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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0年 6月 17日 ,海峡两岸屈原文化论坛在宜昌武汉大学三峡学术交流中心举行 , 本文对此次论

坛各位专家学者发言的观点和提交论文的内容作一综述 , 以期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本次论坛盛况 , 进一步弘扬屈

原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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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 6月 17日 ,海峡两岸屈原文化论坛在宜

昌武汉大学三峡学术交流中心隆重举行 。本次论坛

由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 ,湖

北省台湾事务办公室 、宜昌市人民政府 、湖北省荆楚

文化研究会 、湖北省屈原学会承办。论坛以 “传承传

统文化 ,弘扬屈原精神 ”为主题 ,来自海峡两岸的 260

多名专家 、学者参加了本次论坛活动 ,共收到论文 60

多篇。开幕式由省台湾办公室主任刘凯春主持 ,宜昌

市委书记郭有明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辉 、湖北省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省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刘玉

堂 、台湾明道大学校长汪大永先后在开幕式上致辞 ,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孙亚夫宣布论坛开幕。

论坛专题演讲由台湾明道大学文学院院长魏世萍 、省

屈原学会会长蔡靖泉主持 ,海峡两岸 10位专家学者

作了大会发言 ,现就各位专家学者大会发言的观点和

提交论文的内容作一综述 。

一 、关于屈原的思想和精神

屈原的思想和精神是屈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历

久弥新的课题。这次研讨会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论文

较多 ,许多专家学者都发表了看法。

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毛庆

《屈原与中华文化精神 》一文指出 ,中华文化精神除民

族主义 、爱国主义精神外 ,还有审美特质 ,或是重美 、

唯美精神。屈原具有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精神 ,还具

有诗之美 、人格之美 、理想政治之美和刚直不阿 、正言

果行的品格 ,所以屈原是我国历史上少数几位中华文

化精神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所长罗运环教授

认为屈原和屈原精神 ,是端午节要纪念的对象和要弘

扬的精神 ,屈原精神的内核实质就是爱国精神。要加

强弘扬屈原精神内涵 ,首先是端午节应增加祭拜屈原

的仪式;其次应将赛诗特别是赛读楚辞楚赋定为端午

节的必备内容;第三是要对有形文化赛龙舟 、吃粽子

进行升华 ,成为端午节独一无二的显著特点;最后应

该在屈原故里依托屈原祠 ,建立 “国际端午节研究中

心 ”,把端午节真正办成世界级的节日 。

长江大学文学院魏昌教授强调 , 屈原作为政治

家 ,他所具有的可贵政治品质 ,如对族国充满忠贞之

情 、面临社会现实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 、在人生态

度上的积极向上进取精神 ,以及气象万千 、融夷夏为

一的伟大气魄等 ,正如他所奠定的楚辞品格一样 ,也

是光照千秋 ,为后世奉为楷模的。在注重研究屈原诗

歌成就的同时 ,也应注重研究他的思想特色 ,更要注

重研究他的政治革新诉求和崇高的政治品质。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所长夏日新研

究员认为 ,纪念屈原的传说从长江中游地区扩展到全

国 ,并绵延千年之久 ,表明屈原的人格精神得到广泛

的认同和尊崇。此外 ,屈原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 ,

刚正不阿的人格风范 ,到现在仍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一代代的仁人志士 ,在屈原精神的感召下 ,积极进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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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不息 ,才使中华文明的薪火代代相传 ,这就是我

们今天纪念屈原精神的时代意义。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宜昌分院刘开美研究员 《略谈

屈原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 》一文 ,以楚辞中的屈原诗

句为主要材料 ,论述了屈原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他

认为 ,追求崇高的政治理想 ,是屈原爱国主义的实质 ,

表现为提出美政的历史进步性 、实施美政的顽强斗争

性和坚持美政的意志坚定性;具有深刻的人民性 ,是

屈原爱国主义的核心 ,表现为敬重人民的英勇顽强 、

同情人民的深重灾难和牵挂人民的赤诚之心;富有感

情的执着性 ,是屈原爱国主义的外象 ,表现为对祖国

的报效之志 、眷恋之情和忠诚之心。

荆楚理工学院华夏文化研究中心杜汉华教授就

屈原作为音乐家做了考辨 ,主要论据是屈原生活在音

乐之乡 、音乐之国 ,自小受到音乐教育 ,具有音乐素

养 。而且屈原的作品中也有众多有关音乐的描摹。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吴艳荣副研究员 《屈原的凤凰情

结 》阐述了屈原的理想人格与楚凤的精神意象相契

合 ,楚凤的神通迎合了屈原的游仙需求。

台湾明道大学中国文学系助理教授薛雅文通过

检视台北 “国家图书馆 ”典藏台湾学者的专书 、硕博士

论文以及专家学者的期刊论文等 ,概述台湾地区研究

屈原的现状:目前所见台湾出版的关于屈原的专书 ,

共计六十部左右 ,这些专书围绕屈原相关主题的讨

论 ,有生命路程撰述 、楚国文化描述与撰写作品形式 、

内容等多方面的研究;硕博士论文以 “屈原”作为研究

主题者 ,仍以屈原赋体影响文学创作为多数;屈原作

为短篇论文主题 ,多数仍以屈原人格 、作品等面向切

入为主 。

台湾中华语文教育促进协会理事谭家化认为要

加强青少年的历史及爱国教育 ,要为历史上的伟大人

物 ,如屈原 ,制作出可供演绎的通俗传略 ,让学子与历

史人物近身相亲 ,以培养青少年的良好道德及爱国情

操 ,让爱国思想慢慢深植于学子心中 。

二 、关于屈原作品研究

屈原的作品源远流长 ,因年代久远 ,作品中的许

多问题成为不解之谜 ,从而不断引发后世对屈原作品

的重新解读 。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苏慧霜教授的 《从游仙到水

仙 ———屈原生命意象的自觉超越与永恒信仰 》一文认

为屈原作品中的 “游仙 ”思想反应了屈原生命中无可

救药的浪漫性格 ,奠定了古典文学中游仙文学的传

统 ,为后世骚人志士所追寻 ,相应于文学上的巨擘影

响 ,民间对屈原的信仰更成为另一种不同的风情。屈

原的游仙文学摆脱谈神说鬼的玄道论谈 ,以 “自觉”诠

释文学苦闷的象征 ,已然超越宗教的信仰 ,然而他自

己却在千百年后成为民间信仰的 “水仙尊王 ”,显示出

屈原生命意象的超越与永恒 。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中国屈原学会副会长姚小鸥

关于屈原的沉渊是否效法彭咸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

见解。关于彭咸 “水游 ”与屈原 “沉渊”之间的关系 ,通

常观点是彭咸系投水而死 ,屈原的沉渊是效法彭咸 ,

其依据是王逸《楚辞章句 》及洪兴祖 《楚辞补注》的相

关注解 。直至明代汪瑗始就此提出异议 ,认为彭咸并

非投水而死 ,并进一步提出屈原也非投水而死。姚教

授指出 ,刘向 《九叹 》“思彭咸之水游”的正确理解是解

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 “水游 ”即 “游于水 ”,是一种隐逸

游仙的生存方式 。屈原选择自沉与彭咸无关。另外 ,

依照《庄子·刻意 》及《墨子 》佚文提供的线索可知 ,屈

原选择沉渊而死 ,系战国时期某种特定人群的思想及

行为方式发展的结果 。

三峡大学长江三峡发展研究院张伟权教授 《屈原

与中国诸文化 》一文从屈原与中国的档案文化 、民俗

文化和巫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从《离骚 》

首八句中所传递的信息来看 ,屈原是中国个人档案文

化的首创者 ,屈原的作品除了 《九歌 》源于民间风俗

外 ,还有 《怀沙 》、《招魂 》、《大招 》和 《小招》都是湘西

民俗文化的直接描写 ,屈原是第一位民俗文化大家 ,

又是最早把巫文化融入文学作品的第一人 。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中国屈原学会常务副会长方

铭 《九歌主旨新解 》一文 ,分析 《九歌 》中的各篇《东皇

太一》、《云中君》、《湘君 》、《湘夫人》、《大司命》、《少

司命》、《东君 》、《河伯》、《山鬼 》、《国殇 》与 《礼魂 》的

主旨 ,指出《九歌 》的三点抒情方式和艺术价值 ,即虚

构的情节结构 ,华美哀婉的情感氛围 ,情景交融的意

境和华丽的语言 。 《九歌 》所祀 ,主要非楚国一地之

神 ,其神祇来源具有多样性 ,反映了楚文化与中原文

化密切关联性 ,以及楚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

湖北大学蒋方教授与湖北社科院何念龙研究员

合作的 《“故乡 ”与屈原 》指出屈原是在文献中最早使

用 “故乡 ”这一语词的。屈原所赋予 “故乡”的意涵 ,包

含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故乡 ”不同于 “家乡 ”,它是

人离开之后的回首 ,永远与回忆相关;二是 “故乡 ”是

实实在在的土地;三是 “故乡 ”有人的祖辈的生活遗

迹 ,它代表了血缘亲族的所在 ,是人的生命的认归地;

四是 “故乡”不同于出生地 ,它是人曾经生活的地方。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邵学海研究员以新出考古材

料之美术作品为主要依据 ,修订了孙作云先生的 《天

13



问研究 》之《从天问中所见的春秋末年楚宗庙壁画 》中

的楚国宗庙壁画之年代 ,指出屈原所见楚国宗庙壁画

不可能是春秋晚期或者春秋晚期以前的作品 ,而可能

是战国中期前段所绘 ,从形式与风格看 ,甚至很难早

到战国早期 。

台湾彰化师范大学游志诚教授在 《屈原作品与易

学易理的诠释》中 ,透过易学解读屈原作品 ,分析作品

中的方位与方向暗喻 ,诠释屈原作品与易学易理的解

读关系 ,为屈原一生的人品与文品重新定位。华中师

范大学文学院刘守华教授指出了楚地的湖北 、湖南两

省均有屈原传说在流传 ,这些传说按其内容可大体划

分为两类 ,一是关于屈原生平的传奇故事 ,二是关于

屈原投江后的灵异故事。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

何坤翁副编审以 《天问 》中的 “吴获迄古 ,南岳是止 ,孰

期去斯 ,得两男子 ”四句说明了屈子形象的迁移 。

三 、关于屈氏后裔的研究

2009年 7月至 11月 ,湖北秭归县委宣传部与 《三

峡日报 》联合开展全国寻访屈原后裔活动 ,通过寻访 ,

认定湖北秭归世代居住着屈原后裔 ,而陕西关中是华

北及华东华南沿海屈姓后裔发源地 ,湖南衡阳是大西

南屈姓发源之地 。这是秭归县屈原研究会会长郑之

问 《屈姓源流及其分布 》一文介绍的主要内容。他与

秭归县屈原纪念馆的谭家斌合写的另一篇文章 《屈原

后裔探考》进一步从古籍文献 、屈氏宗谱 、近代方志 、

文物古迹四个方面证明了秭归是屈姓发源地 。通过

寻访活动 ,还发现关于屈原子女有 “一子 ”说 、“二子 ”

说等六种说法。

台湾明道大学人文学院主任罗文玲教授 《彰化屈

家村的文化及其时代精神 》介绍了台湾彰化的屈家

村 ,那里是台湾少数屈姓人家群集的聚落 。她在亲访

彰化屈家村的过程中发现 ,当地有居民掷茭轮流将屈

原大夫请回家中奉祀的的习俗 ,还发现这个村落家家

户户在门口都栽种兰花 ,身上亦常佩戴兰花 ,以此来

表示对屈原的敬意。

湖北省文艺家联合会鄢维新教授在 《“寻访屈氏

后裔”的联想 ———谱牒与屈学研究臆说 》中论述了三

方面的内容:一是寻找屈氏后裔的成果 ,二是屈氏谱

牒蕴藏着的可能 ,三是寻找屈氏后裔的后续动作。

关于屈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方面的问题 ,

也有一些论文进行了探讨 。

三峡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张耀武副教授认为屈原

文化旅游资源存在着底蕴深厚 ,但普及程度不够 、形

态多样但物化呈现偏少 、资源分布广泛但景点分散 、

品牌响亮但常规产品单薄的开发现状 ,必须要清理屈

原文化旅游资产 、建设屈原文化核心旅游吸引物 、开

发屈原文化旅游衍生商品 、规划组合性屈原文化旅游

产品 ,才能更好地发展屈原文化旅游 。

湖南省溆浦县屈原学会会长禹经安认为溆浦县 、

汩罗市和湖北省秭归县 ,应打造成为 “屈原文化 ”的研

究基地 ,并开创 “两湖三地 ”的屈原文化共同圈 ,更好

地为当地经济服务。

四 、关于端午习俗的研究

韩国申报 “江陵端午祭 ”的成功引发了国人保卫

端午节的战斗 ,三省四地联合申报端午节并最终成

功 ,正体现了一种强大的文化凝聚力 。三峡大学长江

三峡发展研究院院长黄柏权教授在 《从端午节看当下

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中指出 ,祭祀屈原的端午节已

成为一种文化符号 ,赢得了中华民族的普遍认同 ,是

一个民族的选择 。

华中师范大学蔡靖泉教授 《端午与屈原 》一文认

为 ,端午本为与屈原无关的时令节日 ,但在汉代初与

屈原相连 ,在魏晋南北朝逐渐成为南方 、尤其是当年

楚国腹地的民间纪念屈原的节目 ,至隋唐则基本上成

了全国广大地区主要为屈原而过的节日。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孙君恒教授从地理位置

和群众活动分析了湖北黄石西塞山神舟会的独特性。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所刘晓慧从 《全唐诗》入手 ,

分析了唐代端午吃粽子 、竞渡 、插艾 、佩长命缕及君臣

互赠物品等习俗 ,说明唐代的端午原有的逐疫避邪色

彩逐渐退隐 , 娱乐性质则明显加重 ,世俗精神也更为

强烈。

湖北民族学院谢亚平教授将秭归端午赛龙舟与

湘鄂西土家族村寨的端午赛龙舟节俗与民歌作比较 ,

以此来说明土家族聚居地区与荆楚地区的民俗文化

既相互影响 、交融 ,又有着社会 、文化等多种功能上的

偏重和表现形式上的差异。

长江大学孟修祥教授认为当下文化境遇中的端

午节明显地反映出商品经济时代的文明进步 ,我们要

更为注重的是端午节习俗中的文化价值而不是其商

业价值 。华中师范大学姚伟钧教授概述了荆楚端午

节俗的传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湖北省社会

科学院郭德维研究员认为长沙子弹楚墓出土的驭龙

帛画所绘 ,正是后代乃至今日龙舟的雏形 ,我国大概

在原始社会末期(新石器时代后期)已经出现了舟 ,至

迟到春秋战国时代已出现了龙舟 。

(下转第 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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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等特点 ,在对地方政府部门履责的监督中起着独特

的重要作用 。社会舆论监督不仅能公开揭露地方政

府工作中的缺点 、错误和各种违法失职行为 ,而且还

能引导社会舆论 ,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公共管理活

动和监督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以提高地方政

府部门公共决策 、公共政策的质量 ,促进地方政府部

门自觉 、主动 、依法履行其责任 ,地方政府必须充分保

障社会舆论监督的权力。

3.完善地方政府领导选拔任用和考核体系

在我国现阶段 ,地方政府领导 ,尤其是 “一把手 ”

素质能力的高低 ,直接关系到政府履行职责的成效和

效率。因此 , 在地方政府领导选拔任用和考核过程

中 ,既要考察其以往政绩 ,又要考察其群众评价 ,选拔

任用群众公认的干部;既要考察其经济建设能力 ,又

要考察其依法行政意识 ,选拔任用民主 、守法的干部;

既要考察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又要考察当地社会民生

改善 、环境保护等情况 ,促进地方政府领导 “为官一

任 ,造福一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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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州博物馆馆长熊寿昌研究员以鄂州市为例 ,为

端午民俗与文化旅游相结合提供了几点思路:一是突

出楚文化特色 ,营造端午民俗文化旅游的氛围;二是

制定楚俗与端午民俗的旅游发展规划;三是加强对端

午民俗的研究 、开发和利用;四是加大对端午民俗文

化活动与屈原的宣传力度 。

本次论坛是在我国传统端午节成功申报世界非

物质文化遗产后的第一次高规格 、高水平的学术盛

会 ,体现了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特点 ,所提交的论文

不仅涵盖了屈原思想和精神 、屈原作品等传统领域的

研究 ,也有不少视角新颖的论题;或运用新的方法 ,通

过对资料的缜密解读与分析 ,发掘出前人未及措意的

新问题 ,尤其是屈原后裔的寻访 、台湾研究屈原的现

状等。这对于进一步弘扬屈原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

传统文化 ,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有着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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