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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楚考论

程芳银

西楚，作为楚的一个区域，起于何时，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看法。

但是总体来说，一般都认为起于战国或者秦汉。福建华侨大学文学

院徐华教授说：“‘西楚’作为一个历史地理概念，主要出现在秦汉

时期。”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健教授也说：“在楚国势力东

渐的漫长过程中，楚文化也风靡于淮泗一带，与当地本土文化相互

激荡，至战国末年已成为江淮和淮北地区的文化主流。……历史上

留下的所谓三楚域分，即东楚、西楚和南楚，作为地域概念是在这

个阶段逐渐形成的。准确地讲，应是产生于秦汉之际。”其根据正如

郑州大学历史学院韩国河先生在《西楚文化的内涵特征》一文中所

云：“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记载有关‘西楚’、‘三楚’的文献便是

《史记》了，先秦文献从未出现过‘西楚’一词。退一步讲，即使战国

时有所谓三楚之分，矛盾仍然明显。”

究其原因，简单地说，他们都认为：楚的发祥地是“荆”，是在今

湖北一带，荆楚、荆州就是其地。实际上这个认识是错误的。楚，历

史悠久，李白说：“远接商周祚最长”，其区域是辽阔广大的，其文化

更是复杂、丰富、多样的，《淮南子兵略训》云：“昔者，楚人地南卷沅

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邳，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

以邓林，绵之以方城；山高寻云，溪肆无景；地利形便，卒民勇敢。”

1



江
苏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讲
座

这是汉代人眼中的楚，不过已是战国时的楚了。姜亮夫先生曾论述

过楚之地理大势：“其境北接汝颍，南接衡湘，西连巴，东连吴。方城

带其内，长江梗其中，汉水、淮水、沅、湘之属，迄其上下。汉东江南

之境，小国鳞次，介于其间，楚皆灭之。其疆域，北界秦、韩、郑、宋、

薛、郯、莒等，东界越，南界越及百越群蛮，西界秦、蛮、巴等。……其

地跨今十一省之多，为战国最大之国。”这是战国之楚，并非古楚。

说“楚本古荆州之地，”这个楚也只能指战国。

形成于公元前 17  !" 11  ! 的#$ 文%，只有“楚”，《&

'() 》73、842、1315、1547 等' 中都有“楚”* ；+ 是#$ 文中没有

“荆”* ，, 到商末周- 时. 有“荆”* 。成王即/ 之0 的《12 》、《3

2 》%有“4 楚”的记载。《32 》5 ：“3 ，从王4 荆。”周6 王时78 前

989 年" 977年9的《过:2 》云：“过: 从王4; 荆。”<= 看来，

“楚”在前。“荆”在0 ，“楚”>“荆”早。?@ ，荆不是最早的古楚，已

A 十分明确。古楚最早是在东B ，东C文化是其D。

E 兵先生在《楚F 文化》一G中说,楚文化“H 们的I 带都是多

J 的，其中KLMN 的一OPQ 在中国东B 的文化RS 上”。他还

T 一步更明确地说：“所谓‘东B ’或‘东方’文化，在先秦学U 文化

史上，应指上古东C 人V 群文化及其,Q0W ‘XY 文化’。东C文

化D 远流长，内涵Z 广，H 是东[" 西\]^ 文化最古_ 、最K 大

的一O……& 商文化` 是H最ab 、最先T 、最, 接的一O。”

cde 先生在《& 周fghi 文j 究》、《k 周l 文F 大Qm

n 》等G%; 复Ko ：“楚本蛮C，p 即淮C”，是“& 之qr 国”，“p

即《s 周Gt 作uv 》之wxy ”；关于这一z ，他在《l 文所无m》%

讲的最{ 楚：“楚之先实| 淮水下} ，与~ 人、徐人等q 属东国。《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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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Gt 作uv 》……wx 当即•w ，•w 一 之! 。wxy 为周人所

"# ，$ 南下至江，为江所%，复西上至& 。至&' 与周人之( 江汉

水' 东下者相)* 。《+,- 》7 . 公/ 十0 年9‘汉123 ，楚实4

之’者，是也。”cde 先生在《历史人5 》中还指出：“中国的6 实文

化起于& 商，& 商灭7 之0 分为k 大O：一O在& 人8 下9 北发

: ，一O在徐楚人8 下9 南发: ……徐人的文明并不> 周人- 起

的文明; 0 。徐是与< 商周并= 的古国，> 有相当的A ?@A ，文

化十分先T 。吴越人的汉化一BC 到徐楚人的DE ，徐楚人和& 人

的,Q F 人是-G & 文化9 中国南B 发: 的。”因= ，我们说古徐

国是与< 商周相$H 的I 至有时国力> 中J / K 还要K 的一个古

方国，其疆域和国都也在L 正统/ K 长期M为“东C”、“淮C”、“徐

国”、“N地”、“[ O 及淮”的东方地区，即现在的北PQR 、?S ，西

T 河南、UV 东B ，南至长江及W北地区的广X 的范Y 内不Z[\

的古方国。古徐楚文化是]C^ 河文化和长江文化DE 和_ 8 ，;

过来`a^ 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产生b 大DE 的R淮文化的DJ 和

发D地，是中国文化的b 要c 成B 分。

de 学者f G g 先生也说：“楚y h 本起东方，‘wx ’之‘w’

即楚, ，是楚王ih 即周人所j wx kl 之一m东[ 西者。”他与

cde 先生一样认为，wx 本淮C ，淮* 从水从n ，o F 之“n C”

即“淮C”。他指出x 、p + q ，“wx ”指“pr w , ”。他说：“淮C之

大者5‘wxy ’……徐、~ 、w 、x 等皆为淮C 之y 。所谓‘wx ’

者，h 指x r w , 之y ，‘x ’当即‘p ’，徐、~ 、秦、s 、郯皆pr 。楚

国王i ` 以w为, ，是= t 国皆‘wx ’之y 也。”c 、f/u 先生说

的v 是，w[ 周Y 大地上的徐、~ 、郯、xy 等是z{ 之| ，p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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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说：“楚国是东C，& 也是东C，楚国是& 民y 的O

W。楚国原来的地方，大P 在& 的 ! ，就是0 来《" A》和《+- 》

%所说的‘楚# ’和‘楚$ ’。& 人为周人所%，楚为周民y 所"# ，

& 9 南方\ ' ，退( 荆山' 为国，与周人)* ，所以楚国在文化方

+ 是, 有& 之- 风。”

./0 先生在《楚国民y 述略》中根据楚人所1 的2 先“34 ”

7 5 原《67 》说“8 高1 之9 W: ”，高1 就是34 9，; 出楚人来m

东方。他根据《8 王 ! 》、《史记f 9 ! ;王-在应”9f )*6如逐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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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uv ，连云w k xy ，邳z ^ { ，| R 三% } ，泗1F } ，E z~

•  等。这! -q 商文化" 多" 在x 山文化" 之上，# h 以$# 为

主，多%& ，主要h t 有' 、2 、 、() 等，其特z 与中原商文化>

* 接! 。”实际上在他所认B 楚文化东渐之前，出土的h + 已A 是

“楚”的形, 了，所以他只-./ 之是与中原商文化> * 接! ，他无

法F n 为0 @楚文化东渐之前，1 有楚的h + 。1954年在Y 南2 U

西南发现fg 3 6 4 ，n 和op 认：“g 3 有h ，, y ，56 ，78

9 ，9 上: 有N ; ，h < 有= 形> 8 ，?@ 间有A 形BC ，h DEC

FG& 。这H形_ 与IJ 下 3、10、11 K 楚L 所出的‘M3 ’，N z

O 6 PL 所出土的‘Q3 ’@本相q ，RS 是楚h 的风T 。”“U = 3

形_ ，应为VWX 期或战国早期之5 ，但是Y h y ( 上Z 有‘楚

高’、‘[ 征e ’c *i 文，与N z \ • V 李三古] 大L ghi 文风

TRS 相q ，̂ = 看来，h > 是_` 的，i 文` 是0 来Za 的。”他

无法F ni 文为0 @1 在楚东渐之前就有“楚高”的文* ，所以，他

只b 说，“h 是_` 的，i 文` 是0 来Za 的”。

c 多的史de 明楚之D在东C，时代f 古_ 。gh [ 的时代没

有i 到#$ 文，地下j r 的文5 也* z ，gh [ 就是根据当时文献

和所i 所k ' l 《史记》，所以有时gh [a 人5 的mn ，也是op

/ 之，如_ 子是楚人、q 子r 是楚人等。q 时《史记》st 不论^ 年

以来的u 7 vw ，就是一> 秦x 也已> 楚之史d 灭7 y 4 ，所以秦

留下来的史m a 楚都是z{ 的，如m相矛盾是楚人，Z|}~ 是楚

人，南• 北 是楚人，!"#$ 是楚人，%&' 江还是楚人……楚

人是() 的，是*+ 的，是不, 时U的。

因' 三楚之分，史df z N 及。历史上留下的三楚之分，-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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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不q ，' . 有所/ 。因' g 论不0 。

gh [ 《史记t 123 - 》云：“越、楚` 有三4 。夫m淮北5 、

= 、汝南、南6 ，= 西楚也。其478 ，9 发: ，地; ，<=>? 。江@

AB 都，西q C、巴，东有云D之E 。= 在楚< 之F ，q GH 之1 ，其

民多I 。徐、J 、KL ，̀{ Z ，MNO 。

P 城以东，东[ 、吴、广@，= 东楚也。其4 t 徐、J 。Q、R 以

北，4 `X 。

衡山、k 江、江南、ST 、长U，是南楚也，其4 大t 西楚。B 之

0 B NV ，p 一都1 也。' VW C南北X ，YZ 、[ 、\] 1 也。与^

中、_ 越杂4 ，A 南楚b F ，̀ 说z a 。江南bc ，d 夫早e 。多f\ 。

ST 出^ l ，长U出连、g ，然hh 5 之所有，K 之不i 以更j 。”

据= ，̀ 西楚是^ 5 、= 、汝南、南6k 个区域l 成。m 人no

p《史记正q 》中F n 徐、J 、KL 云：“Kr W，Lrs 。徐即徐城，

A 徐国也。J 、KL / z 并在下邳。”

这说明w[ 境内的徐7 包o 泗t 、泗1 、w S 、w 城等地9、J

7 u 1 等地9及KL 等皆在西楚境内。

东楚，̀ 在[ 州7 今连云w 9、广@7 今v 州9和吴7 今W州9一

带。nop 《正q 》F n w：“P 城，徐州x z 也。东[ 6 ，今[ 州也。

吴，W州也。广@，v 州也。/ 从徐州P 城历v 州至W州，并东楚之

地。其4 t 徐、J 。”

南楚，衡山67 今& 东S 南9，k 江67 今N z 为中y 的z 中地

区9。ST 7 今江西9、长U6 7 今湖南9在今k 湖、江西一带。

三国时期的{| 说：“_ e 江@为南楚，吴为东楚，P 城为西楚。”

gh [ }} 没有说到江@7 古荆州9在南楚的范Y 内。一`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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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史公gh [ U 汉时的6x ' / ，/ ` 江@7 荆州9远没有古之

西楚久远。A 认为三楚之分，不是一个时期a 分的，' 是逐渐形成

的。因为古人~• c * 三，所以，一个区域多分为三，如秦有三秦、

 有三 、X 有三X 、吴有三吴、9 有三9 、湘有三湘……从古楚来

分! ，今之西楚，> 湖北的荆楚要早] 多。

因其在东C文化的西" ，东有吴越，A 有西楚之e 。史d 出现

的“西楚”之e ，至z 在VW 战国之际已有。1958年# ，在江W邳z

n 林发现VW 战国时代的L $ ，出土文5I 多，其中出土k 4 ，

上有i 文“西 %其& ' 7 9”。 de 的m 古( • )* T + 认西

为西楚。从出土的g 的h 形和i 文来看，是, 准-. 的楚h 。V

W战国的L $ g 上有i 文“西楚”，说明/“西楚”之e 的时代应Y

在= 之前。西汉v 0 在《方/ 》中三次N到西楚方/ 区，“楚东[ ”之

间，“f 徐淮楚之间”的区a 。形成一个方/ 区，不是一个5 时期，应

Y 是时间久远。

1 上所述，c 多的史de 明楚之D 在东C，时代f 古_ ，建都

f 早，建都> 体的地方就是河南东南B ，江W西北B ，山东西南B ，

UV 东北B 。正是西楚的范Y 区域。p 即今2 的徐州、w[ 、商$ 等

为中y 的大淮[A ? 区。

（本稿由宿迁市社科联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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