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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汉 水 文 化 精 神

潘 世 东

[摘　要] 汉水文化具有的兼容并包 、开拓创新 、牺牲奉献 、太和博爱 、道德至上和独立求

真等精神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 ,具有独创性和生长性 、开放性与兼容性 、普适性与代表

性 、人文性与和谐性 、挑战性和反叛性 、自由性和独立性等特征 ,与中华民族文化乃至所有人类

文化一样 ,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起着方向性 、支撑力 、凝聚力 、推动力的作用 ,不仅是汉水流域人

民战天斗地 、开辟未来的精神法宝 ,也是全国人民走持续发展道路 、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

源泉的有机组成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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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魅力在于盛开在土地之上娇艳的花朵 ,文化的魅力在于渗透在文化血脉中闪光的精神 。所

谓文化精神是指一种文化中具有决定力的核心价值系统 ,它包括该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理想人格 、思

维方式 、伦理观念 、审美情趣等内在精神品质 ,也包括在此基础上而形成的文化主体的态度 、评价 、情绪

倾向和行为方式等外在精神。例如“敢为人先 ,务实进取”是对当代广东文化精神的概括 ,而“开拓创新 、

诚信守法 、务实高效 、团结奉献”则是对深圳文化精神的总结。而汉水文化的特征则是“进取 、创新 、开

放 、爱国” 。

(一)首创首发 ,敢为人先

提起汉水 ,谁都不会忘记神农架。在这里 ,一代神农不畏艰险 、踏遍神农架山山水水 ,降青牛 、收药

狮 、斗群蛇 ,遍尝百草 ,发明医药;始作耒耜 ,教民耕种;制麻为布 ,制作衣裳;削桐为琴 ,结丝为弦 ,作五

弦之琴 ,是神农披荆斩棘 ,划破了愚昧落后的漫漫长夜 ,将文明世界的第一抹曙光带到了汉水之滨 。他

所体现的是典型的开辟创新 、奋发图强的精神 。以汉水为主要根据地起家的楚庄王那句流传千古的名

言 ,更是这种开辟创新 、奋发图强的精神的典型体现:“不飞则已 ,飞将冲天;不鸣则已 ,鸣将惊人 。”楚庄

王在位时期(前 613年-前 591年),曾问鼎周室(前 606年),饮马黄河(前 597年),称霸中原 , “并国二

十六 ,开地三千里” ,使楚国成为当时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大国 、第一强国;无论是铜器冶铸 、丝织品 、竹

简 、帛画 、编钟音乐 、漆器 、哲学 、天文学等方面 ,都取得了天下第一或居于世界领先地位[ 1]
(第 28页)。

汉水文化奋发图强 、开辟创新的精神最典型的体现 ,还在于她的一系列重大创造和突出成就对于中

华传统文化的杰出贡献上 。在这里 ,从汉水的纵深腹地莽莽林海走出了一代神农炎帝 ,成了中华农业 、

医药 、纺织的开山祖师;春秋随国曾侯乙墓中精美绝伦的大型编钟 ,已被国内外考古学界公认是代表春

秋音乐文化的绝响;西汉的张骞 ,从汉水边的城固踏出了第一条通向世界的丝绸之路;东汉的蔡伦封侯

于汉水边的龙亭铺 ,发明了造纸术;张衡发明了浑天仪 ,率先揭开了中国地震科学和遥测技术的篇章;刘

邦崛起汉中 ,刘秀兴起南阳 ,诸葛卧龙腾起于襄阳 、南阳之间 ,鞠躬尽瘁于汉中。公元前 206年 ,刘邦被

封为汉王 ,“王巴蜀 、汉中 ,都南郑。”丞相萧何说:“汉中 ,语曰`天汉' ,其称甚美 ,愿王王汉中 ,收用巴蜀 ,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第 61 卷　

还定三秦 ,天下可图也。”(《华阳国志·汉中志》)刘邦正是以汉中为基地 ,筑坛拜将 ,明修栈道 ,暗渡陈仓 ,

击败项羽 ,建立西汉 。逐渐形成汉水—汉中 —汉朝—汉族—汉文化 —汉学。这一系列“汉”之根就扎在

汉水文化之中。

在这里 ,汉水文化产生和繁育了中国第一国教 ———道教 、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道教圣地武当山 、

世界民间故事村武家沟村 、汉民族第一部神话史诗《黑暗传》 、第一个以“汉”命名并将“汉”字几乎覆盖所

有中国文化事象的大汉朝代 ,以及中国南方汉民族民歌村吕家河村等古老文化化石和传统文化瑰宝。

更有意义的是 ,作为史学界公认的文明出现的三大标志之一的城堡 ,汉水流域的湖北京山屈家岭文化时

期的城址 ,则是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古城。愈来愈多的考古发现雄辩地证明了 ,汉水文化不仅是楚文

化的摇篮 ,而且在整个汉文化中 ,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前西德一位流域经济专家在全面考察了汉水流域之后 ,禁不住地感叹道:“汉江是中国的莱茵河。”

这条河流不仅拥有农业文明的辉煌 ,它也同莱茵河一样 ,孕育过人类的工业文明 ,尽管它是雏形 。事实

上 ,这是一条能不断生长和繁荣的文化河流 ,其魅力是无穷的 。尽管它不曾有过工业文明的辉煌 ,但它

具备了工业文明的活跃因素 ,它以其特有的流域性格 ,最大限度地推进了农业文明的发展 。而这也正是

汉水文化伟大牵引力 、生长力 、凝聚力和强大推动力之最典型的体现 ,同时 ,也是汉水文化的独创性和生

长性之所在
[ 2]
(第 3 页)。

(二)兼容并包 ,有容乃大

汉水流域历史上是个移民地区 。据刘昌安先生研究表明:距今 7 000到 1万年以前 ,先民们已在汉

水中上游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化。原始氏族社会瓦解 ,进入青铜文明的奴隶社会之后 ,汉水中上游主要

是巴蜀 、庸等商朝的族方国。周王朝时 ,或因王朝封迁 ,或因避难 ,又从四面八方迁入了不少民族和小

国 ,史料研究 ,大致有褒国 、丙国 、酉国 、骆国 、赤国 、巴国 、蜀国 、庸国 、濮国等数十个 ,进一步开发了汉水

中上游的经济 ,创造了丰富的 、既与南北文化有联系而又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据史载 ,西周末年(前

771年),犬戎入侵关中 ,部分郑国之民 ,南逃至汉水中上游的汉水盆地 ,这是载于史册的最早一次较大

规模的移民行动 。春秋战国时期 ,秦 、楚交兵 ,打破了汉水中上游以巴蜀文化为主导的局面 ,而融入了荆

楚文化 、氐羌文化和秦陇文化的各种因素 ,特别是秦灭蜀后 ,移关中之民万家入蜀地及汉水上游 ,大大加

强了秦文化对汉水中上游的影响。两汉魏晋时期 ,汉水中上游由于地处边陲 ,有秦巴屏障 ,在很大程度

上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局面 ,中原及巴蜀流民纷纷涌入。汉初刘邦 、萧何对汉水中上游的整治 ,东汉

时张鲁政权在汉中几十年苦心经营等等 ,都使得汉中及汉水上游地区经济文化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

隋唐宋元时期 ,汉水中上游受社会变革的影响 ,人口的迁移也时多时少 ,呈现出不稳定状态。唐天宝前 ,

汉水中上游人口发展较快 ,但安史之乱后 ,人口流失严重 。北宋前期 ,汉水中上游相对稳定 ,人口增加 ,

经济复苏 。但宋与辽 、西夏的战争 ,又影响到汉水上游地区的人口变迁 ,有流入 ,也有逃亡 ,特别是南宋

时期 ,汉水上游地区是抗金前线 ,人口变化更为突出。明清以来 ,汉水中上游“成为全国重要的人口迁入

区” 。移民大部分来自我国南方经济发达 、人口稠密的地区 ,人口的迁出地主要是四川 、湖北 、湖南 、广

东 、安徽 、江苏 、江西等省 ,特别是湖北 、四川两省是汉水中上游移民的主要来源。在明代从洪武大移民

到正统年间明政府对汉水中上游实行的安置流民的“禁山”政策 ,再到成化年间的“弛禁”与安抚政策 ,这

120年间的移民活动 ,基本上奠定汉水中上游的人口基础 ,成为发展陕南经济的主体 ,学者们称之为“荆

襄流民运动”(荆襄山区泛指豫 、鄂 、陕 、川交界处一大片区域)。而清代 ,从乾隆初年至道光初年的近 90

年的“西南移民潮”中以湖广和四川的移民为主迁入陕南 ,人数多达百万之众 ,被看作是“湖广填四川”的

延续[ 3]
(第 46 页)。

而在汉水流域中游 ,传说黄帝时大臣容氏由河北容城逐步移民 ,形成庸国;周朝时对殷商遗老遗少

进行移民 ,秦朝时对吕不韦部族移民神农架 ,唐代有皇亲国戚移民房县和郧西 ,明清两代受李自成和白

莲教起义影响 ,大批流民移民汉水流域 ,解放后 ,随着开发建设大三线的需要 ,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技

术精英大批移民十堰 ,形成了历史上第六次移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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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标志着文化的迁移和流动 ,移民的频繁和移民成分的复杂则意味着文化变迁的频繁和文化构

成成分的复杂。由于多次大批的移民 ,使汉水流域文化积累深厚 ,层次丰富复杂 。不仅巴蜀文化 、秦陇

文化 、中原文化在这里交融汇集 ,而且 ,西域文化 、岭南文化 、闽浙文化 、江淮文化 ,甚至域外佛教文化 、基

督教文化都在这里有典型的碰撞 、沉淀和遗存 。层次的深厚累积和来源的广泛复杂 ,使汉水文化极富开

放性与兼容性 、普适性与代表性。

(三)公而忘私 ,牺牲奉献

西汉《淮南子》上说:神农氏“身自耕 ,妻亲织 ,以为天下先 ,其导民也”。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处处

体恤民力 ,从不挥霍浪费 ,其“为匏居之台……用不烦官府 ,民不废时务 ,官不易朝常” 。被史学家称为楚

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廉吏”令尹子文 ,比孙叔敖早两个朝代。刚上任之时 ,令尹子文看到楚国百废待

兴 ,财政极为困难 ,于是 , “斗谷於菟为令尹 ,自毁其家 ,以纾楚国之难”(《左传 · 庄公三十年》)。“毁家纾

难”这一成语 ,就是高度赞扬令尹子文(斗谷於菟)自愿 、主动地献出自家的私财来缓解国家的困难 ,而不

惜自己“有饥色 ,妻子冻馁”(《潜夫论·遏利》)。这种大公无私 、公而忘私的无私奉献精神 ,已成为中华民

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之一 。被楚庄王破格重用的令尹(宰相)孙叔敖曾被司马迁尊为“古来第一循吏” ,

《韩非子》称孙叔敖当了令尹之后 ,出行是“栈车 、牝马” ,食用“粝饼 、菜羹 、枯鱼之膳” ,常常“面有饥色”;

孙叔敖死后家无余财 ,其妻子负薪以自给。正因为楚庄王以“身治为国治之前提” ,才有了楚国的强大 、

楚民的富殷
[ 4]
(第 77 页)。

公而忘私 、牺牲奉献的精神 ,既体现在历史上精英人物和领导阶层身上 ,同时 ,也更广泛 、更突出地

体现在汉水流域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之中。为了配合国家战略调整 ,支援三线建设 ,数十万汉水流

域人民 ,义无反顾地捐献出上百万亩良田 ,砍毁了上百万亩森林 ,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祖屋 ,迁移到陌

生的地方 ,重新创业 。如今 ,将改变中国北方未来生态环境和水资源战略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经启

动 ,数十万汉水流域人民又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第二次移民 ,又将第二次离乡背井 。为了国家战略 ,为了

全局利益 ,他们无怨无悔 。这里所体现的正是典型的公而忘私 、牺牲奉献的精神 。这种精神使汉水文化

极富凝聚力和亲和力 、牵引力和推动力 。

(四)太和博爱 ,厚德载物

太和博爱 、厚德载物首先就要体现在对人的观念上 。5 000年前的神农氏制耒耜 ,教民农耕;搭架

采药 ,疗民疾患 ,一日而遇七十毒;制陶器 ,创纺织 ,兴集市 ,一心为民造福 , “由是民居安食力 ,而无夭札

之患 ,天下宜之”(《随州志》摘自通鉴前编等)。另据《史记 ·楚世家》记载 ,约公元前 11世纪中晚期 ,鬻熊被

周王室封于楚 ,成为楚国的最早缔造者 。鬻熊提出的治国之道就是“以民为本” 。“春秋五霸”之一的楚

庄王则提出了“民生” 、“民欲” 、“民和” 、“和众”等治国方略 ,认为“民生在勤 ,勤则不匮” 。楚国历史上第

一位贤相令尹子文(斗谷於菟)也提出了“夫从政者 ,以庇民也”的执政方针 。贤相孙叔敖处处为民着想 ,

一心为民造福 ,兴水利 ,救民困 ,“不得罪楚之士民” 。正是在这批历史精英人物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

下 ,重民 、爱民才在汉水文化理念中蔚然成风 ,形成为强大悠久的传统[ 1]
(第 67 页)。

太和博爱 、厚德载物的精神也体现在汉水文化哲学上。提起汉水 ,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想起巍巍太

和山和武当道教 ,是巍巍太和山和悠悠汉水直接承载和浇灌了中国道教 ,而中国道教也正是从这里兴

起 ,然后播撒全国。道教文化精神的核心就在于太和 !太和首先强调的是一种和 ,即崇尚天人合一 ,强

调和谐———人自身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社会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 。同时道家也追求贵人重

生 ,要求世人关注苍生万有 、热爱一切生命 ,普施人间大爱。其实 ,武当山的别名“太和”就是一个强有力

的佐证。太 ,至高至大至重者也 ,和 ,和平和谐者也 , “太和” ,即至高至大至重的价值 ,就是和平和谐 ,此

其一;如果直接按字面意思来解读 ,那么 ,“太和” ,即太平和谐也 ———世界太平 ,社会和谐 ,此其二。这种

太和博爱 、厚德载物的精神使汉水文化极富人文性与和谐性
[ 5]
(第 162页)。

(五)注重孝道 ,道德至上

“孝”字源于中国古代的甲骨文 ,距今已有 4 000多年的历史 ,其原义为“奉先思孝” 。儒家道统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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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是百行之首 , 《论语》载:“孝梯也者 ,其为仁之本舆!”在古代中国的二十四大孝子中 ,汉水流域就有

五大孝子 。其中 ,老莱子扮童娱亲出自荆门城西象山的老莱山庄 ,丁兰刻木像事亲出自襄樊的南漳县;

而仅汉水流域孝感一地就独占三孝:汉代“卖身葬父”的董永和“扇枕温衾” 的黄香 ,三国时“哭竹生笋”

的孟宗。孝感 ,真可谓“孝子之渊薮也” 。在孝感 ,上自耄耋老者 ,下至懵懂学童 ,问到“孝感”地名由来 ,

都能娓娓道来 , “因为古代这里出了几个大孝子 ,孝行感天 ,所以叫`孝感' ” 。孝感在 1500年前建县时定

名“孝昌” ,乃“孝子多矣” ;而后改名“孝感” ,乃取董永行孝感天之意。“葬父贷孔兄 ,仙姬陌上逢;织线偿

债主 ,孝感动苍穹”。这是《二十四孝》中董永一节的记述 ,也是千百年来流传不息的“董永与七仙女”神

话传说的古文记载之一。根据这一美丽的传说 ,人们创作了楚剧《百日缘》 、黄梅戏《天仙配》 ;“夫妻双双

把家还” ,更是传唱于民间的经典唱段。这个神话故事 ,反映了汉水流域人民对孝行美德的推崇 ,和对美

好生活的热爱[ 6]
(第 49 页)。

除此之外 ,还有女扮男装 、代父从军的大孝女木兰 、被传为千古佳话 、弃官事母的大孝子徐庶都生活

在汉水流域。

演唱丧歌是汉水文化习俗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最普遍的表现形式 ,几乎伴随着汉水流域民俗大

礼———丧礼形式的每一过程。作为一个典型的汉水文化事象 ,汉水流域丧歌中蕴涵着丰富而典范的孝

文化 、乐感文化和伦理习俗文化等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核 。迎来送往 、养生送死 、慎终追远 、追根溯源等传

统道德标准是汉水流域丧歌创作和流传的最深刻文化动因 ,而其巨大的习俗传承价值 、伦理教育价值 、

历史认识价值 、社会心理价值和美学认同价值则是其长期而广泛流传的最直接的现实动因[ 7]
(第 35 页)。

这种注重孝道 ,道德至上的精神使汉水流域孝子密布 、孝风浓重 ,使汉水文化极富传统伦理性和世俗持

久性 。

(六)独立求真 ,不懈探索

哲学精神是文化精神的灵魂。作为汉水文化哲学代表的道家文化除了被道教迷信化 、宗教化的部

分内容之外 ,其主流精神是指向独立性 、求真性和科学性的 。主要理由有:第一 ,从道家立家创派的宗旨

看 ,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生规律是其根本的目的 。《汉书.艺文志》云:“道家者流 ,盖出于史官(记事之官),

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 ,然后知秉要执本 ,清虚以自守 ,卑弱以自持 ,此君子南面之术也 。”第二 ,从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对“道”的定义上看 ,道家认为 ,道是自然宇宙和人间社会最高的法则:“人法地 ,地法

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道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把握自然社会和人生规律的:“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

三生万物 。” “道为万物之所从来者 ,德是万物之所以为万物者” 。在这里 ,道是世界的本源 ,也是宇宙运

行的总规律。作为前者 ,道生万物;作为后者 ,道法自然。第三 ,与中国主流代表文化儒家相比 ,道家更

富于批判性 、叛逆性 、挑战性和标新立异性 ,总是“反”字当头 ,“异”字领先:反传统 、反世俗 、反权贵 、反压

迫 、反权威 、反异化
[ 8]
(第 169 页)。与中国主流代表文化儒家相比 ,道教文化这一特性可以得到泾渭分明

的印证:在功用上 ,儒家的积极进取 、脚踏实地 、建功立业的壮志情怀是中国人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挣扎

的精神动力 ,而道家委运乘化 、隐逸出世 、不求闻达的思想则是中国在人生战场上掩护退却的盾牌 。儒

家激人奋发向前 , “知其不可而为之” ,强调责任感 、义务感 、使命感。道家要人安于现状 ,随遇而安 , “知

其不可奈何而安之。” 强调人的自然性 、自由性 、自在性。在表现形式上 ,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是儒

家 ,失败时则是道家 。在心理和灵魂的构成上 ,儒家及道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 ,前者使中国人成了好

商人 ———斤斤计较;而后者则使中国人成为大诗人 ,富于幻想 ,使中国成为诗的国度 。在精神取向上:可

以说 ,道家肯定着放弃 ,儒家肯定着追求;道家是退守自保的哲学 ,儒学则是进取奋发的哲学;道家的精

神实质在于放弃 ,也即道家所标榜的倾向自然 、投入自然 、回归自然的自然追求 。在文化传统构成上 ,林

语堂认为:一个民族常有一种天然的浪漫思想 ,与天然的经典风尚 ,个人 、文化思想亦然。道家哲学为中

国文化思想之浪漫派 ,孔教则为中国文化思想之经典派。在哲学的出发点上 ,儒家重人事 ,着重于探讨

社会人生的规则规律 ,其以礼为行为规范 ,以仁为核心内容 ,以义为人格理想 ,企求建立一 个和 谐的大

同世界 ,而道家则崇天道 ,着重探讨解破自然宇宙的奥秘 ,其以自然为行为规范 ,以道为核心内容 ,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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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逍遥为人生的理想境界 ,企求回归到人类的童年时代:小国寡民 ,无知无欲 ,无礼无法 ,朴纯自然的原

始混沌状态。儒家创造社会文明体制 ,礼义制度 ,道家全盘否定人类的一切文明礼制。儒家尚刚强 ,道

家贵柔弱 。处处都在标新立异 ,处处都在挑战权威 ,处处都在昭示着高度的独立自持和自尊自信[ 9]
(第

26 页)! 这种独立求真 、探索真理的精神使汉水文化极富挑战性和反叛性 、自由性和独立性 。

汉水文化具有的上述精神 ,不仅是汉水流域人民战天斗地 、开辟未来的精神法宝 ,也是全国人民走

持续发展道路 、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动力源泉 。尤其是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全面展开 ,汉水文化及

汉水文化精神势必随着北流的汉水 ,会迅速地在广袤的华北中原大地乃至首都北京和天津播撒并蔓延

开来 ,产生更为直接广泛的交流和巨大深刻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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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pirit of Han River Culture

Pan Shidong

(Depa rtment o f Chinese Language , Yunyang Teachers College , Danjiangkou 442700 , Hubei , China)

Abstract:Han River Culture is of pionee ring and innova tive , sacrificing and dedicating ,

harmonious and humanitarian , moral being divine , independent and truth-finding spi ri t As an

impo rtant cultural resource , it i s cha racterized by o riginality and productivi ty , openness and

compat ibility , commonness and representativity , humanism and harmony , challenge and rebellion ,

f reedom and independence , which has promo ted human society development in the realm s of direct ion ,

suppor t , coherence and impetus as Chinese nat ional culture and all o ther human cultures .It is not

only the spirit w eapon fo r people in Han River region to open up a new era , but also the impo rtant

impetus resource for all Chinese to tak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o ad and to bui ld a harmonious

socie 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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