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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抚有蛮夷，以属华夏”的胸襟与
“鸟飞返故乡，狐死必首丘”的深情交织，楚文化
以其独特的智慧，为当代文明对话与精神建构树起一
面明镜。本期聚焦“海纳百川”的开放基因与“九死不悔”
的爱国传统，试图在历史纵深中打捞超越时空的文明密码。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文明冲突论甚嚣尘上的当下，楚文化
“和而不同”的智慧，恰是破解“开放与自守”悖论的关键。当
“一带一路”倡议重绘文明交流版图，楚人“择优而取”的务实、
“文化自觉”的清醒，正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古老而鲜活的
注脚。

而楚文化的“家国情怀”，则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下迸发新声。从
楚武王马革裹尸到屈原怀沙沉江，从“楚虽三户”的悲壮到“亡秦必楚”
的豪迈，这种将个体生命熔铸于家国命运的精神图谱，超越了“忠君”
的桎梏，升华为对文明价值的坚守。

当世界站在文明对话的十字路口，楚文化以其“海纳百川”的
胸襟与“九死不悔”的赤诚，昭示着一条既守护根脉又拥抱世界
的道路——这或许正是破解当下困局、滋养民族精神的深层
密码。

编前

二 O 二五年第十二期
总第一百四十四期
知荆州 爱荆州 兴荆州

③③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

丘”——屈原《哀郢》中的这一千古

名句，凝聚了楚人深沉的家国情

怀。楚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不是抽

象的理念，而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基

因，表现为君臣以身殉国的壮烈、

民众誓死抗秦的坚韧。从当代民

族精神建构的视角重审这一传统，

既能发现历史文化与时代精神的

共鸣，也能为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提供丰厚资源。

楚文化的爱国精神首先体现在

“君主担当”的示范作用上。楚国的

历史充满了君主身先士卒、为国捐

躯的感人事迹。楚武王、楚文王等

都亲临战阵，体现了坚定的爱国精

神；楚将屈瑕战败后，感到“对不起

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

以身殉职的先河”。这种“君王死社

稷”的责任担当，构成了楚国政治文

化的重要特征。从政治伦理角度

看，楚君将政权合法性与爱国奉献

紧密联系，形成了独特的统治伦理，

这对当代领导干部的担当精神培育

具有启示意义。

“士人节操”是楚文化爱国传

统的另一重要表现。屈原作为楚

国爱国士人的典范，即使遭受流

放、面对国家危亡，也“终不能离开

故土”，最终自沉汨罗江。申包胥

为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

廷中哭了7天 7夜”，展现了士人为

国请命的执着精神。屈原的爱国

不仅表现为政治忠诚，更升华为对

楚国文化价值的坚守，其《离骚》

《九章》等作品将个人命运与国家

兴衰紧密相连，开创了中国文学中

“忧国忧民”的抒情传统。这种将

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相结合的爱

国模式，对当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

怀培育具有参考价值。

楚文化中的爱国精神还表现为

“民众抗争”的顽强意志。楚被秦灭

时，楚人南公提出“楚虽三户，亡秦

必楚”的预言，这不仅是心理安慰，

更是抗争誓言。历史证实，秦末农

民起义的主力正是楚国后裔，如陈

胜、吴广、项羽、刘邦等皆出自楚

地。鲁迅曾精辟指出：“秦灭六国，

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

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

为尚”。这种植根于民间的复仇意

志和抗争精神，展现了爱国主义的

深层力量。从社会动员角度看，楚

国的爱国传统不仅存在于精英阶

层，更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形成了

全民性的精神气质。

从心理学视角分析，楚文化的

爱国传统有其特殊的形成机制。楚

人长期游离于中原文化圈之外的历

史，使其产生了强烈的“中原情

结”——“回归华夏文化圈是楚国奋

斗的目标与动力”。这种既认同华

夏又处于边缘的处境，强化了楚人

的身份意识和群体凝聚力。同时，

楚国面临的外部压力，如西周时期

的军事打击和江汉诸姬的围堵，也

促使楚人形成了“同仇敌忾”的团结

精神。当代民族精神建构可以从中

汲取经验：适度的外部压力和文化

自觉有助于强化国家认同。

楚文化的爱国传统在当代语境

下需要“创造性转化”。传统的“忠

君爱国”观念需要升华为现代国家

认同；单纯的民族情感需要与法治

精神、公民意识相结合。但楚文化

中蕴含的“九死不悔”的坚定信念、

“以身殉国”的奉献精神、“楚虽三

户”的抗争意志，仍然是当代中国抵

御外部压力、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

资源。特别是在全球化和多元文化

背景下，如何既保持文化自信又避

免狭隘民族主义，楚文化“眷恋故

土”而不排斥外来文化的经验，提供

了有益的历史借鉴。

爱国主义教育是当代中国精神

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楚文化中的

爱国典范，如屈原、申包胥等人物事

迹，以及“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民

族气节，都可以通过现代叙事方式

融入教育体系。将历史传统与时代

精神相结合，使爱国主义不再是抽

象的口号，而是具体可感的精神传

承——这正是楚文化爱国传统现代

诠释的核心价值。正如研究者所

言：“楚人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超

越了时空，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

之中，代代相传”。

九死不悔 爱国传统的现代诠释

当代视角下的楚文化解构与重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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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 开放胸襟的跨文明对话

“抚有蛮夷，以属华夏”——楚

国的这一国家发展战略，生动体现

了其文化政策上的开放胸襟。在先

秦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

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这

种海纳百川的文化态度，使楚文化

成为多元文明交汇的熔炉，也为当

代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对话提供

了历史镜鉴。

楚文化的开放性首先表现在

“族群融合”的包容态度上。楚人自

中原南迁至江汉地区后，虽在文化

素质上占优势，但人口数量处于劣

势。面对这一局面，楚人没有采取

文化同化政策，而是“择优而取、为

我所用”，学习江汉土著文化的优秀

部分。考古发现显示，楚式鬲中就

融入了大量江汉土著文化的特征。

这种尊重差异、取长补短的族群关

系处理方式，与当代多元文化主义

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物质文化交流”方面，楚文

化展现了惊人的广度和深度。被称

为“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

部，其风格凝聚了地中海的蓝天白

云、青山白石等自然意象。这类玻

璃珠与淡绿色玻璃一起，经由南亚

传入楚地，成为迄今发现的中国最

早的中西文化交流实例。值得注意

的是，这条“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

早了约四个世纪，改写了中西文化

交流史的传统认知。从全球史视角

看，楚文化在先秦时期就已参与跨

欧亚的文化交流网络，展现了早期

全球化的雏形。

楚文化的开放特质还体现在

“技术引进”的务实态度上。青铜冶

炼是楚人学习吴越地区技术发展起

来的；当鲁国为避免战事奉送楚国

100名刺绣工、100名木工和100名

纺织工时，楚国欣然接纳这些工匠

并迅即退兵。这些技术工匠对提升

楚国手工业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种行为模式体现了楚人“学他人

之长，补己之短”的实用主义智慧，

与当代技术转移和人才引进策略有

着惊人的相似性。

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分析，楚文

化的开放性源于其“边缘位置”带

来的文化自觉。楚人“源起中原，

颠沛流离”的经历，使其既认同华

夏文化，又身处其边缘。这种“在

而不属于”的双重身份，造就了楚

人独特的文化视角——既能以“他

者”眼光反思中原文化，又能以

“insider”身份吸收蛮夷文化。文

化研究者指出：“楚人始终具有一

种文化自觉的意识，持着一种开放

的文化态度”。这种文化自觉对当

代处于东西方文明对话前沿的民

族具有重要启示。

楚文化的开放模式对当代全球

化困境提供了另类思考。当今世界

面临逆全球化浪潮和文明冲突论调

的挑战，而楚文化的经验表明：文化

开放不等于丧失自我，文化融合不

等于同质化。楚文化在吸收多元文

化元素后，非但没有失去自身特色，

反而形成了更加鲜明的文化标识，

如独特的凤图腾和漆器艺术。这种

“和而不同”的开放智慧，正是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的文化理念。

正如研究者所言：“楚文化兼容并包

了江淮流域的众多方国文化，创造

形成了自身以‘凤图腾’为标志的浪

漫绮丽、宏阔厚重的新文化”。

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

今天，重审楚文化的开放传统具有

特殊意义。楚国向长江中游、淮河

流域的扩张，客观上促进了区域文

化整合；楚文化对吴越、巴蜀、岭南

等地区的影响，展现了文化软实力

的辐射作用。这种以文化交融促进

区域联动的历史经验，为“一带一

路”建设中的民心相通提供了参考

范式。楚文化所体现的“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的胸襟，应当成为当代跨

文明对话的精神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