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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社科院举办“湖湘人物与湖南精神”学术讲座

毛健

2012-10-16 9:04:11  来源：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网站

  10月11日，由湖南社科院培训办、科研处举办的“湖湘人物与湖南精神”学术讲座在中层干部会议室举行，由历史所郭钦副

所长主讲。方向新副巡视员主持讲座，历史所所长王国宇、人才所所长胡耀福、湘学研究院办公室主任向志柱、哲学所副所长唐

光斌、图书馆副馆长兼培训办副主任李斌、办公室副主任兼培训办常务副主任李瑞梅，以及其他科研人员40余人参加了此次讲

座。 

  郭钦副所长从四个方面论述了湖湘人物与湖南精神： 

  一、关于湖湘文化的几个关系 

  郭钦副所长首先讨论了“文化-湖湘文化-中华文化”这一组关系。认为湖湘文化，就是湖湘大地上文治教化，是一种地域乡

土文化；是指湖南地区从有居民生活以来，一切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湖湘文化，它与吴越文化、巴蜀文化、齐鲁文化、

燕赵文化、岭南文化等处于同一个层面，毫无疑问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其次探讨了“湖湘学-湘学-湖湘文化”的关系。第一个层次是“湖湘学”。主要是指南宋时期以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栻为

代表的，在湖南地区产生的理学。第二个层次是“湘学”。这个概念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已被广泛使用。其内涵包括屈子之

学，北宋周敦颐“道学”，南宋“湖湘学派”。不过我们一般讲湘学，更多的是指自船山以后的近代湖南学术思想文化，其下限

大致地确定在清末民国初年之际。第三个层次是“湖湘文化”。湖南地区物质的、精神的文化都包括在内。作为学术观念形态的

湘学是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是湖湘文化的核心。 

  二、关于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 

  郭钦副所长认为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独立根性，是湖南人典型的精神特征，是湖湘文化最有特色的东西；湖南人始终追求

的一种极端精神，用一个字表达，就是“蛮”字。 

  “蛮”性何来？血缘论者认为：这是混合和继承了蚩尤遗族三苗（土著）的血统。有学者认为“三苗”文化精神中有着强烈

的“独立不羁、自我意识强烈”的特性，也就是“独立根性”精神。地理论者认为：山川河流影响着人的性格，也就是我们通常

讲的地灵才能人杰。湖南大山大河的阻隔，更造成了隔绝中的隔绝，强悍中的强悍。历史地看，经济因素及抗拒外来因素的竞争

压力，长期的气节熏陶，似有相当关系。所谓经济因素与外来竞争压力，指的是自古以来，湖南为移民之乡，春秋战国中原汉人

开始进入；王莽新朝时期中原人大批入湘；明清两代江西人大批进入；土著与外来人之间经常因利益问题发生竞争，从而发生械

斗，造成民风强悍。 

  三、关于湖湘精神特质的代表人物 



  郭钦副所长主要谈论了五个典型的湖南人： 

  魏源，一位典型的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魏源的一生主要思考了两个问题：如何改革?如何开放?关于改革，魏源做出了这样

的对策：与时俱变，经世致用。与现在的“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已经很接近了。关于开放，魏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按照

现在流行的提法，叫做“学习世界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从魏源的人生，我们看到了一个湖湘知识分子浩然独立的人格；从魏源

的著作，我们又看到了一个讲求经世致用的湖湘文化传统，一个敢为天下先的救世精神！ 

  曾国藩，由传统向现代发展的关键时期的关键人物。曾国藩就是特殊时代的特殊产物，他没有直接推翻清王朝，却以另一种

方式结束了清王朝，正是湘军集团的崛起，地方军阀从此不可收拾，所以曾国藩又是军阀的祖师爷。曾国藩虽然是清王朝的铁杆

护卫，但是正是这个铁杆护卫捅破了清王朝由满族一统天下的局面。曾国藩之后有李鸿章、李鸿章之后有张之洞、张之洞之后有

袁世凯；换句话说，湘军之后有淮军，淮军之后有北洋军，军权的转移、行政权的转移，才使得辛亥革命能够在“推翻鞑虏、振

兴中华”的旗号下成功。 

  左宗棠，落魄书生创建了千秋功业。提起左宗棠，人们自然而然想到两件事。一件是收复回疆。左宗棠曾言“收复新疆保蒙

古，守卫蒙古保京师。”可见新疆、蒙古对于中国之重要。另一件是左宗棠一生中就中了个举人，中不了进士，算不上科班出

身，这是左宗棠一生中的一个遗憾。但他靠自我奋斗，凭着一张嘴、一支笔，创建了千秋功业。湖南就一个，就是左宗棠。 

  谭嗣同，以道自任慷慨赴难的知识志士。“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有之，请自嗣同始！”一句话，便把自己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卷上。这种前无古人的风范，这种慷概赴难的志士情怀，使无数

接下来者为之洒泪洒血。 

  黄兴，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黄兴是辛亥时期湖南人中典型的代表！黄兴有湖南乡民的特征，温驯，憨厚，不多言

语；但刚烈，讲气节，不循规蹈矩，不唯命是从，极具反抗精神。有湖南骡子的性格，直率，勇猛，浩然独往，一旦决定了，就

绝不回头！黄兴的性格，有冷静、理智的一面；也有偏激、蛮性（脾气犟）的一面，还经常负疚、自责。这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

有许多表现。黄兴的政治品格尤其高尚，可比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黄兴是一位伟人，也是天底下第一号实在人，更是中国历史

上最不争名逐利的领袖人物！ 

  四、关于湖湘文化的创新和发展 

  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这个大花园里，它是一朵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其精华突出地体现在四个方

面，这就是：心忧天下，百折不挠，敢为人先，兼容并蓄。 

  当然，湖湘文化发展到了今天，有优势，也有负面的东西，我们必须反思，也要继承和发展。首先要要辩证的对待湖南人的

“蛮”，要克服走极端的毛病。第二，要有开放的心态。第三，要有创新的精神。第四，在当今时代，创新湖湘文化，弘扬互相

精神就要服从和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史需要和现实对接，更需要打通未来。只是，我们再次需要《猛回头》的精神，再次

需要《警世钟》的长鸣，唯有如此，湖南人会再次奋发有为，更加意气风发，以中部崛起为契机，施展湖南人经邦治世的天才，

再造一个新湖南。 

  历史所王国宇所长对郭钦的讲座做了简要的点评，认为主讲人用生动、活泼的语言，深入浅出，把“湖湘人物与湖南精神”

这个宏大的主题讲得通俗易懂、耐人寻味，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学术报告。 

  方向新副巡视员认为这次学术报告很好地向听众介绍、宣传了湖湘文化，对我们深入研究湖南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

个方面都是有助益作用的，研究湖南不可能不涉猎湖湘文化，特别是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湖湘人物。并指出我院

将根据科研人员的要求，主办有关湖湘文化的系列学术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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