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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着“一诺千金”的铿锵回响与“上善若
水”的柔韧智慧，楚文化穿越时空叩击当代社会的精
神困局。本期聚焦诚信价值与和谐理念，在历史与现实
的激荡中，探寻破解时代症结的文化密码。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楚文化以诚信为纽带，
构建起政治、经济、人际关系的稳固网络。在数字经济时代，当虚
拟交往稀释信任浓度、契约精神遭遇功利挑战，楚人的智慧昭示：
诚信不仅是道德律令，更是社会高效运转的“非正式制度”。

而“上善若水”的哲思，则为生态困局开出“和谐共生”的良
方。楚人依水而居，将“道法自然”的智慧刻入文明血脉，“抚有
蛮夷”的包容政策，展现多元共生的治理智慧。面对气候危机与
文明冲突，楚文化以其“天人合一”的系统观与“和而不同”的包容
力，为当代人指明方向。

从季布诺言到老子哲思，楚文化以诚信筑牢文明根基，以和
谐绘就发展底色。今日重读这些跨越千年的智慧，不仅是对历
史的致敬，更是对未来的召唤——愿读者在“诺”与“水”的交
响中，听见传统与现代的共鸣，觅得破局新生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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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

诺”——这句源自楚地的成语，生动

诠释了楚文化中对诚信价值的高度

推崇。在当代社会面临诚信危机、

信任缺失的背景下，重审楚文化中

的诚信传统，不仅具有文化寻根的

意义，更能为构建现代信用社会提

供历史智慧。楚人的诚信精神渗透

于政治盟约、商业交易、人际交往等

多个层面，形成了完整的行为规范

和价值体系。

楚文化中的诚信首先体现在

“政治盟约”的严格遵守上。春秋战

国时期，诸侯国间的盟约是维持国

际秩序的重要机制，而楚国在这一

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史载楚人重

“信”，在与其他诸侯国的交往中，一

旦立约便严格遵守，即使面临不利

局面也不轻易背弃。这种政治诚信

增强了楚国的国际信誉，为其赢得

了盟友和影响力。从国际关系理论

看，楚国的行为符合“声誉机制”原

理——长期坚守承诺积累的声誉资

本，最终转化为政治软实力。当代

国际交往中，国家信誉的建立同样

需要这种一以贯之的诚信精神。

在商业活动中，楚文化的诚信传

统表现为公平交易、信守契约。考古

发现的楚地货币流通广泛，商业发

达，这与良好的商业信用环境密不可

分。楚国的经济政策强调“市不豫

贾”，即市场不欺诈，价格公道。这种

商业伦理促进了楚国经济的繁荣，特

别是在青铜器、漆器等手工业品的贸

易中，楚国的产品以质量可靠著称。

从经济史视角看，诚信作为“非正式

制度”，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经济

效率，这正是楚国商业繁荣的制度基

础。当代市场经济建设同样需要这

种诚信文化作为支撑。

楚文化的诚信价值还深刻影响

了社会风尚和人际关系。季布“一

诺千金”的故事广为流传，反映了楚

地对个人信誉的极端重视。在楚地

的社会交往中，背信弃义被视为最

可耻的行为之一，而重诺守信则受

到高度尊敬。这种社会评价机制形

成了强大的道德约束力，使诚信内

化为个人的品格修养。从社会学角

度看，楚地形成的这种“信誉社会”，

与现代社会学强调的“社会资本”概

念高度契合，良好的信誉网络提高

了社会运行效率。

从文化心理学角度分析，楚文化

的诚信传统与其边缘处境密切相

关。作为长期游离于中原文化之外

的群体，楚人需要更强的内部凝聚力

来应对外部压力，而诚信正是维持群

体团结的重要纽带。同时，楚国在与

中原诸侯国的交往中，需要通过遵守

承诺来证明自己的“华夏身份”，这种

身份认同的需求也强化了诚信实

践。当代处于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

中国家，同样面临着如何在保持文化

特色的同时融入国际体系的问题，楚

人的经验提供了有益参考。

楚文化的诚信传统在当代社会

面临“转化挑战”。传统社会基于熟

人关系的诚信模式，需要转化为适应

现代匿名社会的信用制度；个人道德

自律需要与法律约束相结合。但楚

文化中“一诺千金”的核心价值——

将信誉视为比黄金更珍贵的财富，仍

然是现代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文化

基础。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虚拟

交往增加了信任建立的难度，重拾诚

信传统更具现实意义。

诚信建设是当代中国社会治理

的重要内容。楚文化中的诚信典范，

如季布等人的故事，可以通过现代传

播方式重新讲述；楚地“市不豫贾”的

商业伦理，可以转化为现代市场经济

的道德规范。将传统文化资源与现

代制度建设相结合，构建既有文化根

基又适应时代需求的信用体系——

这正是楚文化诚信传统现代转化的

核心路径。研究者指出：“楚人重信

守诺，诚信的品格对楚国的繁荣发展

有重要推动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对

当代中国同样适用。

一诺千金 诚信价值的古今对话

当代视角下的楚文化解构与重生（三）
□ 老鱼

上善若水 和谐理念的生态智慧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

争”——老子《道德经》中的这一哲学

命题，不仅表达了楚文化的核心价值

理念，更蕴含了深邃的生态智慧。在

当代面临严峻生态危机的背景下，重

审楚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既能发现古

代智慧与现代科学的惊人契合，也能

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文化资源。楚人

的和谐理念体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

人与自我的多重关系中，形成了系统

的宇宙观和生活方式。

楚文化的和谐思想首先表现为人

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楚地位于江汉平

原，水系发达，楚人的生活与水密切相

关，形成了“水文化”的特质。老子以

水喻道，强调“道法自然”，体现了对自

然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尊重。考古发现

显示，楚人的聚落布局多依山傍水，顺

应自然地形；楚墓中的漆器纹饰常见

鹿、鹤等动物形象，反映了对自然生命

的观察与热爱。这种“天人合一”的生

态观，与当代生态学强调的系统思维

和整体性原理高度一致，为克服人类

中心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

在社会关系层面，楚文化的和谐

理念表现为兼容并蓄的包容精神。楚

国“抚有蛮夷，以属华夏”的民族政策，

体现了不同族群和谐共处的智慧。楚

文化吸收中原文化、江汉土著文化乃

至西方文化元素，形成“不分此畛彼

域”的开放格局，展现了文化多元共生

的理想状态。从社会学角度看，楚国

的社会和谐不是通过强制同化实现

的，而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有机融

合，这对当代多元社会的治理具有启

示意义。

楚文化的和谐思想还体现在个人

修养方面。老子主张“致虚极，守静

笃”，强调通过内心修养达到与道的契

合；屈原虽怀有强烈的政治热情，但其

作品也表现出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自

我完善的渴望。这种内外和谐的修养

观，与当代心理学强调的身心健康理

念相呼应。特别是在快节奏的现代生

活中，楚文化中“上善若水”的柔和智

慧，为缓解精神压力、追求生活平衡提

供了古老而常新的启示。

从文化地理学视角看，楚文化的

和谐特质与其生态环境密切相关。江

汉平原水网密布、物产丰富的自然环

境，孕育了楚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方式；

同时，“山林草莽”的险恶环境也促使

楚人发展出与自然协调共处的智慧。

楚人既享受自然的馈赠，又应对自然

的挑战，形成了辩证的生态观念。当

代生态哲学强调的“适应性管理”理

念，在楚文化的生态实践中已有雏形。

楚文化的和谐理念在当代语境下

需要“创造性发展”。传统的“天人合

一”观念需要与现代生态科学相结合；

朴素的自然崇拜需要升华为理性的生

态伦理。但楚文化中尊重自然规律、

追求系统平衡的核心思想，仍然是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资源。特别是在气

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环

境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老子的“道法

自然”思想和楚人的生态智慧，为重构

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文化根基。

生态文明建设是当代中国“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楚

文化中的和谐理念可以通过现代诠释

融入生态教育；楚艺术中的自然意象

可以启发生态美学创作；楚人的可持

续生活方式可以为绿色生活提供历史

范例。将传统生态智慧与现代科技手

段相结合，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路径——这正是楚文化和谐理

念当代价值的核心所在。研究者指

出：“上善若水的和谐理念。楚国哲学

家老子的和谐理念深刻影响了楚人的

性格和治国理念”，这一传统值得深入

挖掘和弘扬。

战国铜盥鼎，2000年从荆州天星
观二号楚墓出土，高38厘米，口径20.8
厘米。现藏荆州博物馆。铜盥鼎子口
承盖，盖顶隆起，溜肩，圆鼓腹，平底，蹄
足。器身肩部装饰四个虎?兽，呈对称
式分布。器盖饰卷云纹，勾连云纹，柿
蒂纹，器身和足上部饰涡纹和卷云纹。

铜盥鼎，是中国古代盥洗用具。

战国时期，青铜器在贵族生活中有着
重要地位，常用于各种仪式和宴会
上，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和文化习
俗。据周代《礼记》记载，盥洗用具常
被用作祭祀仪式前长者奉水的用具，
其设计和使用方式体现了古人对仪
式和礼仪的重视。
（供稿:张卫平；图源:荆州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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镂雕八螭纹玉璧，战国早期，
荆州熊家冢墓地出土，外径 10.5 厘
米，内径 2.4厘米，厚 0.5厘米。

青白玉。纹饰分内中外三部
分，内圈间饰圆首尖钩纹和谷纹各
五对，外圈饰不减地浅浮雕，纹饰

中蝌蚪纹、卷云纹共有 20多个，其
余为谷纹，此圈纹饰显示制作年代
在战国早期前段。中区镂雕四对
八螭，每对螭互相反向缠绕，螭身
饰绚索纹，并各有一只钩状凸饰。
（供稿:张卫平；图源:荆州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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