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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 对湖湘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

方面。

一、关于湖湘文化本体的研究

1．关于湖湘文化内涵的界定

由于学术界 对“文 化”的 定 义 较 多，而 湖 湘 文 化 作 为

一种特殊的地域文化， 对其定义与内涵准确地做出界定

也就存在着困难，但通过长期的研究与考证，学术界基本

达成这样一种共识：“湖湘文化不是一个学派， 而是在现

今湖南地域范围内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颇具特色的地域

文化。 ”[1]不过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到如何具体确定湖湘

文化时，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三种意见：一种以曾长秋为代

表，认为湖湘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支脉，是湖南各族人

民具有特色的民风、民 俗、社 会 心 理、社 会 意 识 和 科 技 文

化等的总和 [2]。 一种以王兴国为代表，认为从文化的表现

形式看， 湖湘文化可分为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两大部分
[3]。 第三种以周秋光为代表，认为按科学和广义的划分法，
湖湘文化应是包括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三个层次 [4]。

湖南大学邓洪波在综合了各方观点之后，从湖湘文化

的形成到本质与特征等方面出发， 对湖湘文化做出了一

个全面和系统的界定：“湖湘文化主要指宋代以来， 形成

于洞庭湖以南地区， 即今湖南省区范围之内的区域性文

化。 它虽然毫无例外地包括雅与俗两个层次、精神与物质

两个部分，但其内涵与本质仍然是一种理学型的文化，有

着推崇理学、强调经世致用、主张躬行实践、爱国主义、敢

为天下先的奋斗与创新精神、 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开放

精神等特点。 ”[5]

2．关于湖湘文化源流的考证

彭大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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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立新也认为，湖湘

文化的真正源头就是胡安国父子所开创的湖湘学派。 “碧

泉、隐山是核心湖湘文化的发祥地，也是湘学的真正诞生

地， 后世的湖湘文化和湘学精神都是在湖湘学派的基础

上发展而来的。 ”[6]杨金鑫支持了这种观点，认为湖湘文化

发展源流应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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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施金炎等则从大文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洞庭文化乃是

湖湘文化的源流：“洞庭文化是发端于洞庭湖区的原始文

化，吸收融会了南方和北方多个民族的优秀文化，并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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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内涵上不断扩展，逐步发展成为湖湘文化。 ”[8]曹波甚

至将湖湘文化的源头， 上溯至始源神话，“湖湘文化是中

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它的源头可上溯至炎、舜先祖。 湖

南是炎帝、舜帝的故里，炎舜神话也就成为了湖湘文化的

重要渊源。 ”[9]在关于农耕文明是湖湘文化的源头方面，林

河也提出“傩文化就是湖湘文化的根，至少也是湖湘文化

的源头之一”，而“傩 文 化”其 实 就 是“中 国 古 代 农 耕 社 会

的 一 种 原 始 信 仰 ”，“是 古 代 中 国 农 耕 民 族 为 了 祭 祀 农

神———傩神而创造出来的原始文化。 ”[10]

3．关于湖湘文化本质特征的讨论

朱 汉 民 等 人 认 为 湖 湘 文 化 的 三 大 基 本 特 征 是 ：“第

一，因重经世、重践履，推崇理学而不流于空疏或虚诞；第

二，因推崇理学，有 务 实 的 经 世 观 念，躬 行 践 履 而 易 流 于

保守；第三，因理学 和 经 世 观 念 的 制 约，重 躬 行 实 践 而 局

限于于政治伦理。 ”[11]丁平一女士等人则试图从总体上概

括湖湘文化的特征。 他认为：“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由近

代湖湘士民们陶铸而成的湖湘文化传统： 即强烈的爱国

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求 新 求 变 的 变 革 精 神；重 践 履、重

实 求 的 经 世 致 用 学 风 ； 踔 厉 敢 死 勇 为 天 下 先 的 士 风 民

俗。 ”[12]彭大成认为湖湘文化的主要特点在于：一是哲理思

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 二是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

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三是气化日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

神；四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群体参政意识；五是运筹决

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略。 文选德则认为，以麓山文化为

集中体现的湖湘文化， 在本质上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

家文化精髓的结合：山 顶，以 老 庄 学 说 为 主 体，融 合 抱 朴

子及历代方家术士道人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清静无为”、
“道法自然”的绝尘、超俗、功成、身 退 之 道 家 文 化；山 腰，
由达摩东渡而来的佛家思想，经历代高僧智士传承弘扬，
形成了“慈悲为怀”，“去恶从善”的善良、宽容、奉献、无畏

之佛家文化；山脚，以 孔 子 之 四 书 五 经 为 中 心，经 历 代 志

士的苦心励炼，形成了“修齐 治 平”、“敢 为 人 先”的 仁 礼、
忠恕、中庸、向上之儒家文化。 而这儒释道三家文化，又深

深植根于岳麓山中，形成了彰显湖湘文化之“经世、爱国、
务实、奋斗”特质的“麓山文化”[13]。

周秋光在概括湖湘文化的特征时，则显得较为辩证。
不仅指出了湖湘文化在优良传统方面的特征：“一是湖湘

文化的历史源远流长，绵 延 传 承，有 一 种 明 显 的 连 续 性，
文化中的政治意识极为强烈。 二是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

义传统尤为突出，历久常新，激励一代又一代三湘儿女奋

发图强，报效祖国。 三是湖湘文化中蕴藏着一种博采众家

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立奋斗与创新精神。 ”但同

时，也指出湖湘文化在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同样存在

着一些缺陷：一是严重存在着经济上极冷、政治上极热的

两极化倾向； 二是经世致用的学风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

湖南人急功近利，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以及过于强调经

验的作用，忽视了理 论 的 建 构；三 是 湖 南 人 易 走 极 端，保

守 与 激 进 并 存 ，湖 南 曾 经 是 “四 塞 之 地 ”，民 性 多 流 于 倔

犟；四是湖湘文化中的“楚材晋用”现象较为突出[14]。

二、湖湘文化与湖湘人物

1．湖湘文化与古代历史名人

古 代 的 许 多 文 化 名 人 深 刻 影 响 了 湖 湘 文 化 的 进 程，
而湖湘文化也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化名人。 在湖湘热

土上，屈原、贾谊写 就 了 自 己 最 光 辉 夺 目 的 新 体 辞 赋，也

度过了对中国文化史影响最为深远的盛年。 数千年来，他

们一直是正直的儒家士子争相效仿的榜样。 曹波将屈原、
贾谊对湖湘文化的影响， 归结为湖湘文化中的 “屈贾情

结”，“可以说，‘屈贾情结’成 了‘中 国 历 史 上 入 世 的 知 识

分子一个文化的幽结’，是中国（尤其湖南）爱国主义传统

的滥觞。 ”[15]

翟 满 桂 女 士 则 探 讨 了 湖 湘 文 化 与 柳 宗 元 之 间 的 关

系。 一方面，柳宗元传承了湖湘文化，“柳宗元谪居永州十

年，其辞赋，不仅利 用 了 传 统 的 形 式，而 且 继 承 了 屈 赋 的

精神。 ……屈原行吟沅湘而作《天问》，就宇宙起源和人类

历史漫漫求索。 柳宗 元 流 贬 于 永 州 之 地，而 作《天 对》之

文，承接屈原遗绪，追溯天道之原。 ”另一方面，柳宗元又

升华了湖湘文化，“柳宗元以彪炳千古的诗文， 寄寓自强

不息的人格精神，表 达 忧 国 抚 民、革 旧 图 新 的 深 邃 思 想，
倡导‘吏为民役’的政治理念，开创游记散文先河，成为一

代思想文学宗师。 他对湖湘文化的传承产生了极为重要

的影响，莫定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 ”[16]

王毅探究了冯子振与湖湘文化的关系， 指出：“冯子

振是一位受湖湘文化影响、有湖湘文化特色的作家，又是

对湖湘文化有卓越贡献的人物， 他的文学创作是湖湘文

化中的宝贵遗产。 ”[17]台湾清华大学张永堂教授则探讨了

方以智与湖湘文化的关系，指出:“方以智至湖南主要虽是

当时外在时局变动所致， 但是也与他本人早年仰慕湖湘

文化有关。 ……方以智在文学上喜欢《离骚》，人格上敬慕

屈原，因此他在浪游湖南期间撰《屈子论》以追慕屈原，晚

年 更 承 继 觉 浪 道 盛 之 旨 撰 《鼎 薪 》以 申 孟 、庄 、屈 合 一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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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方以智流离湖南而深刻体会《易经》‘遁’‘节’二

卦深义， 而且进一步深思三世理学与外祖吴应宾三一之

学，开启了日后三教归《易》的主张。 可见流离湖南两年，
湖湘文化对方以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

2．湖湘文化与近现代文化名人

近代湖湘文化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王夫之， 王兴国

认为王船山 “继承和发展了古代湖湘文化中的民族主义

传统，开启了近代湖湘文化的优良爱国主义传统；继承了

古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传统， 并且开创了近代湖湘文化

注重经世致用的优良学风； 继承了古代湖湘文化那种敢

于和善于吸纳百家、综合创新的精神，开启了近代湖南先

进人物敢为天下先的‘湖南人精神’。 ”[19]杨铮铮也关注了

王夫之与湖湘文化，指 出“王 夫 之 生 长 在 湖 南，肄 业 于 岳

麓书院，受湖湘文化和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的影响，对宋

代湖湘学派大师胡宏、张拭的学术思想极为推崇，并在人

性论、 知行观及治学思想上直接继承和发扬了湖湘学派

的学术宗旨”，王 夫 之 是“湖 湘 文 化 由 古 代 向 近 代 转 化 过

程中的关键人物”[20]。
曾长秋探讨了 “中兴名臣” 曾国藩与湖湘文化的关

系，认为“曾国藩一生主要做了三件事：钻研义理之学、镇

压太平天国和开创洋务运动。 而这三件事，都与对传统文

化，尤其是对湖湘文化的传承分不开。 特别是他所做的后

两件事，都是学以致用的结果。 ”进而总结道“曾国藩以理

学为核心，以湖湘文 化 为 载 体，并 对 传 统 文 化 兼 收 并 蓄，
重视经世致用， 使得他获得了卓越的政治才干和丰富的

军事经验。 ”[21]刘立祥、殷国明等探讨了“放眼看世界第一

人” 的魏源与湖湘文化的关系，认为魏源的思想“源于湖

湘文化，又对湖湘文化影响深远。 ”[22]王兴国还探讨了郭嵩

寿与湖湘文化的关系， 认为郭嵩焘对湖湘文化的重要贡

献在于：“弘扬光大了湖湘文化的优秀传统， 特别是突出

宣传了从屈原、周敦颐到王船山、曾国藩一脉相承的思想

精华，探讨了湖湘文化兴盛于近代的原因，用自己的辛勤

劳动与勇敢探索， 为丰富和发展湖湘文化做出了卓越的

新贡献， 特别是引进和介绍了西方近代先进的资本主义

新文明， 对中国近代的社会进步与政治革新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23]

3．湖湘文化与无产阶级革命家

彭大成的专著《湖湘文化与毛泽东》系统探讨了毛泽

东与湖湘文化的关系。 指出：以王夫之和曾国藩为主要代

表的近代湖湘文化， 主要通过两条线索对毛泽东的影响:
“第一条线 索 主 要 是 爱 国 主 义 与 民 主 启 蒙 的 思 想 发 展 路

线，它对激发毛泽东走上救国救民的道路，进行民族民主

革命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 第二条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思想发展路线，它以平治天下的丰富军政谋略，启迪了

毛泽东的高超斗争才华。 ”[24]

另外， 程珂和王永芬还特别关注了湖湘文化与毛泽

东的国际战略思想，认为“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与湖湘

文化的关系， 主要体现于湖湘文化中的变化观念对毛泽

东国际战略思想发展 的 影 响；湖 湘 士 人 的‘独 立 根 性’对

毛泽东国际 战 略 思 想 中 独 立 自 主 的 中 心 地 位 的 影 响；湖

湘文化突出的政治伦理色彩对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政

治伦理性的价值取向 的 影 响；湖 湘‘劲 悍 决 裂’的 民 风 对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上的挑战性的影响。 ”[25]值得肯定的

是湖南工业大学郭凤莲女士还探讨了湖湘文化的负面性

对毛泽东的影响，“同任何其它文化一样,湖湘文化也有负

面性,这种负面性根源于其历史、自然的环境和自身的特

质。 湖湘文化对毛泽东有着深刻的影响，积极正面的影响

是主要的，但负面影响也同样存在。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在

晚 年 ， 毛 泽 东 出 现 的 失 误 都 可 以 从 文 化 因 子 上 找 到 原

因。 ”[26]

易永卿则从湘籍无产阶级人才群的整体出发关注了

湖湘文化，指出“湖湘文化对湖南无产阶级人才群体的形

成和发展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正如毛泽东所说：‘曾、
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 湖南无产阶级人才群体正

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近代

湖湘文化思想‘以条理之，挈其瑰宝，而绝其淄磷’，‘庇千

山之材为一台， 汇百家之说成一学， 取精用宏， 根茂实

盛’，终于‘台积而高、学 积 而 博’，成 长 为 中 国 最 出 色、最

有影响的人才群体。 ”[27]

三、湖湘文化与对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1．对政治建设的影响

湖南省委党校的郑昌华认为：“兼容并包是达到和谐的

前提， 而这正是湖湘文化的鲜明特点……湖湘文化秉承

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 发掘与弘扬湖湘和谐文

化，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28]潘小刚则

认为湖湘文化在儒家文化的肥天沃土中不断吸取德治养

分，“德治由此在湖湘文化中开枝散叶，源远流长，在湖湘

文化的代表人物身上， 无比清晰地显现出德治思想千年

发展的脉络”，“传统湖湘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德治思想，
但湖湘文化中的德治与今天的以德治国仍然有着本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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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湖湘文化要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必须实现当代转

型， 这种转型的一个向度就是由传统德治文化向法德并

举型文化转变。 ”[29]

陈潭、 易丹妮从湖湘文化的角度探讨了对湖南区域

性政治传统的影响， 指出：“以湖湘文化为丰富养料所孕

育出的湖南 区 域 政 治 传 统 仍 有 其 现 实 意 义”，“其 中 大 力

提倡的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民族主义意识、舍我其谁的

自信心、踔厉敢死的牺牲精神、注重实践的实干作风对于

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价值。 ”[30]

2．对经济建设的影响

罗能生指出， 传统湖湘文化对于湖南经济发展的制约

作用是双重的:“它的一些缺陷对湖南经济的发展起了消

极的作用， 而它的一些积极因素可以成为促进湖南经济

发展的精神动因， 又是湖南经济发展未来创造辉煌的原

因之一。 ”[31]宋光清对此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经济是长

期的，文化是永远的。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对经济社会的

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发扬湖湘文化的积极因素，克服

其负面影响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32]刘峰、陈艳

红同样从正反两方面出发分析了湖湘文化对湖南经济建

设的影响， 指出 “要注重研究湖湘文化对湖南发展的影

响，尽量做到趋利避害。 ”[33]

何智能则从旅游业的角度出发， 探讨了湖湘文化与

经济建设的关系， 指出：“湖南旅游是湖湘文化新的重要

载体，它促进了湖湘文化遗址的保护与重修，加快了湖湘

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 湖湘文化则是湖南旅游的特色

和出路，它本身即是湖南旅游的重要资源，是湖南旅游发

展的突破口。 ”[34]余求根则关注了长沙旅游业与湖湘文化：
“一个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市民素质的整体状况，决定着一

个城市旅游业的形象。 要充分利用湖湘文化在长沙的各

种文化旅游资源，致力于城市整体文化旅游氛围的营造，
改善旅游大环境，加大发展湖湘文化旅游的力度，丰富文

化旅游产品的种类，使长沙文化旅游产品开发向多元化、
精品化方向发展。 ”[35]

3．对文化建设的影响

张做功与古夫的国家教育规划课题成果 《湖湘文化

与湖南教育》，被 誉 为“目 前 湖 南 历 史 上 第 一 部 关 于 湖 湘

文化与湖南教育研究的通史性著作”[36]， 著者认为，“在湖

湘文化的形成与推广中，湖南教育当居首功，而在历代湖

南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对其影响最大者，当推湖湘文化。 ”
[37] 蒋作斌通过考察了不同时期湖湘文化与湖南教育的关

系，也认为“湖南教 育 促 进 了 湖 湘 文 化 的 发 展，而 湖 湘 文

化又反过来丰富了湖南教育，其结果是使湖南人才辈出，
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38]

部分学者从传媒业出发， 探讨了湖湘文化对文化建

设的影响。 刘健安认为传媒业的“湖南电视现象”便是“得

益于湖湘文化的滋润 而 成 为‘现 象’，而‘现 象’必 将 丰 富

‘湖湘文化’，这就是文化的辩证关系。 ”[39]魏文彬的《湖湘

文化与电视湘军》，阐述了湖南电视现象与其地域文化的

内在关联，认为“湖南电视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气质及其

所创造的影响力”，乃是源于湖南深厚的湖湘文化底蕴 [40]。
郑大群从一个较新的角度出发，认为“新中国首家女性报

纸和女性电视频道均诞生在湖南， 并且在同行业中一直

处于领先地位，取得 一 系 列 优 异 成 绩，究 其 原 因，主 要 是

具有‘经世致用，敢 为 人 先’精 神 气 质 的 湖 湘 文 化 所 起 的

主导作用，以及逐渐觉醒的现代女性意识的影响。 ”[41]

刘亚云则探讨了湖湘文化对湖南体育的影响， 认为

“湖南体育是在湖湘文化的精神实质影响下产生、发展壮

大起来的。 湖南的风俗习惯和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丰

富的传统健身体育； 湖湘文化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艰

苦奋斗、 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促使湖南体育健儿为湖南

体育事业的发展而奋斗；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求新变异的

创新精神推动了湖南体育产业的发展； 湖南伟人体育思

想对湖南体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42]陈碧华

也认：“在几千年发展过程中， 湖南人民在生活和劳动中

逐步形成具有湖湘特色的健身思想和体育文化活动。 在

饮食起居中，在民俗民风中，在名胜古迹中都蕴含着深刻

的传统健身文化的底蕴和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活动。 湖

湘传统的健身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湖湘人民传

统文化心态中追求健身长寿，天人合一，身心愉悦的本质

特点。 ”[43]

尽管对湖湘文化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但情况

依然不容乐观。 原因有三：一是思想不够解放，观念不够

更新。 二是角度不够多变，方法不够新颖。 三是研究范围

和深度有待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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