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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传承优秀荆楚文化 促进湖北民营经济 【字体：大 中 小】

作者：[原惠群] 来源：[本站] 浏览：[] 评论：[] 

  文化是一个群体的精神层面的文明化过程及其水平，是一个群体的精神气质与精神素质。如果文化
涉及的群体生活在一个特定区域，则这种文化表现为区域文化或地区文化。因此，区域文化的本质内
涵是一个地区的精神气质与精神素质。文化在区域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从世界现代化
发展的趋势上看，作为社会基本形态的文化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要发展，必要使经济崛起，欲经济崛起，必先精神文化崛起。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已经成为国
家“软实力”的重要源泉。对比“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的成功发展之道，湖北人对文化底蕴
的缺乏所造成的对中部地区发展的影响已有了深刻的认识。在这些地区经济腾飞的现象背后，蕴藏着
的是一种坚忍不拔、自强不息、艰苦创业、奋发有为、永不自满的人文精神和时代精神。这些都值得
湖北人民好好学习和借鉴。要实现和加快湖北民营经济的发展，促进中部崛起的战略目标，必须充分
认识到加快湖北发展、促进中部崛起的文化底蕴，培育、弘扬富有特色和时代风貌的人文精神。尤其
在经济文化一体化发展的当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往往会运用文化的资源和动力，文化的进步常常需借
助经济的形式和机制，这在发达国家表现得尤为明显和充分。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曾经说过：文化
的优势是最根本的、最难替代和模仿的、最持久的和最核心的竞争优势。因此，加强湖北民营企业的
竞争力和湖北经济的振兴，除了抓住党中央的决策带来的政策机遇外，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发展
经济文化，形成优势的区域经济文化，促进中部地区“软实力”的提高。因此，如若忽视文化对于经
济社会的影响，就要吃亏上当，这是被反复验证了的真理。 
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荆楚文化，地域特色鲜明，内涵十分丰富，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
透力和影响力，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尽显传统文化的光彩。在湖北现代化建设中，以先进文化思
想为指导，融入文化建设的新理念，开发荆楚文化的经济与精神价值，将对推进地域文化和湖北经济
的发展、加快实现“中部崛起”的新目标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继承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勤劳、勇于进取、艰苦创业而闻名于世的民族。而在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发源
于荆楚大地上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创业精神，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史上不畏艰辛、奋
发创业的一座丰碑。 
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
迁徙到了荆楚地区。楚人立国之初，都城建在丹阳，丹阳位于睢山、荆山一带，是一块蛮荒之地。此
时的楚国，地僻民贫，还滞留在原始社会中，名虽为国，实则只是一个部落联盟。《左传.昭公十二
年》中描述：“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
棘失，以共御王事。”筚路意指柴车，蓝缕意指破衣。意思是指熊绎带领族人，穿着破衣，拉着用荆
竹编的柴车在蛮荒草莽之地辛勤开发，建国立业，还得跋涉山林，向周王朝贡述职。可以想象，尊为
一国之君的熊绎身穿破衣，拉着柴车去开垦山林，那楚国的国民们定会跟随国君一道去加倍努力辛勤
开垦。荒原愈荒，楚人开垦的热情愈烈，这是怎样的一幅壮美景象。 
楚人是一个富有进取精神，大有作为的群体，而周王朝却对其采取歧视政策，将楚封于蛮之地；周昭
王曾三次发起南向攻打楚国的战争，均被楚国打败，最后连昭王自己也命丧汉水。从此，楚国上升的
势头一发而不可止。熊渠是一位非常有胆识的国王，他也继承了先辈“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大力
发展农业，同时采取近交远攻的策略，占领了大片领域，并创造了举世无双的青铜冶炼技术，使楚国
的国力大增。熊渠之后，楚国的几代国君都继承了先祖的“筚路蓝缕”精神，并发扬光大。楚国历经
数代国君与国民的奋力开拓，终于成就了“楚地千里，饮马黄河，问鼎中原”的霸业。纵观楚国的发
展史，可谓就是一部“筚路蓝缕”的创业史。楚人的“筚路蓝缕”创业是我们中华民族英雄史上一首
激励后世奋发进取的壮丽颂歌。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中央提出的关于区域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湖北在内的中部诸
省不可能指望中央给予太多的政策优惠与资本投入。相对于中央针对中西部其他地区的发展措施而
言，“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只是中央实施宏观区域发展的一个大的思路，还没有像“西部大开发”和
“振兴东北”那样已经成为一种政策含量很高的国家区域战略。通过中央增加投资，或通过政策性手
段增加资本注入的可能性空间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实现湖北民营经济的发展，只能主要依靠
内在的动力来驱动，而文化就是最基本的内在力量。基于这种现状，湖北民营经济要实现腾飞，首先
就要继承楚地先民这种“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其次，还要认识到楚民这种
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是一个不断提升湖北地区区域文化、创业意识和制度环境等“软实力”的过程。
而“软实力”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光靠政策倾斜和投入的增多，因此尤其需要湖北的民营
企业家们重拾起先民的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二、发扬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 
楚人的创新精神及其丰硕的创新成果足以让我们汗颜，学习并发扬先人博采众长的创 
新精神同样对发展湖北民营经济、成为实现中部崛起的领头羊意味深长，也是继“筚路蓝缕”开拓精
神之后的一个重要发展战略。根据考古成果，我们可以看到楚国拥有当时世界顶尖水平的众多科学技
术。最早的铁器在楚国，最富有创造力的丝绸刺绣出自楚国，先秦金币、银币无一不是楚币。哲学有
老庄，文学有屈骚，戏剧的鼻祖是楚人优孟，楚国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超凡脱俗，楚国的编钟
乐舞水平之高，举世公认。在政体创新上，楚人最早在今湖北荆门设立县制，将其列为一级行政区
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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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人都取得了举世无双的成果，而老庄哲
学、屈骚宋赋也成为显学。 
如此骄人的成绩与楚人善于博采众长进行创新的作为是分不开的。在农业方面，楚人在很大程度上兼
收了中原的南稻北粟之利的生产经验，发展成为进行多种粮食生产的农业大国，也正因此，楚国才能
凭借丰足的粮食资源得以称霸诸侯，并且赢得了“五谷六仞”、“粟支十年”、“无饥之患”的美
誉。在手工业方面，楚国吸收中原的冶炼技术成为最大的青铜生产国，而且也是最早使用铁器的国
家。在焊接技术上，还使用了操作困难的铜焊和技术复杂的合金焊。再如建筑业、丝织业，也是从
齐、鲁引进的工匠和技术，但楚人都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境地。另外楚人还通过吸收中原及周
边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色。 



上述种种，都反映出楚人具有开放与开拓精神，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兼收并蓄，混一夷夏，进
行创新，为我所用。正是因为有了曾经的“筚路蓝缕”的开拓经历，才造就出楚人大胆革新的创新精
神，创造出令世人瞩目，令湖北人为之骄傲的光辉灿烂的楚文化。 
但在目前，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落后于全国的现状，是人们无法否认的事实。而湖北的地理优势、
自然优势、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在全国得天独厚，这也是人们一致认同的。那么，这些年的改革开放
实践中，湖北的经济建设为什么难以腾飞？湖北的社会发展水平为什么落后？恐怕还要归结至人的因
素、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的创新创造意识；并且中部一些地区的官本位意识比较强烈，这也是一种文
化，只不过这种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起到了抑制创业创新的作用。深究起来，沉醉在先民所创下灿
烂文化里而不继续发扬光大阻碍了湖北人民的创造、创新精神。创新本身就具有永动的含义，因此处
在荆楚发源地的湖北人民更应及时地觉醒起来，把先人的这种创新精神发扬光大，争取取得再次的腾
飞。 
三、实施兼收并蓄、吐故纳新的发展战略 
湖北文化虽然具有自身特色与优势，但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其劣势也是明显的。用市场经济的
要求来衡量，湖北在文化上存在明显的消极文化积习，成为对经济发展的文化制约因素。其一，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日益凸现，严重制约湖北经济的发展。具体来说，一是重说轻
做。人们将湖北人与“九头皆鸣”的“九头鸟”联系起来，实际上是贬斥部分湖北人能言善辩，虚言
浮夸，说的比做的好的文化缺陷。二是缺少信用。所谓“南楚好辞，巧说少信”，这种古已有之的缺
陷至今依然在一些湖北人身上顽固地存在。三是做而不精。“楚越之地，地熟饶食，无饥馑之患”，
人们习惯于粗放经营，不求精细，不注重管理。四是小富即安。在相对优越的地理条件下，人们养成
懒散的惰性，不尚财，不重财富积累，“江滩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这些文化积习在
现实生活中严重制约了湖北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湖北出现过许多在全国有影响的先进探索和
经验，但多虎头蛇尾，很少坚持下来。湖北目前是全国市场信用和秩序较差的省份之一，湖北曾经有
许多全国知名品牌，但多数不仅没有做精、做大、做强，反而逐渐消失，湖北人虽然很精明，但是在
全国有影响的企业家却不多。 
历史是一个变幻莫测的大舞台。中部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差距日益拉大，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我们不
妨再次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切入，回顾历史，楚文化一达到鼎盛时期，楚人就自满自傲，增长了守旧意
识，不思进取。有专家研究认为，楚文化最大的负面特点是善开拓而不善守成。破则立，不破不立。
在今天，我们不但要继承优秀的文化传统，更要为自己的文化吐故纳新。中部人尤其是湖北人应突破
思想禁锢，重塑优秀的荆楚文化，去劣存精，更好地建设湖北，发展湖北，带动中部。 
我们在中部崛起的战略实施过程中，应该有新的“破中而出”的崭新观念。四川省在发展过程中，就
曾经大力破除过“盆地意识”，大力破除安于现状的“天府概念”；江西省在发展中，也破除了传统
的观念，提出了“接轨长江、珠江两个三角洲”的战略突破方向；即使是经济最活跃的浙江省，也并
不以区域中心自居，而是鲜明地提出了“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战略取向。反观湖北省，一直在
战略取向上基本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不敢也不甘于打破精神的禁锢，主动地向取得战略主动和战略
联合的方向突破和靠拢。从湖北的实际来看，加快湖北民营经济的发展，促进湖北在中部崛起，必须
牢牢立足于人文精神这个文化基础，实施兼收并蓄、吐故纳新的发展战略才可能有大作为、大变化。
笔者相信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这个人文精神的底蕴，湖北的现代化进程一定会顺畅得多，快捷
得多。此外，由楚文化孕育而来的团结精神、追赶精神、实干精神也是荆楚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经
过时代性创造、提炼、升华，完全可以成为推动湖北发展和促进中部崛起的精神力量。 
精神动力和文化载体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作用是无用质疑的。文化是社会的根系。不同文化难有高下
之分，但有特色之别。荆楚文化之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类的文化精华，通过系统的整理与发
挥，必将成为湖北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宝贵精神动力和文化载体，使湖北在中部崛起中发挥更重要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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