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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直面现实和追求真理的学者面前，学问的堆积和沉淀不是目的，个人的荣辱和毁誉恐怕也不会在他
的视域之内。
他只会一心向前，向着事实的真相和个人的兴趣所在，旁若无人，所向披靡，去追赶昔日辉煌的太阳
。
尽管这太阳因为前日、昨日的降落，已被世人漠视甚或淡忘，但他却始终无法忘却这太阳曾经的光热
，并时时刻刻都感到被这太阳的抚爱、普照过的山岗河流和至今仍郁郁葱葱的原野与山村的召唤，为
此。
他不惜像孤独的真理斗士一样，在昨日太阳扫过的大漠上，背对着健忘和势利的世人，发出绝望苍凉
的长啸，然后，将探究的深邃目光继续投向头顶群星闪耀的蔚蓝色的夜空⋯⋯这是我一气读完潘世东
教授《汉水文化论纲》的第一印象。
相对主流学术界所关注的东西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昔日曾经一度辉煌显赫无比的汉水和汉水文
化的确被人淡忘了。
有人以楚文化代而替之，有人以传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组成部分代而替之，有人将之作为省际文化的
组成部分代而替之，有人干脆对之避而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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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水文化论纲》立足于文化历史学、文化哲学和文化地理学等学科背景，首次从六个层面系统
地梳理了汉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古今概貌，揭示了汉水文化的基本内涵和特征，全面地描绘了汉水
流域具有典型意义、五彩纷呈的文化事象和民风民俗，填补了地域文化研究、流域与河流文化研究、
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一大空白。
　　汉水是古代“江河淮汉”四大名渎之一，地处承东启西、勾连南北的文化交锋区和汇集地，在中
国流域文化中，其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固执性和创新性都非常典型，因而，《汉水文化论纲》的
出版，无论是对地域文化、河流与流域文化，还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都具有较强的启发、借鉴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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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世东，男，1962年3月出生，湖北省竹山县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硕士，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
究生。
湖北省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主编，中文系教授，湖北省普
通高校跨世纪学术骨干，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人选。
十堰市政协常委，湖北省政协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孝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职高专学报研究会理
事长。
主要著作有《写作人才学》（20万字，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合著）、《中国文化自然精神》（45万
字，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合著）等，在《中国文化研究》、《文艺研究》、《武汉大学学报》、《
学术论坛》、《华中师大学报》、《宗教研究》等重要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近5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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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引言一 汉水文化研究所面临的问题二 汉水文化研究的文化意义及当代价值三 汉水文化研究的文化
背景和理论视野第一编 汉水流域古老的文明历史渊源第一章 古老的汉水与古老的生命源头一 汉水是
中国远古最大的江河二 汉水流域早期的生命起源及地质地貌考古发现三 恐龙蛋与汉水流域早期的生
命演进四 “郧县人”与中国文化的发祥地第二章 汉水，古老的华夏民族源头地一 “华夏”之名的由
来及与汉民族的关系二 华夏民族与汉水的关系第三章 汉水流域古老民族的迁徙融合与古老的方国一 
先秦时期汉水中上游的古老民族迁徙融合二 汉水流域古方国的类型三 汉水流域古方国分布概况四 几
个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汉水方国五 汉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第二编 汉水文化的类型构成第四章 民间文
学一 汉水流域有代表性的神话二 汉水流域的民间歌谣三 汉水流域的民间故事第五章 民俗文化一 汉水
流域的岁时时令节庆习俗二 汉水流域的居住习俗三 汉水流域乡村的婚嫁习俗四 汉水流域的丧俗五 汉
水流域的祭祀与信仰习俗六 汉水流域的饮食习俗七 汉水流域的禁忌习俗八 奇异的生活习俗：楚步、
解手、半夜搬家、火烧龙灯第六章 民间艺术一 汉水流域的民间工艺二 汉水流域民间文艺三 流行于汉
水流域的几大剧种第七章 宗教文化一 汉水流域道教产生的历史文化渊源二 汉水流域道教的产生三 汉
水流域道教的长足发展四 汉水流域道教的的全面繁盛五 汉水流域道教的的逐渐衰微第八章 移民文化
一 汉水流域历史上的移民二 荆襄流民运动三 汉水流域移民的历史原因四 移民对汉水流域经济、社会
与文化的影响五 中国与韩国在汉水文化上的惊人相似第九章 商旅交通文化一 通往中原的古代水道、
驿道和商队二 葛结在汉水流域中上游的蜀道三 蜀道上的栈道、阁道和碥路四 横亘东西、勾连南北的
汉水流域古代盐道第十章 科技文化一 天文与地震遥测科学二 医药科学三 铸造技术四 纺织技术五 漆器
技术第三编 汉水流域的文化结丛第十一章 汉中文化一 汉中的独特历史人文地理地位二 汉中的风土人
情三 汉中著名的风景名胜四 莲花落——汉中历史上独特的乞丐文化五 昙花一现的张鲁政教合一政权
六 汉中历史名人第十二章 商洛文化一 商洛的历史文化地位二 商洛古驿铺溯源三 “商洛八关”四 “商
山四皓”五 仓颉造字阳虚山六 商洛酒文化第十三章 房陵文化一 房陵文化的特点二 汉水流域的古文明
大国——庸三 房陵黄酒与房陵酒文化四 伍家沟民间故事村及故事五 吕家河民歌文化第十四章 南阳文
化一 蕴藉深厚的古南阳先楚文化和诗经文化二 南阳汉文化三 南阳内乡的衙门文化四 南阳古名人举要
五 当代“南阳作家群”第十五章 襄阳文化一 襄阳的历史文化地位二 襄阳万山与汉水神女三 襄阳先楚
文化四 襄阳的政治军事地位与襄樊围城之战五 襄阳历史文化名胜六 襄阳历史文化名人第十六章 荆州
文化一 荆州的历史文化地位二 荆州与三国历史文化三 刘表与荆州学派四 荆州的历史文化名胜五 荆州
历史文化名人第十七章 汉派文化一 汉派文化的历史演变二 汉派文化的古今代表事相例举三 武汉人与
汉派文化之批判第四编 汉水流域的特色文化形态第十八章 炎帝文化一 江北与江南的民族和文化源远
流长二 大江南北炎帝及其后裔的遗迹三 大江南北炎帝神农氏遗迹的同异四 论炎帝神农尝百草对汉水
文化的深远影响第十九章 楚文化一 楚国的兴起及楚文化的形成二 楚文化形成前文化遗存三 楚国的文
学与艺术四 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及其精神特质第二十章 三国文化一 何谓三国文化二 三国文化与汉水的
关系三 汉水流域三国文化的特征第二十一章 武当文化一 武当道教及武当道教文化研究二 武当武术三 
武当文学艺术四 武当建筑艺术五 武当道教养生与修炼养生的五项基本原则六 武当文化的特征第二十
二章 孝文化一 中华孝文化的历史发展及其内涵二 汉水流域孝文化的流变三 汉水流域古代孝文化的典
型代表人物及本事四 汉水流域孝文化的当代价值五 对孝文化的扬弃与创新第二十三章 神农架《黑暗
传》与汉民族史诗文化一 《黑暗传》在神农架的发现及成书二 《黑暗传》的故事梗概三 《黑暗传》
是否可以视为“汉民族神话史诗”四 《黑暗传》文化底蕴的多视角探测五 《黑暗传》的价值系统探
测第五编 汉水文化的精神要素分析第二十四章 汉水文化的特征一 开放性和广适性。
二 持久性和变化性。
三 丰富性和生长性。
四 过渡性和和谐性。
第二十五章 汉水文化精神一 首创首发、敢为人先的精神¨二 国家至上、勇赴国难的爱国精神三 公而
忘私、牺牲奉献的精神四 太和博爱、厚德载物的精神五 注重孝道、道德至上的精神六 独立求真、不
懈探索的精神第六编 汉水文化个案解析个案之一：汉水流域“寄死窑”之历史文化哲学解读一 对寄
死窑习俗的学术理论解析二 对“寄死窑”之历史文化哲学解读个案之二：汉水流域丧歌多文化向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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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系统结构一 丧歌习俗与汉水流域丧歌的分类二 汉水流域丧歌的多文化向度的价值系统结构探测
个案之三：论汉水文化旅游经济发展的前景与对策一 十堰市文化旅游资源基本存量现状分析二 十堰
市文化资源、文化产业与旅游经济融合的现状分析三 整合文化产业资源，大力推进文化旅游经济发展
个案之四：《桃花源记》与汉水流域桃花源求真一 东南西北著名桃花源述论二 《桃花源记》与汉水
流域竹山武陵源和桃花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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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汉水文化的精神要素分析重于从汉水文化的本体建构进行理性层面的深层分析和深度阐发，具体分
析其文化性格、文化心理和精神特质。
从其文化性格来看，主要表现于坚忍而刚毅、浑厚而精明、质实而空灵，以及清通而清逸、大气而灵
气（灵动、灵应、灵敏），明智而睿智（大智慧与小智慧），具有相济相成、相得益彰的性能特点。
从其文化心理来看，主要表现于均平意识（经济上）、流聚意识（行为上）、生态意识（环境上）、
兼容意识（文化上）、清美意识（审美上，以清为美）、尚智意识（思维上，以智为尚）、崇孝意识
（伦理上）、重振再兴意识（价值上）等，以及特定的祖先崇拜、鬼神崇拜和水神崇拜，具有在吐纳
中升华、在包容中超越的文化襟怀和人生境界。
从其文化精神特质来看，主要表现于敢为人先的首创首发精神，吞吐万方的兼容并包精神，独行独醒
的主体自由精神，清灵清通的惟清是尚精神，灵动洒脱的浪漫超越精神，注重孝道的道德至上精神，
不断进取的与世推移精神。
这些精神特质一体化地标示了汉水文化的内在风神，为汉水文化的精髓所在。
从汉水文化内在关系来看，主要表现为崇德与崇智、尚清与尚通、尚义与尚利、从经与从权的相兼相
制，表现出圆通而又圆融的文化气质。
汉水文化在其历史发展中，表现为多样与一体、传统与新变、本合与用异的关系，即共殊关系、延异
关系、体用关系，并且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鲜明地展示出文化通变规律、文化势差规律、文化创新
规律。
这些文化性格、文化心理和文化精神特质，与其流域人民群众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密切
相关；汉水文化本质上反映了人与河流的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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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次偶然的阅读，彻底改变了我对这个世界的印象。
在有关江河固有的知识中，我对“江河淮汉”的排序是深信不疑的。
殊不知，不断的考古发现，在突然之间就颠覆了我对人类知识的绝对信任！
而且，在以后不断增多的相应的佐证材料中，更动摇了我以前迷信的东西。
在著名的汉水文化散文作家李绍六先生《流动的文明》一书中，更是言之凿凿地指出，在中国的大江
大河中，汉江曾是最古老、最宽阔、最浩大的一条大江！
李绍六先生的发现，让一个生长在汉水流域土地上的人惊讶兴奋不已，更是骄傲自豪无比！
这种骄傲自豪使我陷入了对汉水文化深深的痴迷。
这次经历发生在1997年。
伴随着十多年青春岁月的流逝，在多次徒步沿汉江之滨行走之后，我对汉江的骄傲自豪有了坚不可摧
的认识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先后在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和政史系开设了“汉水文化研
究”的选修课，写成了《汉水文化概论》和《汉水文化论纲》的教材和专著。
我的初衷非常简单，就是想以此拙著作为对生我、育我的汉江的稚拙的歌唱和感恩戴德的奉献，并进
而让世人、让我们的子辈后人去了解汉江、认识汉江、热爱汉江、保护并开发建设汉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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