建设楚
国故都的古城墙、城楼、护城河，整体展示
楚都古城内的市井街道，楚绣、楚漆的工
艺制造，楚人的商业活动和生活场景。

屈原是一位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
范，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四大文
化名人”中就有屈原。同时，他还是一位伟
大的诗人，《楚辞》成为中国诗歌创作史上的
高峰，被称为中国的诗祖。活化荆楚文化，
可以考虑建立屈原故居或屈原纪念馆。

文化与旅游
活化荆楚文化，需要大力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推进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这
样，既可以有效的传播荆楚文化，也能促
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杭州西湖的旅游一直人气旺，热度
高，不仅是西湖自然风光优美，重要的是
西湖历史悠久，有许多动人的故事，如《白
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苏小小》《东坡
肉》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美丽的传
说吸引了游客。

荆州历史悠久，楚文化、三国文化有
其丰富的历史内涵，有许多生动的历史故
事和传说。当前已整理出楚文化的六大
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
术音乐、文学哲学，以及筚路蓝缕、追新逐
奇、兼收并蓄、崇武卫疆、重诺、贵和等五
种精神。在此基础上，应组织专家学者，
对荆楚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深入了解荆
州的人文历史，梳理荆楚文化的发展脉
络，整理荆楚大地的历史故事，出版一批
通俗易懂的图书。加大荆楚文化的宣传
力度，努力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荆楚文化
品牌。

在旅游产业方面，大力打造楚文化、

三国文化、红色文化三大文旅支柱产业。
实行专业化旅游运营，将楚王车马阵、荆
州古城墙、荆州博物馆、关羽祠、荆州方特
东方神话、章华寺、洋码头，以及洪湖自然
保护区、洈水旅游区、周老嘴镇、瞿家湾等
旅游景点进行整合，设计荆州一日游至五
日游的旅游线路，让游客有多种旅游选
择。打造优质景点，需要在细节上下功
夫。如游览荆州古城，可将直接上下宾阳
楼的一个点改为一条线，从北门到东门，
城墙下增设三国历史人物雕像，游客从北
门步行到东门，沿途边欣赏古城墙，边了
解三国人物，终点登宾阳楼。

针对荆州旅游热度与得天独厚的历
史文化背景不相符合的实际情况，进一步
加强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停车场、
餐饮区、购物区等。同时，注重提升旅游
行业人员的素质，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创
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外
游客领略荆楚文化的魅力。

人才与特产
传承和弘扬荆楚文化，需要人才队伍

的支撑。确保活化荆楚文化的系统工程
按规划稳步高效的运行，需要培养一批有
责任心、能力强、懂业务的管理人员，要整
合各方面的力量，组建一批具有较高理论
水平和研究能力的专业人员，有计划的出
一批研究成果，并支持他们发挥智囊团的
作用。培养传承精楚文化的技能人才，在
培训和资金等方面予以支持，为传统技艺
的传承和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荆州地处广阔富饶的江汉平原，是著
名的鱼米之乡，许多特产体现了鲜明的地
域特色。发展地方特产产业，也有利于荆
楚文化的传播和旅游产业的发展。

荆州著名的特产有：荆州鱼糕、监利
大米、荆江麻鸭、洪湖莲子、洪湖莲藕、公
安葡萄、笔架鱼肚、八宝饭等。此外，沙市
早堂面、公安锅盔、米团子、欢喜坨等小吃
也颇有名气。对荆州的特产，应整体设
计、包装，注重产品质量，加大推介和宣传
的力度，打造出具有影响力的品牌。

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活化荆楚文化，在保护和建
设中传承，在创新和发展中发扬光大，荆
楚文化一定会焕发出新的活力，促进荆州
经济文化的繁荣。

创新思维 活化荆楚文化
□ 罗必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