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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挺进淮水流域，始于楚文王十年（前680年）。《左传·庄公
十四年》：“楚人入息，遂灭息。”息国，就是今河南息县。从此至楚
王负刍五年（前223年）楚国灭亡，楚国占领、统治淮水流域，整整
450多年。荆楚、淮夷两大文化的深度融合，给中国的历史、文化、
思想、哲学、科技等，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一，思想交融

老子，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司马迁认为，他是正宗的“楚”
人。战国道家的旗手庄子，《庄子》中记载“楚”“楚国”“楚人”“楚
王”等就有27次。楚威王“厚币”聘庄子为相的故事，极为精彩。

《庄子》记载“孔子适楚”“仲尼适楚”“仲尼之楚”“孔子之楚”等，就
有4次，说明孔子曾经游历过楚国。西汉前期成书的《淮南子》，其
中涉及到的“楚王”，就有楚文王、庄王、恭王、灵王、平王、昭王、宣
王、威王、怀王、顷襄王等10个王，一部《淮南子》，半部楚国史。中
国儒家宗师孔子的《论语·微子》中，记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
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这个“楚狂”，价值观与孔子截然不
同。孔子想和这位高人交谈，“楚狂”竟然不理他。中国墨家创始
人墨翟，在《墨子·公输》中，记载公输般为楚国制造云梯之械，准备
攻打宋国。而酷爱和平、反对战争的墨子，疾行十日十夜，来到郢
都，劝说楚王不要进攻弱小的宋国，最终熄灭了这场战火。

其二，科技交融

楚国古代天文学极其发达。在《史记·天官书》记载的“天文学
家”中，有“楚，唐眛”。《史记正义》中有甘德：“《七录》云楚人，战国
时作《天文星占》八卷。”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二十八
宿箱盖，这是战国前期的曾侯乙墓。《汉书·艺文志》“道家”列有

“《鹖冠子》一篇。自注：‘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其中《环流》中

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
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楚国的天文学成就，深深地影响了淮
南王刘安和门客。在《汉书·艺文志》“天文”类中，留下了“《淮南杂
子星》十九卷”。在《淮南子·天文训》中，除了完整、科学的记载了
二十四节气，还有九野、五星及行度、三垣、十二朔望月及十九年七
闰、二十八宿及度数、十六时制、八风、岁星纪年和干支纪年、十二
音律和五音等，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楚国的天文学。

水利科学的研究和实践，把发达的楚文化和淮河的地域特点，
完美地融为一体。《淮南子·人间训》中记载：“孙叔敖决期思之水，
而灌雩娄之野，庄王知其可以为令尹也。”孙叔敖根据大别山脉的
走向，以及河流短促、雨量集中的特点，建成了中国最早的期思、雩
娄灌区。现存的安丰塘，就是这个灌区的一部分。楚考烈王为何
选择在寿春建都？这个巨大的灌区，至少可以养兵十万。

其三，军事交融

“大楚兴”。秦国灭楚，“坑灰未冷山东乱”，秦二世元年（前
209年），戍卒陈涉、吴广，怀“鸿鹄之志”，在淮夷之地大泽乡，大呼

“天下苦秦久矣”，“大楚兴”；建立政权，“号曰张楚”。《史记·陈涉世
家》：“伐无道，诛暴秦，复立楚国之社稷。”天下风起云涌，纷纷响
应；各路大军，攻城略地。这时，距离楚国被灭，仅仅18年。

“三户亡秦”。《史记·项羽本纪》中说：“故楚南公曰：‘楚虽三
户，亡秦必楚也。’”淮夷之地下相（今江苏宿迁西）人项羽，祖父是
楚将项燕，被秦将王翦所杀。在秦末农民起义的大潮中，项羽在江
东起兵。太史公评论说：“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
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执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
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
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淮夷、荆楚的英雄们，陈涉、吴广、刘邦、项羽、张良、韩信、萧
何、曹参等，推翻秦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新的朝代。

（本文古文字资料，得到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胡旋博士的帮
助，谨表谢意。）

交融
（上接A4版）

寿春作为楚国最后一座都城，共经历了四位楚王。楚国
东进江淮的过程中，多种文化碰撞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特
色的江淮楚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篇章。在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中，珍藏着数件寿春城遗址内的楚国时期
生活物品，先进的用法无不反映出古人的智慧，惊人的用途
折射出楚国的繁盛之光。

安徽楚文化博物馆讲解员孙晓菲告诉淮河早报、淮南网
记者，战国中晚期，楚国控制江淮地区，下蔡县邑成为楚国在
北方的战略重地。公元前262年，楚考烈王即位后，以黄歇
为令尹，赐淮北十二县，号“春申君”，改“下蔡”为“寿春”，据
此重点经营，巩固了楚国对淮河中游地区的统治，为迁都寿
春打下了坚实基础。公元前241年，赵、楚、魏、韩、燕五国共
推楚考烈王为纵约长，春申君为联军主帅，共同攻打秦国，联
军攻至函谷关时，秦军出击，六国联军败退，楚国迁都寿春。

孙晓菲介绍：“这里展出的是三件战国时期绳纹陶井圈，
是寿春城遗址内最常见的生活用水设施遗存。”据了解，陶井
圈通常采用泥条盘筑法，制成直径约 80 厘米，高 40-80 厘
米，厚3-4厘米的圆桶状泥坯，并在圈壁上对应开出两个或
四个穿绳孔，以便安装，用火烧制成形；然后挖一个直径略大
于陶井圈、深度等于陶井圈的土井，将陶井圈放置在土井内，
再沿陶井圈下挖，使井圈下沉；再在上面装置第二节井圈，反
复数次，直到井建成。这一“沉井法”的发明和应用，直到现
在仍然被广泛应用于交通设施建设中，如桥梁、铁路和高速
公路等。

孙晓菲介绍，陶井圈于2018—2019年出土于寿县寿春
镇循理新嘉园工地战国建筑群遗址。除了陶井圈外，还包括
绳纹陶下水管和夯土建筑基址群等。

在孙晓菲的引领下，淮河早报、淮南网记者在展厅的另
一侧看到了战国时期的绳纹陶下水管。下水管体积较大，三
件为圆形，一件为三角形，“它们出土时并没有眼前看到的这
样立体，是经过专家进行文物修复之后，才有了我们现在看
到的样子。”孙晓菲表示，“只有城市规模够大，才会设置地下

排水系统，这也显示了寿春城各方面体系比较完善，印证了
当时它成为大都会城市的事实。作为一个可北上可南下的
兵家必争要地，楚国迁都至此，并将其建成繁华之都，说明楚
考烈王绝对拥有长远眼光和雄韬伟略。”

据了解，建筑基址群西侧发现有东西宽5-8米、南北长
150多米、深约1.5米的斜坡壕沟，沟里堆积大量战国时期的
瓦砾、生活类陶器及少量铜器残片、蚁鼻钱、玉器等。淮河早
报、淮南网记者见到了几件同期出土的生活类陶器，如附加
绹纹圜底大陶瓮、矮柄灰陶豆、高柄灰陶豆和灰陶盆。

孙晓菲介绍，陶豆是我国古代一种主要用于盛放食物的
器皿，大小高低不一，低的可以放小菜，高的可以盛饭食，也
可以用来当烛台。在陶井圈的周边发现这些生活用具，说明
这是一口生活用井。尤其附加绹纹圜底大陶瓮可以盛放几
百斤粮食，更说明此地是人口聚集之地。这些文物的出土均
反映出楚国后期在寿春的城市发展规模。

“楚国选择迁都寿春，除了迫于当时的压力之外，与寿春
所处的地理位置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孙晓菲表示，“在古
代，都城选址一般都要考虑自然屏障、物产丰富等因素。以
当时寿春的境况，完全具备这些先决条件。”楚国迁都寿春，
一时间贵族世卿、将佐军吏、工商庶民纷纷而至，寿春很快成
为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都会，大批重要遗物的发现，也都印
证了郢都寿春昔日的辉煌。

两千年前的生活用品
折射出楚国繁盛之光

本报记者 付莉荣 张明星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