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淮 南 子》中 的 生 态 文 明 观
张纯林

《淮南子》 生态文明观， 根植于中
国土壤， 接中国地气。 在世界本原问题
上、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 《淮南子》
呈先秦哲学之遗风， 直面天、 地、 人。
在天时、 地利、 人和的三者关系中， 注
重对人的终极关怀， 凸显出中国哲学的
伦理色彩 。 这是对中国古代 “天人合
一” 文化哲学精神的传承和弘扬。 《淮
南子 》 生态文明观 ， “重现世 、 尚事
功， 学以致用”， 更具人间烟火气和经
济社会的政治意蕴， 更显中国哲学特色
和中国哲学气派。

《淮南子》 生态文明观的阐发， 以
汉初六十余年， “休养生息” 的利民政
策 ， 给当时经济社会带来繁荣稳定的
“文景盛世” 为理论背景。 在这种大环
境下， 淮南王刘安生活的年代， 一些汉
王朝当权者和新兴地主阶级贪欲享乐、
骄奢淫逸的劣根性故态萌发 。 破坏生
态， 暴殄天物、 斗富显贵、 攀比之风盛
行： 你喜好豢养观赏猛兽凶禽， 我偏爱
把玩收藏怪异奇物； 你喜好雕琢刻镂及
华丽纹彩的高楼深池， 我遍寻各种精美
织物和珍宝珠玉 ； 驰马打猎 ， 违背时
节； 赋敛无度， 搜刮民脂； 乱砍滥伐，
大兴土木、 建楼造屋； 烧山焚林， 猎杀
兽禽 、 大快朵颐 ； 好乐昏乱 ， 不惜民
力； 朝政混乱， 万民愁苦； 财钱贫乏，
生产荒废。

《淮南子》 生态文明观， 以朴素唯
物主义的理性， 敏锐地把这种人与自然
严重对立的矛盾， 放在维护汉王朝统治
和经济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 ， 加以审

视。 它认为， 这种现象如不及时以法制
止， 而是任其泛滥， 不仅会造成自然资
源的破坏 ， 而且会引起社会的混乱不
安， 甚至会葬送高祖先皇们创立的国泰
民安的政治局面。 由此， 《淮南子》 从
维护汉王朝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 产生
出一种强烈的、 时不我待的危机感和使
命感。

《淮南子》 生态文明观， 汲取道家
“崇尚自然” 及儒家 “和合” 思想之精
华， 大力倡导要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内在
和谐的精神家园。 在 《淮南子》 看来，
人与大自然乃是一脉相承的命运共同
体。 万物一源， 万物平等、 共存共生，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淮南子·俶真训》
形容说： “夫天之所覆， 地之所载， 六
合所包， 阴阳所呴， 雨露所濡， 道德所
扶， 此皆生一父母而阅一和也。” 这意
思是， 天所覆盖的、 地所承载的、 一年
之中季节相应变化所包容的、 阴阳二气
所孕育的、 雨露所滋润的、 道德所扶持
的人和自然万物， 全都产生于一个父母
一样的根源———天与地。 所以， 才共同
保持着休戚与共的和谐之气。

因此， 《淮南子》 在 《本经训》 的
篇章中， 借古喻今， 极力推崇远古 “三

皇” 治理天下时的 “至德之世”： 那时
的君王不逆天暴物， 能以上率下， 人们
的质朴本性因此没有改变， 欲望恬淡，
正气不泄。 形体和天地自然相通， 精神
和阴阳二气共存， 中和之气和一年四季
相和谐 ， 神明和日月相辉映 ， 天人合
一， 天地合美。 正因为这样， 苍天用道
德恩泽万物， 大地运载众生快乐生存；
春夏秋冬不会失其秩序， 风雨不会降下
灾害； 日月清朗放射光芒， 五星循轨运
行不偏方向。 在这样的社会盛世下， 天
道光辉普照海内， 凤凰麒麟也会翔临门
庭， 占蓍卜龟也显示吉兆， 甘美的雨露
降临， 翠竹粗壮饱满， 流黄宝玉露显，
瑞草生于庭院， 没有人把机巧伪诈之念
藏在心中。 人与自然的这种和合交融，
呈现出生态和谐完美的自然和社会景
象。

然而， 世风日下， 人心不古。 《淮
南子·本经训》 非常痛心地指出： 到了
夏桀、 商纣道德衰败的时代， 统治阶级
开山凿石采刻金玉， 雕玉镂金， 挑开蚌
蛤采珍珠， 熔铸铜铁制器具， 这样就使
自然资源大量消耗而不得繁衍 ； 剖兽
胎、 杀幼兽， 吓得麒麟不敢露面遨游；
掀鸟巢、 取鸟卵， 使得凤凰不愿出来飞

翔； 钻石取火， 伐木造楼； 焚烧山林，
捕猎禽兽； 放干河湖， 捕捞鱼虾； 百姓
们无衣少食， 农具缺乏， 而剥削者的仓
库却物储有余； 万物因此不能繁衍、 萌
芽， 新生的禽卵兽胎不能成活长大的情
况占了大半。

这样就造成自然界阴阳错乱， 四季
气候失去秩序， 雷霆毁坏万物， 雹霰降
落造成灾害， 大雾霜雪不散不停， 万物
因此枯萎夭折。 原本长青不衰的松柏修
竹， 竟在植物繁盛的夏季枯死； 原本川
流不息的大河大江也竟会干涸断流； 预
兆不祥的神兽夷羊出现在牧野之地， 蝗
虫漫山遍野 ； 天旱地裂 ， 凤凰不再降
临。

统治阶级贪欲成性， 对自然界的肆
意攫取， 导致资源匮乏， 供不应求， 必
然引起自然与人类的冲突； 与民争利，
必然引起官与民的冲突； 反抗和争斗的
范围日益扩大， 战乱随之兴起。

这种由自然生态平衡造成的破坏，
进而引发社会动荡、 政治生态失衡、 令
朝政不稳甚至危及诸侯王的情况， 《淮
南子》 借 “先王之法” 来阐明自己保护
生态文明的政治主张。

《淮南子·主术训》 这样写道： “故

先王之法， 不掩群， 不取麛夭； 不涸
泽而渔， 不焚林而猎； 豺未祭兽， 罝罦
不得布于野； 獭未祭鱼， 网 不得入于
水； 鹰隼未挚， 罗网不得张于溪谷； 草
木未落 ， 斤斧不得入于山林 ； 昆虫未
蛰， 不得以火烧田。 孕育不得杀， 鷇卵
不得探， 鱼不长尺不得取， 彘不期年不
得食。 是故草木之发若烝气， 禽兽之归
若流原， 飞乌之归若烟云， 有所以致之
也。” 意思是， 先王制定的法律规定是，
打猎时不准杀绝成群的野兽， 不准捕捉
幼小的麋鹿 、 不准放干池湖之水而捕
鱼， 不准焚烧森林驱兽打猎； 不到能捕
杀弱兽的时间， 不准在野外设置捕捉的
罗网； 没到水獭捕捉鱼群的时间， 不准
在水中撒网； 不到老鹰隼鸟捕杀兔等
食物的时间 ， 不准在山谷安装罗网 ；
草木还没凋落之前， 不准进山林砍伐；
昆虫还没开始蛰伏之前 ， 不准放火烧
荒 ； 不准捕杀怀胎的母兽 、 不准掏取
孵化着的鸟蛋 、 不准捕捞长不足一尺
的鱼 、 不准宰杀不满一年的幼猪 。 正
因为这些法律规定保护了生态环境 ，
所以草木生长如蒸汽一样蓬勃向上 ，
禽兽归山如泉水一样奔流， 飞鸟入林如
烟云聚集， 这些都归功于先王保护生态

环境的措施得当。
同时， 《淮南子》 在 《时则训》 的

篇章中， 又根据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
践中， 总结出来的自然界万物的生长、
发育规律， 以严令伐杀为主调， 逐一阐
发了一年十二个月中如何保护生物的主
张 ， 提出按照自然法则规律 ， 发布政
令， 教化官民。

《淮南子》 借 “至德之世” 和 “乱
国衰世” 鲜明对比的深刻教训， 发出正
义的呐喊， 告诫和警示当朝君臣， 要懂
得维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
这对缓和官与民的矛盾冲突、 维护朝政
稳定、 经济可持续发展极其重要。 另一
方面又借 “先王之法”， 把自己的生态
文明观和保护自然生态、 改善自然环境
的价值观和盘托出。

《淮南子》 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典籍， 在两千多年前， 它能够站
在那个时代哲学理论之巅， 从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高度， 从自然与社会辩证统
一的高度所发出的充满政治良知和人性
正义的呐喊， 其见解之精辟， 观点之鲜
明 ， 可以说 ， 虽源于前人但却超越前
人 ， 不仅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独树一
帜， 而且在今天仍具有深刻的启迪和借
鉴意义。

玫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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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总有回声 考烈王九大历史贡献
———楚考烈王记事

沈国冰

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楚王？ 他作出
了哪些历史贡献？ 如何给予他客观事实
的评价？ 我们又应该以怎样的视角来评
判他？ 这是历史的回响， 也是历史的追
问。 更是学界不能回避， 也无法回避的
重要学术课题和历史话题。

显而易见， 我们探讨楚考烈王熊完
的历史贡献， 既要放置于战国末期的时
间线上审视，也要放置于特定时代背景
下考量。 秉持客观、公正、事实的态度，
既不能刻意夸大拔高美化，也不能故意
放大缺点贬低矮化。

广义上的贡献。 所谓的广义， 是指
楚考烈王对于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
文化的历史贡献。

1
迁都寿春，荆楚淮楚文化交融辉映。

公元前 253 年，楚考烈王十年，楚考烈王
将都城从陈城（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
迁往钜阳 （今安徽省阜阳市太和县东）。
据考证，此时，楚国的都城仍在陈城，钜
阳只是陪都。公元前 241 年，“五国攻秦”
失败后，为避开强秦，楚考烈王采纳楚相
春申君黄歇建议， 迁都寿春。 寿春作为
楚国最后的都城，续国 18 年，历经 4 任
楚王，成为楚国的落幕之地，也是楚文化
的集大成之地。

可以想见， 如果没有楚考烈王迁都
寿春，没有楚国寿春 18 年、四任楚王，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寿县将逊色很多。 迁都
寿春， 寿春才有机会成为晚期楚国的政
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楚文化的中心
也由江汉流域转移至淮河流域， 荆楚文
化和淮楚文化在寿春交融辉映、 熠熠闪
光，得到升华和繁荣。

2
营建寿春， 泽被后世子孙。 公元前

262 年，也就是楚考烈王元年，楚考烈王
任命黄歇为楚相，封号春申君，赐淮北地
十二县作为封地。 黄歇改下蔡为寿春，
作为自己封地的治所。有学者考证认为，
此为寿春得名之始。 近年来， 随着寿春
城遗址考古深入推进， 特别是武王墩墓
主人基本锁定为楚考烈王熊完，学界越
来越一致地认为：州来国的都邑州来，蔡
国最后的都城下蔡， 楚国最后的都城寿
春，这三座古城，实为一处，就是寿春城。

学界有一种推断认为 ， 从公元前
262 年，也就是楚考烈王元年开始，楚考
烈王就意识到，当时的楚都陈城接近齐
国地界，齐国这个国家很不可靠，陈城又
地处淮河平原，既无大河阻隔，也无高山
凭踞，易攻难守，很不安全。 楚考烈王可
能早就萌生迁都寿春的战略构想， 因此
才将淮北地十二县（包括蔡县，其治所为
下蔡）封给春申君黄歇，意图让春申君黄
歇营建寿春，为迁都寿春做前期准备。按
照楚考烈王的授意， 春申君黄歇改下蔡
为寿春，全力加快寿春城基础设施建设，
营建楚王宫，加固寿春城墙，寿春城各项
功能设施得到大幅度提升和完善。 据寿
春城考古发掘发布的公开资料显示，已
探明寿春城遗址面积大约 14.6 平方公
里， 与楚国鼎盛时期的郢都纪南城遗址
16 平方公里，其规模相差无几。 可以想

见，当年寿春城的规模之大和繁盛程度。

3
归葬武王墩， 留下丰厚历史文化宝

藏。 公元前 238 年，考烈王在寿春去世。
武王墩墓主人基本锁定为楚考烈王。 目
前武王墩一号墓考古发掘正在进展之
中，出土的众多文物，价值连城。 楚王陵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也正在大力度快速
启建之中。 有学者认为， 武王墩或将和
秦始皇兵马俑、三星堆并肩齐名。

4
改封黄歇吴地， 成为开发沪苏浙先

驱。公元前 248 年，楚相春申君黄歇主动
提出献出自己的封地淮北地十二县，改
设淮北郡， 其淮北封地十二县的治所寿
春，作为楚国都城，请求改封到吴地。 楚
考烈王批准同意。吴地，就是吴、越故地，
大致在今天的江苏苏州、 无锡， 上海闵
行、松江、浦东，浙江湖州一带地域。 公
元前 248 年， 春申君黄歇来到自己的新
封地吴地， 把治所选定在今天的苏州。
从公元前 248 年开始 ， 一直到公元前
238 年，长达 10 年时间，春申君黄歇全
身心投入开发沪苏浙地区。 春申君黄歇
给吴地带来楚国京畿寿春的先进文化、
先进生产力，他组织带领民众开挖水利工
程，疏导洪水，清淤水道，拓宽河道，发展
农业生产，加快当地经济发展。 尤其重要
的是，促进了楚文化、吴越文化的交融。

公元前 248 年， 成为浙江省湖州市
的建城始年。春申君黄歇被尊称为上海、
湖州、 寿县的共同开城之祖。 上海简称
申，黄浦江又称为黄歇浦、浦江、申江，都
与黄歇开发上海有关。 上海闵行区现有
春申桥、春申湖、春申大街、春申广场、春
申小区等。 与安徽淮南市的春申湖、春
申大街等名称，不约而同，遥相对应，浑
然天成。 所以又有“上海曾经是寿县郊
区” 的民间之说。 苏州把春申君黄歇作
为城隍爷供奉。 无锡遗留大量以春申为
名的水利、灌溉工程。 时至今日，上海、
苏州、湖州、无锡、淮南（寿县）等地，对春
申君黄歇仍充满敬仰之情。 显然， 所有
这些， 都离不开楚考烈王的鼎力支持。
楚考烈王熊完、楚相春申君黄歇，当之无
愧为开发沪苏浙之先驱。

狭义上的历史贡献。 所谓的狭义，
是指楚考烈王对于楚国、楚人、楚文化的
历史贡献。

5
挺身而出， 为楚国赢得宝贵战略机

遇期。 作为楚国太子、储君的熊完，在楚
国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在楚人面
临国破家亡的关键时刻， 义无反顾地站
了出来，临危受命、肩负起国家重任，前
往秦国当质子（人质）。 出发前往秦国当
质子的时候， 熊完年仅 17 岁。 公元前
272 年至公元前 263 年， 太子熊完在秦
国当了 10 年质子。

他在咸阳为质子期间， 充分利用宣
太后芈月、秦相魏冉等楚国力量，擅于发
挥自身优势，克服诸多不利因素，审时度
势、因势利导，通过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外
交活动， 极大缓和了秦楚之间的尖锐矛
盾，不遗余力弥合秦楚关系，赢得了秦昭
襄王瀛稷的高度信任。太子熊完成功促成
秦国把矛头从楚国转移， 集中指向韩赵
魏。 从而为楚国赢得 10 年宝贵战略机遇
期，国家和民众得到喘息和休养生息。

6
励精图治， 实现晚期楚国发展和中

兴。 公元前 263 年秋， 太子熊完接任楚
王，是为楚考烈王。 他担任楚王后，继续
奉行亲秦外交策略。秦昭襄王很不放心，
多次试探楚考烈王对秦国的真实战略态
度。 楚考烈王清醒地认识到，秦、楚的实
力已经相距甚远，如不改变对秦策略，楚
国将很难图存。楚考烈王表示愿意事秦，
并主动将夏州割让给秦国，以表达诚意。
以土地换和平，向秦示弱，对秦进行战略
麻痹。 成功实现对秦战欺诈和隐忍。 又
为楚国赢得 6 年宝贵和平时间， 直到秦
赵邯郸之战爆发。

秦昭襄王采纳并实施范雎提出的
“远交近攻” 策略， 将兵锋集中指向韩、
赵、魏。秦、赵长平之战爆发。长平之战，
也是秦、赵之间的战略对决，此战，赵国
元气大丧，再也无力挑战秦国。在楚相春
申君黄歇的竭力辅助之下， 楚考烈王励
精图治， 选拔使用一批有能力有作为的
优秀文官、武将，对民众采取休养生息，
经济得到发展，国力得到恢复和提升。在
楚考烈王的任期内，楚国实现了中兴。

7
吞灭鲁国， 拓展楚国疆域和领土。

公元前 255 年，楚考烈王八年，楚考烈王
命春申君黄歇出兵攻打鲁国，把鲁顷公

从鲁国都城迁出， 封在莒地。 楚国重新
强大起来。公元前 249 年，楚考烈王十四
年，鲁顷公去世，楚考烈王没有允许鲁国
袭封新的鲁王，鲁国彻底灭亡，鲁国地域
被纳入楚国版图。

这是自公元前 278 年郢都被白起攻
陷之后，30 年来， 楚国首次获得新的领
土。 楚考烈王得到楚国民众高度认可和
普遍尊崇。楚考烈王在楚国国内的威望，
达到巅峰。

8
担任纵长，发起第五次“五国攻秦”。

公元前 241 年，楚考烈王二十二年，楚、
燕、赵、魏、韩五国联军攻秦，推举楚考烈
王为纵长， 楚相春申君黄歇为联军总指
挥，史称第五次“五国攻秦”。

“五国联军”逼近函谷关，但被秦军
击败。 第五次“五国攻秦”虽然失败，但
显示了楚国作为东方五国之首的强大影
响力和号召力， 让秦国强烈感受到不畏
强秦、永不屈服的楚人精神。

9
邯郸取胜， 楚国声望和影响大幅提

升。 公元前 257 年，楚考烈王六年，邯郸
被秦军围困 2 年， 形势危急。 赵国向楚
国、 魏国求救。 赵国平原君赵胜带领包
括毛遂在内 20 名门客，通过好友楚相春
申君黄歇力荐，得以面见楚考烈王，请求
楚国出兵救赵。 毛遂说服考烈王。 楚考
烈王命春申君黄歇、 名将景阳率领楚军
出兵救赵。 魏国信陵君窃取兵符， 率领
魏军救赵。 楚、魏联军会师邯郸，大败秦
军。 邯郸之围解除，取得邯郸之战胜利。
邯郸之战， 是自公元前 278 年白起拔郢
之后，楚军首次取胜秦军，破除了楚军遇
秦必败的魔咒， 彻底打破了秦军不可战
胜的神话，极大提振了楚人自信心。

楚考烈王的国际声望大幅度提升。
当然，这也导致维持了 16 年的秦、楚友
好关系彻底破裂。在历史的时光隧道，俯
瞰 800 余年波澜壮阔楚史长河， 考烈王
熊完以 25 年楚王任期，52 岁短暂一生，
倾其所能创造出非凡成就。无疑，他是春
秋战国那个特殊时代的浩瀚星河， 一颗
闪亮的星。正是这些无数颗闪亮的星，汇
聚成为今天中华民族、 中华文明灿烂星
河。历史总有回声。每一位作出贡献的先
祖，都会赢得后世们的尊崇。请记住他的
名字：楚考烈王，熊完。

二十四节气的历史起源
及文化内涵浅析

樊鑫淼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 二十
四节气以其独特的智慧和魅力， 成为
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是古代农耕社会的时间指南 ，
更是一种深刻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哲学的文化符号。 二十四节气的历史
起源， 蕴含着先民对天文、 气象、 物
候等自然现象的深刻理解和精确观测，
其文化内涵丰富， 影响了中国人的生
活方式、 节日庆典、 饮食习惯以及文
学艺术创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 二十四节气不
仅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指导作用， 更
在现代社会中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
式， 被国际社会所认可和保护。 它的
独特贡献在于， 它不仅是时间的划分，
更是一种生活哲学的体现， 提醒我们
顺应自然规律， 珍视与自然的和谐关
系。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
的产物， 它是根据太阳在一年中对地
球的影响概括总结的气象历法。 二十
四节气的形成是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
最早的节气概念可以追溯到商朝， 当
时可能已经出现了夏至和冬至的记载。
到了战国时期， 二十四节气的理念基
本形成， 并在秦汉时期得以定名。 西
汉初年制定的 《太初历》 将二十四节
气明确加进历法中， 成为农历的一部
分。

二十四节气最初是依据斗转星移
制定的， 古人根据北斗七星在夜空中
的指向， 指导农业生产不误时节。 西
汉武帝时期将 “二十四节气 ” 纳入
《太初历》 作为指导农事的历法补充，
采用圭表测影法在黄河流域测定节气。
现行的 “二十四节气” 是来自三百多
年前订立的依据太阳黄经度数划分的
方法， 自 1645 年起沿用至今。

二十四节气不仅在中国， 也在东
亚、 东南亚地区的其他国家和文化中
被广泛使用和传承， 体现了古代中国
人民的智慧和对自然界的深刻理解 。
2016 年， 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 这进一步证明了其在全球文化

遗产中的重要地位。
二十四节气不仅是中国古代农耕

社会的时间指南， 它还蕴含着深厚的
文化内涵， 体现了中国古代人民对自
然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尊重自然的哲学
思想。 二十四节气与中国的传统节日、
民俗活动、 饮食文化、 文学艺术等多
个方面紧密相连， 是中华民族智慧的
结晶。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二十四节
气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 ，
即人应顺应自然规律， 与自然和谐相
处。 这种思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应
与自然界的节律相协调， 以达到最佳
的生产生活状态。

农业生产的指导： 二十四节气为
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的时间依据， 指
导农民根据季节变化进行播种、 灌溉、
施肥、 收获等农事活动， 确保农作物
能够在最适宜的时节得到种植和管
理。

民俗生活的重要节点： 许多传统
节日和习俗与二十四节气相关， 如立
春鞭春牛 、 清明踏青 、 冬至祭祖等 ，
这些活动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 增
强了社区的凝聚力。

文学创作的灵感来源： 二十四节
气为古代文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许多诗词歌赋中都有对节气变化的描
绘， 这些文学作品不仅展现了自然之
美， 也反映了人们的情感和哲思。

饮食文化的体现： 二十四节气还
影响了中国的饮食文化， 不同的节气
有不同的食俗， 如立夏吃苦菜、 冬至
吃饺子等， 这些食俗有助于人们根据
季节变化调整饮食， 以适应自然环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 2016
年， 二十四节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这不仅是对其历史价值的认可， 也是
对其在当代社会中传承和发展重要性
的强调。

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内涵不仅在历
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且在现代社
会依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实用价
值， 它是连接过去与现在、 自然与人
文的重要纽带。

二十四节气的独特贡献在于它不
仅是时间的划分， 更是中华文化中人
与自然关系的体现， 它的传承和发展
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
意义。

罡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