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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荆楚之谓



何为荆楚 《诗经·商颂》“维女荆楚，居国南方。”

荆木说
• 《说文解字》荆：“楚木也，从刑声。”楚：“丛木也，一名荆也。”

• 《清华简·楚居》穴熊妻妣厉生子丽季难产剖腹。产后妣厉死、丽季存。妣厉

死，巫师用荆条（原文为“楚”）包裹埋葬。纪念妣厉，后人称国为“楚”。

• 一说荆即黄荆，原可成材，为上好棺木材料。

• 《梦溪笔谈》：“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

•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



何为荆楚《诗经·商颂》“维女荆楚，居国南方。”

引申说

“楚”上部为林，下部同
足， 即丛林中一只跋涉的脚。

地名说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中。

荆国部落。后有荆州。

合并说

• 荆、荆楚、荆木、荆山、荆江、荆州、楚国，统一起来，形成

系统完整的概念，约定俗成为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

的一个特有的称谓。



贰
荆楚文化
核心精神



楚姓是什么？ 屈原者名平，
楚之同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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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那
些
事 姓氏文化

鬻熊曾为天子师
“鬻，熊，？姓。季连苗裔也。年九十始见文

王，王曰：‘噫！老矣。’鬻子曰：‘若使臣捕虎
逐鹿（麋），臣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
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

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
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
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

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其后中微，或在中国，或在蛮夷，
不能纪其世。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事文王。曾孙熊
绎，成王封於楚。”

芈——熊



和——楚文化的核心

《鬻子》较为完整表述了鬻熊的政治思想体系，如:从
修身、选贤、以民为本等方面阐发了治国之道，从伦理范
畴(如道、仁、信、和等)、赏罚分明、三皇五帝治国之道等
方面阐发了兴国之道。

《鬻子》最早论及了宇宙生成问题和宇宙永恒运动问题；
确立了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继而确立了君主守柔贵弱
的政治主张。作为先秦时期流传下来的最早典籍之一，
《鬻子》的思想是诸子百家的源头，对于儒家、道家、法
家、墨家、兵家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有关道、
仁、信、和的理念，对当下亦有重要意义。



和——楚文化的核心

鬻熊崇尚母性多元，以柔克刚，阴阳调和，损有余，补不足，
协调均衡，是人类硕果仅存的母系社会思想遗留。被学界认为是楚
地黄老道家的起源之一。

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
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强胜不若己，至于若己者刚。弱胜
出于己者，其力不可量。

唯，攻守战胜同道，而和与严其备也。故曰:和可以守，而严可
以守，而严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严可以攻，而严不若和之得
也;和可以战，而严可以战，而严不若和之胜也:则唯有和而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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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文化继承与发展

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

楚武王拒建京观

潘党曰：“君盍筑武军，而收晋尸以为京
观。臣闻克敌，必示子孙，以无忘武功。”
楚庄王以武有七德：“夫武，禁暴、戢兵、
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后商鞅变法，以砍下敌军首级之数，奖赏
土地和爵位。（京观清代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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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和文化之集大成

香草：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胡、绳、石兰、

三秀、菊、杜若、荪、蘋、江离、白芷、茹、莽等

香木：橘、柚、桂、柏、薜荔、椒、辛夷等

恶草：薋、箓、野艾、萧、葛等

恶木：荆、棘、葛藟、枳、苦桃曾

鸟：鸡等家禽；鸿、雁、鹈鴂等水鸟；鸩、鸠、黄

鹄等其他鸟类；凤凰、鸾鸟等神秘鸟类

兽：牛、马、羔、犬等家畜；虎、猿、麋、豹等；

麒麟等神秘动物

虫：蟊、顾兔、邛、蛇、蛟、虬；龙等神秘动物

鱼：文鱼、鲍、鲇、等10种

楚辞
植物

楚辞
动物



地理环境孕育

江南地广，民食鱼

稻，或火耕水耨，

以渔猎山伐为业，

果蓏蠃蛤，食物常

足。

饮食

巫风祭祀敬畏

敬畏香草

以之娱神

实质：将香草

神化

生活习惯涵养

建筑、服饰

环境、示爱

和谐相处共生共荣

实质：神化的香草反

作用于先民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橘 颂
战国.屈原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
深固难徙，更壹志兮。绿叶素荣，纷其可喜兮。
曾枝剡棘，圆果抟兮。青黄杂糅，文章烂兮。
精色内白，类任道兮。纷緼宜修，姱而不丑兮。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深固难徙，廓其无求兮。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闭心自慎，终不失过兮。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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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橘颂（屈原）-诗朗诵、演唱[流畅版].flv


“湖北不独能代表长江文化，并能沟通黄河文化。

如山东、河南，只能代表北方文化，不能传播南

方文化于北方。湖北则容纳黄河文化，而传播于

长江一带。一面自己产生文化，一面又为文化的

媒介者，因其沟通南北，能令二元文化调和。在

历史上看来，不能不说湖北所供献及遗留的功劳

是最大的。”

梁启超
1892年武汉之行演讲谈到湖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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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文化六大支柱



荆楚文化八大精神

筚路蓝缕
创业精神

不遵矩度
创新精神

独立不迁
批判精神

兼收并蓄
开放精神

遵循绳墨
法治精神

深固难徙
爱国主义

自沉自清
廉政思想

质疑天地
科学精神



最先进的青铜冶铸；最早的铁器；先
秦漆器的数量之大、工艺之精的漆器；最
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先秦金币、银
币——楚币；戏剧鼻祖优孟；神箭手养由
基......

荆 楚 文 化楚人最早设立县制，改变了贵族
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
赋税改革。在天文、历法、数学等方
面，楚人都有独特的贡献。总之，在
采矿、冶炼、丝绸、漆器等方面，楚
人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
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

荆 楚 文 化



习近平谈楚文化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
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

2018年4月28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陪同印度总理莫迪在湖北省博物
馆参观。（习近平后来说，在省博
物馆里转一转，自豪感又增长
了。——《人民日报》）



习近平与莫迪武汉非正式会晤
第二个话题：历史和文明

两大文明古国的对话，在博物馆里开篇。都说中华
文明上下五千年。这次到省博，直观感受到了中华文明
的源远流长。他们在精品文物展上看了一件距今七千多
年的文物，石刻人物画——太阳人。
（《人民日报》2018.5.1）

文物出土于湖北省秭归县郭家坝东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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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
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
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
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对自身文化理
想、文化价值充满信心，对自身文化生命力、
创造力充满信心，才能有坚持坚守的定力、
奋起奋发的勇气、创新创造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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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荆楚文化

引领边坡治理

以优秀传统文化

丰富边坡治理

弘扬荆楚文化

培育时代新人



文化自觉

文化安全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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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将上下而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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