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文化志·文学 

在中国先秦文学史上，楚国文学占居半壁江山。《诗经》中的《周南》《召南》二风，

诸子散文中的老、庄二子以及屈、宋二家辞赋共同构成楚国文学辉煌的篇章。请阅读章培恒、 
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的相关章节，以全面了解楚国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楚国(地)文学源远流长。作为最早的文学形式棗神话，则在楚国(地)流传最广，影响最深。

《庄子》、《楚辞》、《山海经》、《淮南子》等书中，都保留了不少有价值的神话和传说，

成为楚文学产生的鼻祖。如“女娲化生万物”、“抟黄土作人”、“夸父逐日”、“后羿射日”等神

话传说中，女娲、夸父、后羿等是神力无穷、饱满生动的非人亦人形象，反映了楚先民丰富

的想象力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楚先民的精神生活中，无论是天神地祗或人鬼，都是那

么有血有肉、奇谲瑰丽，富有艺术魅力，无疑的，这为后来楚人文学创作奠定了现实主义和

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基础。  

    春秋时期，楚国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是诗歌。见于文献记载，楚国诗歌虽不算多，成书于

春秋时代的《诗经》，其中虽无“楚风”，但《周南》、《召南》是为南方民歌，《汉广》等

篇则又实为江汉流域之作。《候人歌》虽为一句，但“兮”、“猗”语助词的运用，已具楚地民

歌的语言特色，对后来楚辞的创作，显然有直接的影响。散见于其他典籍，也还有不少楚国

(地)民歌。如《说苑》记载的《楚人诵子文歌》、《楚人为诸御己歌》、《越人歌》，《新

序》记载的《徐人歌》，《吴越春秋》记载的《弹歌》、《河上歌》、《申包胥歌》、《渔

父歌》，《论语·微子》记载的《接舆歌》，《孟子·离娄》记载的《孺子歌》，以及《史记·滑
稽列传》记载的《优孟歌》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楚国(地)诗歌的成就。  

    战国时期，楚国文学成就辉煌，主要表现在散文与诗歌。由于散文以《庄子》为代表，诗

歌以屈原《离骚》及其他作品为代表，故两家合称“庄骚”。  

    庄子作为一位博学的哲学家，不仅哲学、政治思想丰富多彩，而且文学艺术思想也很突出，

甚至涉及到关于文学艺术的创作规律。《庄子》一书，千奇百怪，“寓言十九”，变幻瑰玮，

叙事以明理。如为了说明凡事顺其自然，追求“素朴而民性得”的“至德之世”，在《马蹄》篇

中以马为例，说马以蹄践霜踏雪，举足能奔跑跳跃，这是马的本性。伯乐则力加驯化，削蹄

烧烙，使马惨遭祸患，死亡大半，这样“残生损性”，就是破坏了事物的本性，也就不是“至
德之世”。以寓言喻理，逸趣横生，耐人寻味。寓言既为喻理，所以它与譬喻手法是紧密相

联的。《庄子》一书，处处设譬，与寓言相映成趣，构成全书一大特色。如在《应帝王》中

以“浑沌”喻纯真的万民，以“凿窍”喻扰民的政举。  

    《庄子》不仅是一部哲学著作，也同时是一部有鲜明特色的散文著作。它思想奔放，文笔

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后世文学影响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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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国的诗歌源远流长，至战国中后期，大诗人屈原

(图 1，明代陈洪绶木刻《屈原》)在楚国诗歌的基础

上，与哲学思想一样，融南北夷夏之交，创造出一种

新的骚体诗歌----楚辞。“楚辞”一名，秦汉间已出现，

至刘向收屈原及其后学宋玉等人的作品，编辑成集，

从此，《楚辞》就成为楚国诗歌总集的名称。由于《楚

辞》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宋人黄伯思说：“盖屈、

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

谓之楚辞。” 楚辞是地方色彩最为鲜明的楚文学代表

作，黄伯思对它的界说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它的外部特

色，比较明确地突出了它的形式特点，故向来被视为

解说“楚辞”得名及其特征的经典之论。楚文学作品都

不同程度地体现了这一特征。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品，全诗 2400 多字，是

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全诗洋溢着诗人为崇

高理想而奋斗的奉献精神、真挚执着的念祖爱国忠君恋乡的爱国主义感情，也表现了不畏邪

恶势力、刚正不阿的高尚品格。《离骚》在艺术上也具有独特的风格，主要表现在采用夸张

手法与比兴手法，是积极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高度结合的杰作。由于它开创了楚辞创作的新

途径，奠定了楚辞的历史地位，故后人称楚辞为“骚”，称屈原诗歌为“屈骚”。  

    宋玉是战国时楚国著名文学家。宋玉出身低微，仕途失意，曾师事屈原，通晓音律，雅好

辞章，具有很高的文学才能。宋玉赋 16 篇，多已亡佚。现存《九辩》《风赋》、《高唐赋》、

《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等诸篇。《九辩》，是一首自叙性的长篇抒

情诗。该诗情景交融，意境深化，情感凄凉。句法灵活自由，字数增加，加强了诗歌的节奏

感。宋玉是屈原艺术的优秀继承者，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首创地位。  

    唐勒、景差是与宋玉同时以赋见称于战国晚期楚国文坛的作家，但两人的作品都未能流传

下来。1972 年，在出土简文中，出现了唐勒的赋作残篇，因而使人得以大致了解唐勒的创

作情况和文学地位。  

    荀子不仅是一位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学家。《荀子》一书论理透彻，层次清晰，行

文精炼，辞采缤纷，论点明确，每篇都是深刻有力的论说文。但作为一位文学家，其真正具

有文学性质的作品则是《成相篇》和《赋篇》。《成相篇》是运用通俗文学形式来表达作者

的政治见解的作品，表明作者已注重汲取民间文学的营养，借助民间喜闻乐见的曲调来传播

政治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赋篇》则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以“赋”名篇

的作品，成为后世赋体的直接源头。荀子在楚国从事写作，无疑广泛地吸收楚国民歌的养料，

这是荀子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  

    楚文学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先秦时期中国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最

高成就，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在文艺思想、创作精神、表现手法、体裁形式、

修辞技巧等各方面都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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