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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湘文化是形成 、发展和传播于湖南省境内的一种地域文化。为了更好地弘扬湖湘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在当代

社会的继承 、创新和应用 ,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活力 ,还需要学者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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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之一的湖湘文化是形成 、

发展和传播于湖南省境内的一种地域文化。人们对它的研

究历经百年不衰 , 研究的内容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丰富 , 成

果也越来越多。 20世纪 90年代以来湖湘文化研究进入到

了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 ,在学术继承的同时有了新的创新。

为了更好地弘扬湖湘文化的当代价值和在当代社会的继

承 、创新和应用 ,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活力 , 本

文拟对湖湘文化的研究作一综述。

一　湖湘文化的源流 、发展及特征研究
关于湖湘文化的源流 ,谢涛(2002)[ 1]将湖湘文化的源

流概括为两种:第一种是湖湘文化的源流大致在湖湘理学

创立的北宋末年;第二种是春秋时代的楚国文化甚至先楚

时代的蛮夷文化。第一种源流的依据是谢涛(2002)根据

彭大成(1991)[ 2]引用郭篙焘 “盖濂溪周子与吾夫子 ,相去

七百载 , 屹立相望。揽道学之始终 , 亘湖湘而有光 ”的话 ,

将周敦颐视为湖湘文化的开山之祖。同时认为两宋之交在

岳麓书院讲学的胡安国 、胡宏父子以及南宋的张南轩是湖

湘文化的最初奠基者。另外根据周跃文(1993)[ 3] 的 “湖湘

文化作为相对独立的地方文化而言 , 最初是以南宋时期湖

湘理学一派的创立为其突出标志”的观点以及杨金鑫

(1995)[ 4]认为湖湘文化的发展源流应是在湖湘学派的创

立之时 , 而 “湖湘学派始于南宋 , 胡安国首开先声 , 其子胡

宏独创新论 , 门人张南轩衍其说因而大成。”另外 , 还有饶

怀民 、杨念群 、王继平等人所持的观点。他们的观点基本上

都是基于将湖湘文化等同于理学中的湖湘学派 , 由此而产

生了第一种观点。第二种源流的依据是谢涛(2002)[ 1] 采

用了罗福惠先生早在 20世纪 80年代提出的观点 [ 5]和罗敏

中(1997)[ 6]的观点 “湖湘文化的源头是楚文化 , 因为湖南

的原著民杨越是楚蛮的一支 ,从畛域上来讲 , 湖湘亦为古荆

州 ,早在楚成王时便受周天子之赐:̀镇尔南方夷越之地 ,

无侵中国 ' , 正式纳入楚国的版图 ”的观点以及陈甲标

(2000)[ 7]指出湖南早在夏商西周的先楚时代 , 便在和中原

文化的不断冲突和融合之中形成了自己的先楚文化。到了

楚国开拓南疆将湖南置于版图之后 , 湖南的先楚文化便和

楚文化融合 , 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 “湖湘楚文化”等观

点。他们的观点是将湖湘文化的研究视角放在大文化的框

架之下 ,即文化不仅包括见诸文字的以思想文化为主的高

级层面 ,而且应该包括诸如生活方式 、心理素质 、风俗习惯 、

民族心态等低级层面而形成。

然而 ,周秋光(1999)[ 8] 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湖

湘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将湖湘文化的源流分为了三

种:第一种认为湖湘文化发祥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 ,楚

文化中的祝融文化和蛮夷文化是它的直接源头;第二种认

为湖湘文化以宋代讲究义理之学的湖湘学派为其源头;第

三种认为 , 从广义上说 ,湖湘文化起源于楚文化 , 它不仅包

括传统文化 , 也包括现在的和先秦 、秦汉在内的文化;而狭

义上的湖湘文化则是个学术概念 ,形成于宋代 。

对于以上二源说 、三源说两类分法 , 本质上没有什么大

的差别 ,只是分析问题的角度有点不同 , 都有其合理的方

面。况且目前对于源流问题 ,也没有产生新的观点。并且

基于近代以来对中国社会影响很大的湖湘文化实质上是以

湖湘理学为思想支点的一种文化 , 它伴随着数代湖湘理学

大师的理论阐发和辉煌功绩深入广大湖湘人士的心中并凝

聚成一种永恒的情结 ,所以 , 将湖湘文化的研究重心置于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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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理学 , 又将湖湘理学的研究重心置于近代湖湘可以说是

众望所归。

关于湖湘文化的演进 ,彭大成(1991)[ 2]对近代以后的

湖湘文化的演进途径 ,根据湖湘文化发展的思想线索 , 分成

两条思想线索:第一条是由王夫之———谭嗣同———杨昌

济———毛泽东的爱国主义和民主启蒙思想发展路线;第二

条是由王夫之———曾国藩———杨昌济———毛泽东的中国传

统文化思想发展路线 。认为两条思想脉络的起点都是王夫

之 , 终点则是毛泽东 , 其中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传承起了

重大作用。周秋光(1999)[ 8]概括了很多学者的观点 ,对湖

湘文化的整个发展过程 ,以发展兴衰时期为标准 , 将湖湘文

化的发展演进分四个阶段:南宋时期的第一次大融合形成

了古代湖湘文化;洋务运动时期的第二次大融合 , 使已经世

致用为特征的湖湘文化兴盛于一时;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

的第三次大融合 , 使湖南全省风气大开;新文化运动以来的

第四次大融合 , 是湖湘文化发挥巨大社会功能的时期。 饶

怀民则认为近代湖湘文化的发展大体上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战争为止 , 为地主阶级的

经世派 、洋务派文化时期;第二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到辛亥

革命 , 为资产阶级维新派 、革命派文化时期;第三阶段从辛

亥革命失败到五四运动前后 , 为无产阶级新文化时期。 整

体来看 , 学者们对湖湘文化的演进过程或按人物划分 , 或按

时间段划分 , 划分角度不同因而结果也就不同 , 但大家对湖

湘文化从北宋末年到近代经历了一个由盛到衰再到盛的过

程 , 而王夫之是湖湘文化振弊起衰的关键人物这一点持认

同态度却毫无疑义。

关于湖湘文化的特征 ,学者们研究的非常多 , 从不同的

方面 、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很多特征。首先是研究湖湘文化

积极方面的特征 , 彭大成(1991)[ 2]将湖湘文化的主要特点

归纳为:哲理思维和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经世致用的哲学

思想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气化日新” 、自强不息的奋

斗精神;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运筹决胜 、平

治天下的军政谋略等五个特征。陈先枢(1997)[ 9] 对湖湘

学风的特征进行了探讨 ,指出湖湘学风具有经世致用 、伦理

践履 、文化乡恋和教学图新四个重要特征。 谭双泉

(1997)[ 10]认为面对晚清 “二千年来未曾有的大变局” , 湖

湘文化在近代发生了嬗变 ,她表现出敢于同旧传统决裂 、坚

持崇尚实学 、 “旧瓶装新酒”等等与以往不同的特征。陈甲

标(2000)[ 7]专门论述了湖湘文化的兼容性特征 , 认为早在

先秦时期楚国和湖南原著民之间不断战争和融合之中产生

的 “湖湘楚文化”便已具备了兼容的特点 , 秦汉以后湖南不

断的人口迁移又进一步加强了湖湘文化的这种兼容并蓄特

性。他还指出湖湘文化的这种兼容性对于整个湖南社会产

生了全方位和多角度的影响。罗敏中(1997)[ 6]对古代的

湖湘文化特性进行了研究 ,指出其具有的 “蛮 ”性特质 , 并

认为这种 “蛮”性可分三个层面来解释:其一是指这种文化

中所蕴涵的原始野性 ,它产生了湖湘文化中开拓和蛮干的

双重文化功效;其二是指在这种文化中体现着强烈乡土意

识和怀乡恋乡情结;其三是指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强精神。

还有的研究者从湖南特定的地理环境出发分析了湖湘文化

所具有的鲜明地域风格和特色:在性情和气质方面 , 其特色

主要体现在 “淳朴敦厚的民性 , 强悍刚烈的民风 ”上 , 使得

湘人具有勇于任事 、不甘沦落和不屈不挠的开拓精神;在行

为习俗方面 ,表现为 “克己谨慎而保守 ” ;在思想品德方面 ,

集中表现在 “崇尚程朱理学 , 讲究道德修养 , 注重节操志

向 ,不妄言 , 不妄为 ” 。周秋光(2001)[ 11]则通过对湖湘文

化发展变化的脉络 ,将湖湘文化的主要特点归纳为:历史源

远流 ,绵延传承 , 有一种明显的连续性 ,政治意识极为强烈;

爱国主义传统尤为突出 , 历久常新 , 激励三湘儿女奋发图

强 ,报效祖国;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奋

斗与创新精神。管仕福(2004)[ 12] 通过从湘籍历史名人的

思想中 ,从深厚的历史文化中总结了湖湘文化具有务实观 、

变化发展观 、和合观 、民本主义 、强调坚忍等五个方面的特

征:另外 , 有的学者还对湖湘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之间的特

征进行了比较。如杨念群(1997)[ 13] 的《儒学地域化的近

代形态——— —三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 》, 对湖湘文

化的学理根源———湖湘理学 , 以及湖湘知识群体在近代出

现的儒学 “地域化”状态之下和江浙 、岭南进行了卓有成效

的比较研究。他认为 “儒学地域化过程所导致的思维范式

的多元化 ,会形成绵延久长的传统 , 它统摄着不同地域知识

分子群体对待西学侵入所采取的迥然不同的话语应对策

略” 。这种传统在湖湘表现为强烈的政治思维和帝王之学

盛行 ,在岭南表现为神秘主义主导下的理想主义 “政治神

话”的重构 ,在江浙则表现为学术职业化和专门化的倾向

大兴其道。周秋光(1999)[ 8]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湖

湘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中综合学者们的观点将两湖文

化 、湘赣文化作了比较 , 认为湖湘文化与这两种文化相比 ,

既有相同又有不同。两湖文化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

神 ,重经世致用 , 都有一定程度的民本思想和张扬个性 、敢

于探索 、接受新知 、文学艺术上富于想象 、追求瑰丽新奇等;

不同之处表现为:一是社会发展与文化重心移动不同;二是

文化精英政治意识和强弱不同;三是文化的连续性不同;四

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体现者士绅的力量和影响也很大不

同。而湖南 、江西则都是山河走向一致的内陆省份 , 气候和

土地 、矿产资源相似 , 清代前期江西远胜湖南 , 而近代湖南

迅速崛起 ,既与明末清初江西移民大量进入湖南有关 ,也和

湖南近代以来地理政治环境的变迁密不可分。卢清华和周

芬芬(2006)[ 14]将湖湘文化与中国其他文化相比较 , 认为湖

湘文化具有民俗性 、包容性 、历史性等三大特征。还有的研

究者对湖湘 、江淮 、闽粤三大区域文化近代民主思想进行了

比较 ,认为湖湘文化中的近代民主思想比江淮和闽粤少了

一个 “产生”阶段 , 由此便使得湖湘的近代民主思想具有

“失风气于先 ,得风气于后 ”以及 “强调政治 , 忽视经济”的

特征 ,等等。

其次 ,有一些学者对湖湘文化消极方面的特征也进行

了深入研究。谭长富和康化夷(2004)[ 15] 通过对湖湘文化

中的固守传统 、缺乏创新精神;过于浓烈的民族情节 、拒斥

外来事物而缺乏开放精神;重农轻商 、重义轻利而局限了科

技工商的发展;自负矜持而易于脱离现实等四个方面进行

了反思;而周秋光(2001)[ 1]则认为湖湘文化的缺陷有四:

经济上极冷 、政治上极热的两极分化倾向;经世致用的学风

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湖南人急功近利 、缺乏对人的终极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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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 , 过于强调经验的作用而忽视了理论的建构;易走极端 ,

保守与激进并存;“楚材晋用”现象较为突出。 除此之外 ,

缺乏大局意识 、有时窝里斗;不合群 , 团结精神差;性格急

躁 , 不能虚衷受益;不善纳言和向他人求教;也不善于包装

和推销自己 , 等等。学者们希望在继承和弘扬湖湘文化时 ,

能全面科学地去认识湖湘文化的这些特质和社会作用 , 进

而能有效地遏制和克服其缺失和负面因素 , 以期湖湘文化

在中国乃至世界璀灿的未来。

二　湖湘文化与湖湘人物研究
对湖湘人物的研究 ,目前主要集中在对近代湖湘人物

的研究 , 分两个层面:一是湖湘人物研究 , 它又包括对湖湘

人物的个案研究 , 以及湖湘文化与湖湘人物之间关系研究;

二是湖湘人才群体研究。

(一)对湖湘人物的个案研究

湖湘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叱吒风云 , 可以说产生了

很多推动中国历史车轮的人物 ,所以 , 湖湘人物的研究不仅

是湖湘文化研究的重点 ,而且也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的重点。对于毛泽东 、曾国藩 、郭嵩焘的研究是近年来湖湘

人物研究的最热点 , 尤其是对于郭嵩焘的研究近年来颇受

学术界关注 , 大有超越曾国藩研究之势。 不仅在史料整理

上 , 大量的郭嵩焘著作得以出版 , 而且就郭嵩焘的洋务思

想 、人才思想 、外交思想以及郭嵩焘和湘军集团的关系等诸

多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 , 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高

水平的论文和论著。王兴国 [ 16]专著《郭嵩焘评传》可以说

是这时期郭嵩焘研究的学术大总结 。王夫之 、魏源 、谭嗣

同 、左宗棠 、黄兴 、蔡锷和杨度亦是这一时段湖湘人物研究

中的热点 , 其中王夫之和谭嗣同不仅是史学界而且是哲学

界的重点研究对象。 另外 , 还有一些湖湘人物长期以来不

为学术界所重视和关注 ,而地位又相当重要的湖湘人物近

年来的研究力度也在加大。例如周秋光对熊希龄的系列研

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 在八九十年代里一共编著了 6部

专著 , 写了近 30篇相关论文。饶怀民(1999)[ 17]对于李燮

和的研究也颇引人注目 ,在爬梳史料的基础之上 , 对史学界

关于李燮和在光复会重建 、第二次倒孙风潮 、上海光复及李

陈争督和列名筹安会等问题上的旧论进行了质疑。章犹才

和欧阳斌(1996)[ 18]通过对蔡锷的人格进行分析 , 研究了湖

湘文化从 “古代传统观念到近代民主革命观念的转化嬗

变” ,指出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变革大潮中必须 “穷通损益”

来扬弃陈旧的传统 , 才能 “葆其活力 , 培育新人” 。 张云英

和罗建英(2006)[ 19]通过对毛泽东个性特征的分析研究 , 认

为以王船山为代表的近代湖湘文化 , 蕴育了毛泽东的独特

个性:哲理思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的思维模式 , 造就了

毛泽东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神奇结合的虎气与猴气相统一

的独特的个性气质;气化日新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蕴育

了毛泽东 “动” 、 “斗”性格;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

意识 , 豪迈自负 、救中国自湖南始 , 济天下自我始的历史责

任感 , 造就了毛泽东自信 、豪迈 、乐观的个性;经世治用的实

学思想蕴育了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的力行意识。

(二)对湖湘文化与湖湘人物之间关系研究

彭大成(1991)[ 2] 将王夫之视为近代湖湘文化发展的

源头。杨金鑫(1995)[ 4]认为 “王船山是湖湘学派承上启下

的关键人物” , 在明末清初 , 他继承和发展了湖湘学 , 使湖

湘学 “大倡于湖湘 , 而遍之天下” 。 王兴国 [ 16] 认为郭嵩焘

对于湖湘文化有三大贡献:郭嵩焘是近代探讨湖湘文化优

良传统的第一人 ,宣扬了由屈原 、周敦颐至王夫之 、曾国藩

一脉相传的湖湘文化之精髓;郭嵩焘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兴

盛进行了研究 ,得出了影响湖湘文化发展的三大原因;郭嵩

焘不仅在学理上积极宏扬湖湘文化 , 而且亲身实践湖湘文

化中经世致用 、兼容并蓄之博大精神。等等。

(三)湖湘文化与近代湖湘人才群体研究

研究湖湘文化绝对不能回避近代的湖湘人才现象 , 湘

地在近代以来一扫蛮夷之风 ,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崛起了一

大批近现代史叱吒风云的人物 ,思想家 、哲学家 、政治家 、军

事家 、战略家 、外交家 、文学家 , 等等 ,可谓灿若星辰 , 叹为观

止。 “一部中国近代史 , 半部由湘人写就” , 正是这种情形

的真实写照。那么 ,湖南何以在百余年里一拨接一拨地涌

现出那么多名垂青史的人物呢?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相关

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 ,展开的层面不断地深入 ,切入的角度

也越来越新颖。

关于近代湖湘人才群体兴起的时期 , 绝大多数研究者

将之定为湘军兴盛的咸同年间。历史学家谭其骧认为:

“清季以来 ,湖南人才辈出 , 功业之盛 , 举世无双。”陶用舒

(1996)[ 20]通过分析道光年间以陶澍为中心的湖湘经世派

群体 ,认为无论在人才的比重和质量上 , 还是在对后世的影

响力上它都可以说是近代湖湘人才群体的开端。研究者们

最关注的问题还是近代湖湘人才群体产生的原因 , 对此 ,学

术界兴趣盎然 ,各抒所见 , 颇能成一家之言。综合下来 , 重

要的观点有以下几家:

其一 ,地理和民风的塑造。钱基博和李肖聃(1985)[ 21]

较早提出类似的见解 , 他认为湖南 “人杰地灵 , 大儒迭起 ,

前不见古人 , 后不见来者 , … …义以淑群 , 行必厉己 ,以开

一代之风气 ,盖地理使之然也。”张朋圆和林增平也先后探

索了这种观点。在 20 世纪 90年代的研究者中 , 朱翔

(1995)[ 22]指出湖南的自然地理环境 、社会地理环境和政治

地理环境都适宜于高层次军政人才的培育。 张伟然

(1995)[ 23]专门论述了湖南的民风和士人气质 , 提出了和前

人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湖南的民风由古代到近代经历了两

个方面的变化 , “一是从古代的怯懦畏事到近代的强悍果

敢 ,二是从古代的懒惰到近代的勤奋 ” , 民风影响士气 , 所

以湖湘士人在此种民风的熏陶之下形成了特有的果敢 、负

气和质直的气质。另外 , 杨念群 、陶用舒 、周秋光也很关注

这一原因。

其二 ,文化的塑造 , 这主要是指湖湘学风在近代湖湘人

才群体兴盛中的作用。刘四平和吴仰湘(2002)[ 24] 引《湘

学新报》例言所说:“学术为政治之本 , 学术明斯人才出” ,

指出了湖湘学术之蓬勃兴盛和湖湘人才的联袂群起是相伴

相随的 ,宋末和近代是湖湘人才最鼎盛的时期同时亦是湖

湘学术最昌明之时。陶用舒(2000)[ 25]则专文论叙了湖湘

经世之学对湘军人才群的重要作用。杨念群(1997)[ 13]通

过湖湘书院作为 “湖湘知识阶层凝聚权力的象征”进行了

深入地分析 ,探寻了湘籍学人在咸同以后崛起的深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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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其三 , 群体关系对于人才形成的影响。 陈先枢

(2000)[ 26]认为家族 、血缘关系乃至桑梓之情既为人才的脱

颖而出营造了氛围 , 又为人才群体的形成编织了纽带。 以

家族 、血缘关系结成的群体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主要的群体

之一。在这个群体之中 , 名人的形象 、目标和规范往往会成

为其亲属 、后人行动的指南 ,成为他们努力达到的标准。朱

翔(1995)[ 22]提出了近代湖湘在人才规律上的人才团 、人才

链集聚效应。杨念群(1997)[ 13]在这方面也有过许多新颖

的表述 , 例如他认为崇祀先贤远祖是湖湘人士一种独特的

文化传承使命 , 这种文化传承使命 “一旦通过婚姻师友之

谊的网络与政治军事组织相联接 , 就会转化为凝聚权力的

有效手段” ;他还用韦伯的 “卡里斯玛共同体”来比附湘军

团体 , 认为这是一种以情感性地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 , 它通

过对于个人感召力的宣扬来构就团体的凝聚力 , 使得整个

团体显现出 “精英化倾向” 。

其四 , 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状况

对于人才形成的影响。戴日光和付涛(2007)[ 27] 认为 “自

鸦片战争以后 , 中国面临着一个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代

化转型的重大课题 , 国家和民族亟需杰出人才 ” , 在这种社

会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状况下 ,湖南近代人才群的产生和

成长有了有利的条件和机遇 , 从而诱发湖南人才群体的崛

起 , 此为外因。

三　湖湘文化与近现代中国关系研究
湖湘文化其最大影响力的发挥便在于它对近代中国现

代化的重大促进作用 ,这亦是湖湘文化引起学术界重视和

关注的重要原因 , 所以关于湖湘文化与近代中国现代化的

关系研究是湖湘文化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该问

题涉及面很广 , 这里仅就近年来学术界在湖湘文化研究视

角之下进行的主要成果作一简单介绍。

(一)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研究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 , 目前主要集中在湖湘文化中所

蕴涵的教育思想研究 、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之间的关系研

究等两个方面。

关于湖湘教育思想研究 , 大多数学者都是对湖湘人物

的教育思想开展研究 。如王立新(1999)[ 28] 、唐兆梅和李莉

(2000)[ 29]分别研究了湖湘学派宗师胡宏的教育思想 , 从教

育目的上 , “夫为是学者 , 非教士子美食逸居 , 从事辞藻 , 倖

凯名第 , 盖将使之修身也。身修 ,然后人伦明 ,小民亲 , 而人

道立。”阐述了其教育目的首先定位在 “修身 ”上 , 然后实现

“体用合一” 。从教育方法论上 , 第一 ,坚持 “存疑”的原则 ,

强调 “读书一切事”应有 “见处 ” 。第二 , 切忌速成 , 尤忌骄

傲。徐善广和张林川(1982)、周慧杰(1992)、唐兆梅和李

莉(1999)以及邓天红(1999)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王夫之

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罗海兵(2003)[ 30]从其教育思想的

角度探讨魏源教育思想所蕴含的丰富的湖湘文化传统及其

对湖湘文化的发展。兰婷和张作岭(2003)[ 31]从教育目的 、

教育作用 、教育内容 、道德教育以及教育原则与方法等方面

研究和探讨了曾国藩的教育思想。然而 ,从 2004年开始一

些学者开始从湖湘学派整体角度研究湖湘教育思想。朱璋

龙和张玉萍(2004)[ 32]通过对湖湘文化及其蕴涵的教育思

想研究 ,阐述了湖湘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 , 即为经世实学教

育思想—洋务教育思想—维新教育思想———资产阶级教育

思想。黄守红和单苹(2004)[ 33]研究了湖湘学派强调使

学习者 “修身成德 , 明体达用 ,学以致用 , 匡济时艰 ”的教育

目的和 “知行互进 、坚持存疑 、提倡讲论”的教育方法。

关于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之间的关系研究。 蒋作斌

(2002)[ 34]阐析了湖湘文化的内涵和特点 , 揭示湖湘文化的

传承是怎样为湖南教育的发展提供文化土壤的问题 , 并进

而探讨了在当今社会我们又将怎样继承和发扬优良的湖湘

文化传统来为湖南教育的发展服务。舒放 、黎梦龙和陈选

才(2004)[ 35]通过从古到今湖南教育的起始 、初兴 、兴盛与

现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四个阶段分析 , 论述了湖湘文化和

湖南教育是一脉相承的 ,具有兼容性 、合一性和同一目的性

的 “血缘”关系。李选才 、舒放 、黎梦龙等(2005)[ 36]研究了

湖南教育多元化格局与湖湘文化交互渗透的关系问题 ,

等等。

(二)关于湖湘文化与洋务思潮的关系研究

周辉湘(1998)[ 37]专文进行了论述。他认为洋务派的

首领们经过对湖湘文化集大成者王夫之经世济民思想的继

承 , “架起了一座由湖湘文化通向洋务思潮的桥梁” 。 但

是 ,湖湘文化在孕育了洋务思潮的同时 , 它只是一种封建统

治的 “自我调节理论” , 故而这种 “经世观”只能为封建统治

进行输血 ,而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制造新鲜血液。

(三)湖湘文化与戊戌维新研究

湖南是戊戌维新时期最富朝气的省份 , 湖南由一个保

守落后的内陆省份一跃成为变法维新之领头羊 , 历来是学

术界研究之重点。过去 , 该问题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变法形

势 、机构 、人物 、影响和变法中的新旧之争 , 近年来的研究则

越来越注重对这一事件背后所蕴涵的区域文化因素进行发

掘。郑焱(1994)[ 38]认为湖南的维新思潮具有其独特性 , 那

便是湖南维新派的激进人物谭嗣同主张的人格觉醒与平等

学说 ,它的广泛传播是湖湘维新运动蓬勃发展的思想基础。

罗志田(1998)[ 39]围绕 “近代湖南区域文化的主流究竟是

趋新还是守旧?”这一具体问题 , 从湖南区域文化的一些特

性入手 ,探讨这一特定区域文化语境对湘籍人士思想观念

和社会行为的影响。认为 “趋新而非守旧是近代湖湘区域

文化的主流趋向” , 而这种趋向来源于对魏源 、郭嵩焘 、曾

纪泽 “确立为正面形象并与以前曾 、左一辈的趋新形象结

合 ,而确立的以趋新为表征的近代湖南文化传系”的认同 ,

新旧之争从根本上来讲只是学风之争。

(四)辛亥革命时期湘籍志士的研究

湘籍志士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重要力量 , 这期间

对于他们的研究主要有:饶怀民(1993)[ 40]对辛亥革命时期

湖南的会党进行了探讨 ,认为他们具有首领素质高 、组织严

密 、纪律严格 、注重联合 、以形成战略格局 、以纳入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的轨道等特征 , 对于全国的革命形势起了很大的

推进作用。有的研究者通过研究辛亥革命时期在两湖发生

的重大革命事件中湘籍志士的联络活动 , 论证了湘籍志士

在两湖革命运动中重大作用 , 促成了 “湖北首义 , 湖南首

应”的壮举。 饶怀民(2001)[ 41] 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湘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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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士的舆论宣传 , 认为湖湘志士不仅是战场上的英雄而且

无愧为舆论界的骄子 。还有的研究者针对学术界否定排满

革命 , 进而怀疑暴力革命的倾向 , 对湖南的排满革命进行了

思考 , 得出了 “湖南无疑是近代中国革命的策源地之一 , 而

排满革命思潮是湖南革命思潮的源头 ” , “排满革命促成了

近代`湖南意识 '的空前觉醒 , 也是湖南近半个世纪人民民

主革命的第一声春雷 ”的结论。

四　湖湘文化的其他研究
(一)历史地理学视角下的湖湘文化研究

历史学家谭其骧较早对湖南的历史地理进行研究 , 然

而 , 继谭以后则鲜有研究成果。张伟然在 1995年出版的著

作《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可以说弥补了这一缺憾 [ 23] 。

该书运用了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 ,对湖湘文化从先秦

到清末各个时期的文化要素之分布 、差异和变迁以及该文

化区域发展之背景 、格局 、地理环境 、行政建制和移民等因

素进行了论述。另外 , 周跃云也专门论叙了湖湘文化和湖

南地理之间的关系。朱翔则对近现代湖南的人才之地理分

布进行了论述 , 同时探讨了近现代湖南人才产生和湖南地

理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文艺学视角下的湖湘文化研究

主要论及湖南文学与湖湘文化之间的关系 ,相关的研

究者有:田中阳 、欧阳斌和等。田中阳 [ 42]在其专著《湖湘文

化精神与二十世纪湖南文学》一书中提出了三个重要观

点:其一 , “屈贾情结”作为 “经世致用”的心灵爝火 , 造就了

湖湘现当代文学的磅礴大气和灿烂辉煌;其二 , “经世致

用”也对中国的近代文学产生负面影响 , 这种负面影响主

要表现在文学服从于政治功用 ,讲求急功近利 、急于求成以

至形成否定知识 、轻视知识的极端;其三 , 湖湘精神要在新

时期的文学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 就必须改造湖湘文化

让她真正成为一种开放的 、多元的 、淡泊明志的文化。欧阳

斌认为流寓文化 、理学文化 、红色文化和地域民俗文化构成

了湖湘文化的主体内容 ,也是湖湘文化的四大支柱 , 这是湖

南文学审美品格产生的文化背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具有

湖湘特色的文学审美品格主要包括:慷慨大气 、辞藻华美和

浪漫主义的楚味;经邦济世 、忧国忧民和针贬时弊的辣味;

浓郁湘地风情的俗味。钟友循的《20世纪中国文学论稿》

从文化学 、社会学的角度对湖南文学与湖湘文化等进行了

审视 , 在其《文学的缺失还是文化的缺失》一文中 , 他找寻

了湖湘人没有出现文化巨人的原因:一是湖湘人的某些精

神文化特征雷同;二是创作中缺乏一种本应属于作家本人

艺术家品格之要素的内在的 、强烈的内在激动;三是湖南小

说的乡土情感缺乏思想深刻性 、现代意识与现代观念 、高境

界大眼光史诗品格等大气的东西。

(三)湖湘史学视角下的湖湘文化研究

伍成泉(2001)[ 43]通过对晚清湘人文集的大致介绍 , 分

析了晚清湘人文集在政治 、军事 、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所具

有的重要史料价值。李绍平(2001)[ 44]对近代湖湘史学进

行了回顾和总结 , 认为近世的湖湘史家高举爱国主义的旗

帜 , 着重史学形式和内容的更新 , 并且首开了当代史和鸦片

战争史的研究 , 同时在晚清的考据史学上也取得了重大的

成就。

(四)湖湘少数民族文化等其他湖湘文化研究

田茂军(2003)[ 45]通过对苗族女红文化的研究 , 总结了

苗族女红的文化内涵:生命意识的感悟 、艺术之美的张扬 、

情感思想的载体 、个体创作的传承。 郑英杰和谷遇春

(2004)[ 46]对湘西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特色进行了总结 , 提出

了对湘西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保护性的开发战略 , 还有的学

者对土家族文化等也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另外 , 冉毅介绍

了湖湘文化在日本的影响;王兴国则对湖湘文化的现代化

进行了探讨 ,等等。

总而言之 ,学术界对湖湘文化的研究是硕果累累 ,但要

想对湖湘文化的研究取得更大的成果 ,更好地为湖南政治 、

经济 、文化等服务 , 还需要学者们作出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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