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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文化的历史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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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理工学院艺术学院, 湖北荆门 448000) 

[摘 要] 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竞争模式, 而在竞争中, 文化的作用不容忽视。

传统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与现代科技文明的结合, 特别是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政治

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地区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建设就要充分利用有效资源打造传统地域文化的品牌, 铸造和提升

民族地域文化精神。 

[关键词] 荆楚文化；历史价值；研究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267 (2010) 24 -0154 -03 

荆楚文化体系是以“楚文化” 为源头的, 在楚文化的基础上融合湖北地区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民俗文化而形成的。湖北

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而荆楚文化体系就是以楚文化为基础, 以湖北地方特色文化为依托而形成的独具地域特

色的一个文化体系。因此, 荆楚文化包含两个层面的内涵:一个方面是以楚辞为代表的古代楚文化内涵；另外一个方面是以湖北

地方文化为基础形成的地域文化内涵。湖北地方文化(即荆楚文化)既包含了楚文化的内涵,又将楚文化延伸至少数民族文化和民

俗文化的内涵之中, 建立起以楚文化为基础, 以湖北地域特色文化为分支的多元的文化体系。 

一、楚文化的地域特征 

著名楚学研究专家张正明先生曾指出: “楚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 从神话、传说到信史, 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到铁器时

代, 从天文、历法到地理, 从物质形态、精神形态到制度、风俗, 从民族、语言到文字, 从玉帛到干戈, 从科学到巫术, 从老

庄的`玄览' 到屈、宋的`流观' , 从事象到模式, 等等, 凡是上古文化所涉及的一切, 它都无所不包。” 氏族部落时期, 当炎、

黄部落在中国中部和北部部分地区创造中原文明的时候, 南方江汉流域也兴起了九黎部落, 并创造出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

等早期楚文化。然而这之后, 随着九黎部落被炎、黄部落击败,以及后期的三苗部落被更强大的中原部落所征伐, 楚地文化逐渐

消沉了。楚地文化落后的另一个原因是江汉流域多山林水泽, 各氏族部落不能像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那样较快地由采集和渔猎

转入农耕和畜牧, 这种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相应地限制了文化的发展速度。因此, 当北方已经出现了夏、商等奴隶制国家后, 南

方楚地仍停留在原始的父系氏族社会阶段, 散居的各氏族部落屡遭中原势力的压迫和征伐。由于社会政治格局和地理环境的影

响, 楚地长期处于生产力低下的状态中, 但就是在这种持续千年的蛮荒背景下, 逐渐孕育发展出楚民族以及其后的楚国家, 为

中国古代南方各部族的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一个平台, 并成为当时中国南方各部族融合的中心。在交流与融合的过程中, 

楚地文化不断汲取南方各少数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形成独具特色的楚文化, 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和民俗文

化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奠定了中国南方地区文化发展的基础。 

二、楚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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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文化是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 不断发展壮大的。楚文化经历了它的滥觞期、勃兴期、鼎盛期和转变期4个阶段, 不同时期

有着各自不同的特点。 

(一)楚人在丹阳建国至周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是楚文化的滥觞期 

在这一时期完成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社会阶段的转变, 社会制度的变革也使楚文化在吸收华夏文化和蛮夷文化精华

的基础上, 创造以本地域文化为基础, 华夏文化和蛮夷文化为辅的特色文化, 为后来楚文化的发展与壮大奠定了基础。 

(二)春秋时期是楚文化的勃兴期 

这个时期, 楚文化开始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从当时楚地行政区划及所实行以汉制治汉人, 以少数民族制治少数民族的政策

来看, 这些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已经充分展示了楚文化的个性与魅力, 楚文化也由此开始成熟起来。 

(三)战国时期是楚文化的鼎盛期 

此时, 铜器的设计与生产达到登峰造极程度, 与中原地区的铜器制作技艺相差无几。铁器在这时也得到了普遍的推广, 丝

织刺绣业、漆器木器制作也得到很大的发展；城市建设的兴起, 市场的繁荣, 为战国时期的楚国发展提供着强大的经济后盾, 物

质文明可算是达到了社会发展的顶点。鼎盛期的楚国精神文化大放异彩, 从哲学、文学、字画、乐舞等的发展来看, 无不形成

了自己独有的特色。当时楚国的政治社会体制、民族文化心理、日常生活方式等也进入到了一个成熟稳定时期, 这就为楚文化

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四)秦汉之际为楚文化的转变期 

公元前223年, 秦灭楚后实行了排斥楚文化的政策, 使楚文化遭受重大打击。但楚文化在楚地的精神因素已根深蒂固, 因此

楚文化被人们保留下来。秦朝末年, 作为楚人刘邦、项羽重新振兴楚文化, 使楚文化经历了历史上第一次复苏。至汉武帝实行

独尊儒术的政策后, 因为楚文化自成体系, 与儒家文化体系存在表象的差异, 因此而不复存在。但楚文化所保留下来的精神因

素与传统的中原文化一起, 成为新的汉文化的组成部分。南方文化正式开始和北方文化实现了交流与融合, 彼此之间取长补短, 

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三、楚文化的内涵 

(一)在楚文化物质文化方面 

《战国策·楚策一》中记述: “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 带甲百万, 车千乘, 骑万匹, 粟支十年, 此霸王之资

也。” 反映了楚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在对楚文化遗址和楚墓考古发掘的过程中, 各地所出的陶器、铜礼器、兵器、车马器、

漆木器、竹简、木牍以及各种玉石器等, 证明楚地手工业的发展达到当时古代世界生产水平的巅峰。例如:1978年在湖北随县(今

随州市)出土的曾侯乙墓编钟, 架长748厘米, 宽335厘米, 高273厘米, 重4400公斤, 使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 在两千多年前

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 如此恢宏的乐队, 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曾侯乙墓编钟的铸成, 表明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

大成就, 楚地文化得到迅速发展, 与当时中原文化并驾齐驱。铜器的设计与生产达到登峰造极程度, 和中原地区的铜器制作技

艺相差无几, 为战国时期的楚国发展提供着强大的经济后盾, 物质文明可算是达到了社会发展的顶点。同时也表明当时楚地政

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对于我国其他地域有了长足的进步, 这也为后来楚国成为“战国七雄” 之一奠定了基础。 

(二)在楚文化精神文化方面 



 

 3 

北宋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记述道:“盖屈、宋诸骚, 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 故

可谓之楚辞。”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形成, 又引用楚地的风土物产和方言词汇, 所以叫“楚辞”。汉代时, 刘向把

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 的作品编辑成集, 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 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

部诗歌总集。并且楚辞还成为了诗歌的一种体裁, 楚辞是我国文学史上早期浪漫主义文学的集中体现, 也是我国浪漫主义诗歌

的源头。 

(三)在楚文化社会制度文化方面 

楚地的地方统治制度的转变轨迹大体上与北方及中原地区的地方统治制度一致, 有着中国专制制度下地方统治制度的特

征。但是, 我国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组成的, 大部分少数民族集中在中国南方地区, 由于楚地内部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存, 以及

民族间的冲突与矛盾等诸方面因素的影响, 荆楚地区的地方统治制度也有其自身的特点, 其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采用一种

“二元统治体系” 的地方统治制度, 即以汉制治汉人, 以少数民族制治少数民族。这为楚文化吸收华夏文化和蛮夷文化精华提

供发展平台, 也对当今我国实行的少数民族自治政策起到指导意义。 

(四)在楚文化民俗文化方面 

东汉王逸《楚辞章句》云: “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 其俗信鬼而好祠,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指的就是荆

楚地区的先民“信巫鬼”, 由于来自于中原地区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 以及民俗文化出自民间, 不太讲究出处, 在民俗文化

方面形成了佛道不分、神巫相杂的特色。例如:在岁时节庆时, 头戴木雕神明面具, 表演歌舞, 以人神恋爱、穰灾、祓禊等相关

的巫术表演, 祈求除灾驱疫辟邪等的巫术活动, 都是楚文化中民俗文化的直接体现和普遍反映。 

四、荆楚文化的内在体系 

楚文化中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深深地影响着荆楚文化体系的形成。荆楚文化体系的内涵包括

了以炎帝神农为基础的原始氏族部落文化, 以楚国历史为基础的楚国文化即楚文化,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为

背景的秦汉三国文化, 以清江巴土文化为代表的荆楚地区原住民文化, 以道教名山武当山为代表的名山古寺文化,具有浓厚峡

江色彩的长江三峡文化流派, 以及近现代形成的以武汉为代表的城市文化和以“辛亥革命” 为代表的现代革命文化等八个子体

系。 

(一)原始氏族部落文化 

炎帝神农是距今4500 ～ 5500年前氏族部落时代,一个生活在今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的具有先进稻作农耕技术的部落。

虽然相对于中原地区的农耕时代来得晚一些, 但他已具有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 已基本形成一套完整的符合精细农耕的精神

原则。并且炎帝神农氏族部落形成了一个以稻作农耕为主体, 众多和农业相关发明创造为辅, 使生产、生活均领先于周边地区

的农耕部落。还形成了以炎帝神农为基础的原始氏族部落文化体系, 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

时代过渡的完成。 

(二)楚文化 

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 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 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

以楚国历史为基础的楚国文化体系即楚文化体系, 楚鼎盛期的楚国精神文化和手工业文化大放异彩, 从哲学、文学、字画、乐

舞等的发展来看, 无不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

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 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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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 

(三)秦汉三国文化 

秦汉时期的荆楚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

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的荆州还是三国时期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 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 形

成了以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为背景的秦汉三国文化体系。 

(四)原住民文化 

民族风俗习惯是各个民族的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生活方式。荆楚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在与汉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

中形成了与汉民族文化共有的特性, 同时也具备了本地区少数民族特色。例如:清江的巴土文化, 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

的后裔。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因此, 形成了以清江巴土文化为代

表的荆楚地区原住民文化体系。 

(五)名山古寺文化 

湖北地处中国中部地区, 是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区域之一, 在各区域思想、宗教信仰等交流的过程中, 形成了以

道教名山武当山为代表的名山古寺文化体系。 

(六)三峡文化 

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 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

土民俗, 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长江三峡文化体系, 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七)城市文化 

武汉地处长江和汉江两江交汇之地, 素有“九省通衢” 之称, 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要地。从商代盘龙城

开始, 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 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

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 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

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 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形成了以武汉为代表的城市文化。 

(八)现代革命文化 

在近现代革命史中, 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 一举推

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 结束了帝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

了共产主义小组。“二七” 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 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

武汉保卫战、新四军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 构成了湖北近现

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 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 形成了以“辛亥革命” 为代表的现代革命文化体系。 

五、结 语 

研究荆楚文化对现代荆楚之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湖北在地理位置上作为荆楚文化的中心, 在21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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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集中研究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不仅对湖北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湖北经济社会

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 这是荆楚文化的

重要内涵, 有着极其宝贵的现代价值。 

国家之间综合国力的竞争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的主要竞争模式, 而在竞争中, 文化的作用不容忽视。传统民族文化和地域文

化与现代科技文明的结合, 特别是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成为地区经济发展、政治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地区经济发

展、政治文化建设就要充分利用有效资源打造传统地域文化的品牌, 铸造和提升民族地域文化精神。因此, 立足于荆楚文化, 汲

取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 借鉴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之优点, 就成为当代对传统文化研究的视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 荆楚文化的研

究是促进整个国家及湖北省地区发展的动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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