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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在淮南地区历经400多年，楚文化与各种文化交融而
形成淮楚文化。淮南武王墩墓的考古发掘，为我们对淮楚文化
的探访和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资源。研究和应用淮楚
文化，是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应有之义，更是传承
和弘扬中华文明、建设淮南历史文化名城的内在需要。

淮楚文化的内涵和特征
楚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其称号叫作“蛮夷”。楚

国由江汉平原一路东迁，最终以寿春（今淮南寿县）作为最后的
都城，上演最后的繁华。楚人进入淮河流域后，使楚文化形态
更为丰富，内涵更为多样。

（一）淮楚文化的基本内涵
1.地域特色与文化体系。公元前241年，楚考烈王迁都于

寿春。这种地域的变迁和文化的交融，推进淮楚文化的成形和
丰满，展现了淮河流域和淮南地域的楚文化历史发展状况，具
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文化价值。淮楚文化涵盖了安徽、湖北、湖
南、河南、江苏、四川等省的楚文化，具有广泛影响力。

2.历史遗存与哲学思想。二十世纪以来，淮南地域先后发
掘了楚幽王墓、武王墩墓等古墓，出土楚大鼎、青铜车马等重要
文物。淮楚文化的研究注重发掘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
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充分彰显出安徽楚文化
的生机活力。

3.文化习俗与生活传统。淮河流域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
明史的主要发源地之一。淮楚文化体现了楚人对饮食、婚姻、
服饰、丧葬、民间信仰等文化习俗的重视，这些习俗和生活仪式
反映了楚文化的重要内容，以及楚国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活动。

（二）淮楚文化的重要特征
淮楚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形成与发展深受楚文化

的影响，同时也在历史的长河中吸收了其他文化的精髓，这种
文化特征在淮南等地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1.区域性和独特性。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指出：“楚文化因
楚国和楚人而得名”。受历史、地理、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
影响，淮楚文化带有明显的淮河流域的区域特征。武王墩墓出
土的青铜礼器、生活用器等大量文物，反映了淮河流域的生产、
生活、宗教、艺术等方面的独特风格。

2.多元性和包容性。淮楚文化的地域范围广泛，不只局限
于淮南，而是扩展到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甚至影响到内蒙古、
陕西、湖北、山东等地。这种广泛的地域分布使得淮楚文化具
有多元性和包容性。楚郢都寿春出土的青铜器，明显吸收了吴
越先进的冶铸技术。

3.阶段性和变化性。随着历史的发展，淮楚文化开始面临
内外挑战，这一时期淮楚文化开始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融
合，显示了淮楚文化的多样性和变化性。譬如，楚国灭陈后，楚
文化与这里的东夷文化和华夏文化相互交融，从而形成一种多
元复合型的陈楚文化。

淮楚文化的传播和影响
随着楚国的扩张，楚文化不断延伸至长江中游及淮河流

域。即便是楚国没落时期，许多土著文化逐渐融入淮楚文化之
中。如果说，荆州孕育了楚文化的“黄金岁月”，那么，淮河则滋
养了楚文化的“丰满形体”。

（一）淮楚文化的传播路径
1.对外战争是最重要的文化传播手段。约翰·基根在《战争

史》中指出，“战争不仅是一种军事行为，也是一种社会行为，促
进不同文明之间的触碰和融合”。楚国先后吞并了45个较弱小
的诸侯国。楚考烈王继位，春申君派兵助赵国解邯郸之围，又
领兵灭鲁国。这些战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文化形态。

2.商业贸易是最活跃的文化传播渠道。千里淮河从西向
东，流经淮南107公里。《左传·成公十二年》载：“交贽往来，道路
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楚考烈王迁都寿春以后铸有金币，
楚国的商贸几乎把长江流域和南中国串联了起来。

3.人口迁移是最直接的文化传播方式。楚国后期的三次长
距离迁都，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传播。伴着人口迁移，语言、符
号、习俗随之产生新的融合，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比如，淮楚文化的语言特征表现为使用北方方言区的江淮
方言为淮楚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语言上的支持。

（二）淮楚文化的重要影响
楚国在寿春固守了近20年，在先秦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

彩的一笔。楚国影响了秦汉 500 年，楚文化影响了中国 3000
年，其中淮楚文化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

1.淮楚文化对社会演进的影响。在政体建设、货币制度、礼
仪习俗等方面，楚国甚至比古希腊更为完善。在政体创新上，
楚人设立县制，改变了贵族分封制度，进而引发了军事、土地、
赋税改革。淮楚文化中开放包容的文化态度和兼收并蓄的发
展精神，为当时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础。司马迁曾
评价说，楚越之地无饥谨之患，江淮以南无冻馁之人。

2.淮楚文化对经济形态的影响。楚国定都寿春后，淮楚文
化孕育了的农工商等经济主体表现极为活跃。楚国令尹孙叔
敖主持修建水利工程芍陂（安丰塘），达到“灌田万顷”的规模。
青铜冶铸、制陶等手工业日趋成熟，经商在楚国的崛起更是超
乎寻常，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楚国的面貌。

3.淮楚文化对精神信仰的影响。淮楚文化沿着始则模仿、
继则变异、终则别创的发展路径前进。楚俗中有尊凤尚赤、崇
火拜日、喜巫近鬼的记载。从全国各地出土的楚文物中，常常
能看到一系列神秘古怪的意象组合，这是楚人的精神信仰。

淮楚文化的价值和应用
淮南是楚国京畿之地，受楚文化的影响最为深刻。随着李

三孤堆墓、蔡侯墓、武王墩墓的发掘，激发了学界探索淮楚文化
的热情。淮楚文化为打造淮南城市文化形象，具有积极的促进
作用。

（一）淮楚文化的价值
1. 淮楚文化的宝贵遗产。楚风漫泛淮南地区长达 400 多

年，其中楚国后期以淮南为都城合纵诸侯，经略江淮，开发江
东，进行了顽强的抗争。国家文物局发布武王墩墓考古新发
现，目前已提取出土编钟、蒸锅等各类文物10000多件，这些珍
贵文物为研究战国晚期楚国高等级陵墓制度以及楚国东迁后
的历史文化，提供了系统性的考古资料。

2. 淮楚文化的历史名片。从公元前 241 年楚考烈王东徙
“寿春”至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攻拔“寿郢”，楚考烈王熊完、楚
幽王熊悍、楚哀王熊犹、楚王熊负刍四位楚王栖身于此，奏响了
楚王朝最后的绝响。楚国令尹春申君施仁政，重农商，强兵革，
功绩卓著，留有黄歇墓。楚文化是淮南闪亮的历史文化名片。

3.淮楚文化的精神考量。楚迁都寿春后，春申君谋划着请
封江东、进占黄淮的一盘大棋，为楚国寻求最后的政治支撑。
淮楚文化中的开放包容、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厚德
载物、讲信修睦等思想观念都是“轴心性”的贡献。

（二）淮楚文化的应用
1.淮楚文化可增强淮南城市发展的历史底蕴。研究淮楚文

化的目的，是为了改造它，吸取它，发展它，帮助解决今天所面
临的问题。我们必须增强历史自觉，从不同领域、不同维度、不
同视角持续性挖掘淮楚文化的内涵特质，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根
脉。

2.淮楚文化可塑造淮南城市发展的特色品牌。文化是城市
之魂。我们要用好博物馆、文化馆、文化节等历史文化元素、标
志性符号在城市发展中的独特作用，打造根植于历史长河、富
有人文精神的独具“楚风”的现代城市。

3.淮楚文化可展现淮南城市发展的精神气质。对于淮楚文
化，传承是基础，创新是关键。我们要打好开放牌，走活文旅
路，进一步提炼淮楚文化精神内涵、拓展淮楚文化外延、保护淮
楚文化遗址，创作淮楚文化精品，奋力谱写现代化美好淮南建
设新篇章。

探寻淮楚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价值应用
徐瑞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