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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林增平

近代以降，湖南人文蕃萃，人才悲出，着实引人浊目。诚如著名史学家谭其骤所

说'"清李以来，湖南人站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因此，对近现代湖南的历

史、文化、人物进行研究，乃是近年来史学界颇有兴趣的课题之…，并且，也出版了诸

如《湖南近现代史》、《湖湘文化与毛降东》等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现在，由湖南省政

协文史委员会约集部分高校、科研单位的同志编写的《湖南近 150 年史事日志》即将

付梓，又为近现代湖南历史的研究献上了一部颇有份量的工具书，这是值得庆贺的事

情。

"日志"是我回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一种史学工具书，历来是史志工作者案头必

备的书籍之一。然而，要编写一本好的"日志"，亦非易事。它要求编赛者以严i茧的治

学态度，对浩如烟海的史料作一番细敖的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工作，并且还需要编

寨者们甘于寂寞、甘为"人梯"的奉献精神。《湖南近 150 年史事日志》的编寨者在没有

专项经费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搜集、查阅各种档案、报刊和文献资料，数易寒暑，

对湖南近 150 年的史事进行多方稽查、考证，编篡了这样一部颇具规模、颇有质景的

《日志))，确实是值得赞赏的。基于此，我愿向广大读者推介这部书，并希盟它能成为湖

南历史研究者和广大史志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

迎来疾病缠身，未能仔细阅读金书，粗略浏览一遍，甚感此书资料翔实，体例完

备，查考极为方便，是一本值得置之案头的好书。当然，倘若编赛者能适当地注明资料

来源和征引书日，我想对史志工作者以此为线索，进一步探讨有关的史事，则帮助更

大些。但瑕不掩瑜，作为湖南地方史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基础工程，本书的出版将对

湖南历史、人物与文化的研究工作，起到积极的作用。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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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有智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说明，早在 5一 10 万年前，就有服始人类在这片土地上繁衍

生息。距今约 9000 年前，进入新石楼时代， 6500 年前，进入定腊生活的母系氏族繁荣时期，到

5000 年前，进入父系氏族社会.湖南古代居民属于古前族和古越族集团，包括湖南大部地13:在内

的洞靡、彭蘸之间，形成"三苗圃"部落联盟，同华夏部糯集团进行了快期战争，结果立苗瓦解，大

部被赶到边远山区。边茧厦、商、四周，湖南是"荆蛮"和"真越"的活动地域，但问中原华夏文化巳

发生比较密切联系.春秩战国时期，湖南逐渐纳入黯罔范罔，在中原文化的直接影响下，融合原有

土著文化，形成以长沙为中心有础特风格的楚文化。

秦统一中国后，湖南设黔中、快抄二郁。西叹置t支抄国和零院、桂阳、黔中二三郡。 t走私、因为划邦

所封功阻臭芮建，都I恼湘〈今快抄市) ，这是湖南历史上第…个诸侯王国。东汉政策宽松，地方官吏

奖励农巢，湖南的社会绕拼有了显著进步，成为全国人口增长最快的地区。王国时，湖南凹郡由叹

归果，洞庭湖区和湘、资、抗、糟四水流域又有进一步发展。到西晋末，已是"荆扬晏瓷、户口殷实"

了。

从西晋灭亡到隋的 270 多年间，湖南先后为东晋、划宋、南齐、南梁、南陈统治，虽战事频仍，

但较诸中服尚称安定. ~t方人口陶迁，给湖南带来大批劳力和先进技术，如之历朝初期统治阶级

功课农巢，使这黑又有较大发展，成为全国震要粮食基地，出现"湘州之典，人丰土闲"的景象。

庸二E朝为了加强对湖南地区的控制，设湖南回练珊察守处置使，简称湖南珊媒使，这是历史

上最早出现的"湖南"名称。庸初一百余年，湖南基本无战事，中后期虽出现一些动矶，但其规模和

破坏程度也比中服地区要小。此时的发展仍主要集中在洞庭湖区和湘江流城，湘四、湘南山区，尤

其是"苗资"聚居的少数民族地区，仍较落后，不少地方仍被作为京官贬滴、流放之地。

组过唐宋棍乱，到北宋，湖南…度出现稳定周面。公元 1127 年，北宋亡于金， 1129 年金兵攻陷

长抄，"赌其城而去"，使湖南"极目灰烬"、"十窒丸空"。南宋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地虫阶级的残酷制

削，撒超人民的反抗，钟相、杨么领导农民在洞庭湖区起义，提出"等贵眩，均贫富"口号，攻占 6 州

19 撼，建立了政权，黯持毛年之久.湖南在宋代是经济文化发展的转折时期，由于湖南政局稳定，

统治阶级实行句民休息、资励农桥政策，以及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怀柔和"恢拓"，加之江、金先服统

治~t方，政治中心南移，中原居民大暨南迁，从附加速了这里的社会发展进程，使湖南的经济、文

化赶上和姐过了中原地区的水平。宋末，湖南人口达 500 多万。来初湖南建岳麓书院和衡阳石鼓

书院，为金周四大书院之二，烹南来，湖南各地书院达 50 多所，并形成跚学流派"湖湘学派"。

元朝征服湖南初期，人民大量被杀，许多平民被强抑为奴，以至人口锐减，耕地荒废，社会经

济遭到严重破坏。此盾，元统治者采取恢复生产的措施，使经济有所发展。光来明初的战乱，再度

使人民亡散，回剧荒芜，社会萧条。明王朝将外省人口大赣移入湖南，即历史上的"江西填湖广"。

同时采取拥抚流亡、均平赋役、兴修水利、奖励黑荒等政策，又以卫所驻军屯回，因此，~产得到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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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发展，出现"湖广熟、天下足"的局丽。明中叶以后，政治腐败，土地兼并严熏，撒租了各族人民的

反抗。当李白戚、张献忠起义军挺进湖南时，湖南人民便加入了反明抗清的洪流。

明末清初，湖南经济再次受到严囊破坏，江西等地又一次大规模移民入湘。康熙时置湖广右

布政使词于快抄，此为湖南单独设省之始。在至鸦片战争前的近二百年间，湖南政治比较安定，社

会经济较前代有显著进步，耕地阻积由 1685 年的 1389 万亩增加到 1800 年的 3541 万亩，人口自

1749 年的 867 万增加到 1840 年的 1989 万，湘绣、谧器闻名中外，采矿、纺织等行业出现了资本主

义的萌芽。阳文化教育则有更大发脆，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王犬之以及陶湖、魏撒等对中国思想

文化发展有巨大影响的人物。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论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湖南的历史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南京条

约签订后，巨额赔款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五口通商及沿海航路的开通，使由广州越五岭烹湘潭、民

沙间的传统商路急剧衰落，大批挑夫、纤夫失业。鸦片大量进口，白银严熏外流，银贵钱贱，市场棍

乱，国内工商业衰退，从而加刷了湖南的社会动荡和阶级矛盾。湖南人民的斗争为太平平向湖南

进牢铺平了道路。太平革初入湖南时不足万人，至出境时巴成为 15 万人的大革。尤其湘南矿工组

成的"土齿"和湘地水手组成的"水皆飞大大增强了太年革攻坚破敌的力量。 1852 年，曾国藩帮办

湖南回练，训练了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地方武蝶湘军，充当了情延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主力。从此，

湖南成为近代史上政治军事斗争最撒烈的省份之一。

外国商品不断输入，冲击了自给自足的时越自然经济，湖南商品挫济得到茹些发展，戊成变

法边动中，谭嗣同提出了比较系婉的变法维新主张，并加以实行，金省备地舟学堂，除旧布新，蔚

然成风，著名维新人士云集。这时湖南创办了一批新型的工矿企业，出现资本主义经济。人因联军

侵略中困和义和朋边动期间，湖南人民积极开展反帝反清斗争 :1900 年衡阳教粟，庸才常、林边等

"自立军"超义 .1902 胶州教案和邵阳贺金声"大议灭滞卒"起义等。在此前后，昂阳、长沙开为商

埠，湖南逐渐成为帝国主义倾销商品和原料供应市场，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加深。此时，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思想逐渐广为传播，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1903 年黄兴、宋教仁在长抄成立的华兴会是

国内最早的革命团体。著名革命室主传家陈天华撰写的《警世钟》、《猛回头》等在全国起了巨大的革

命鼓动作用。 1904 年华兴会联络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等密谋在长抄起义，谋榄失败后，黄兴、宋教

仁、陈天华等亡命日本。 1905 年，他们率先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及其他革命团体联合，组成了中

国问盟会，栋恋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个新阶段。 1905 年和 1906 年，陈天华、姚宏业先后忧愤

殉国，他们的公葬活动成为湖南早期学生i运动中"惊天功地"的事件。 1906 年冬爆发的伴浏瞠起

义，是问盟会组织领导的国内第一次大规模武装斗争，它和 1910 年爆发的长抄"抢米"风潮与次

年发生的保路运动，促进了革命商潮的到来。

1911 年 10 月 10 日战因起义爆发，湖南最早响应，焦边峰、陈作新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

南都督府正剧都督。人民政欣鼓舞，庆祝胜利，都督府随即派本授哪，有力地支持了战罔革命政

权，推动了全国的反清斗争。然而，胜利的果实却被立宪派寄去。 1912 年袁世凯癖带全国政权后，

湖南也被北洋事阀盘踞。此眉，湖南陷入南北军阀议期棍战的局面，人民惨遭各方睐躏和拽捕。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和 1919 年五四强剧运动，侃册了湖南人民的新觉醒，…批强过新文化

i运动洗礼的先进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舞台。毛泽东、藏和森等发起组织的新民学会，决心走俄闹

革命的道路，立志改造中国。 1920 年冬成立长抄社合烹义青年团和民抄共产宽义小组 .1921 年 10

月中共湖南支部成立，次年 5 月成立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从此，湖南人民的革命斗争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进入了新的阶段。 1922 年秩冬，湘区委员会领导粤汉铁路、安源路矿、水口山铅辞矿

和快抄泥木、织遣、印刷等行业的工人，举行了为争取政治权利和改善经济待娟的大罢工，都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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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大的胜利。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以毡泽东为总干事长的全省工由联合会，工人运动进一步发股

跑来。

20 年代初f湘人治湘"呼声不断商涨。进步知识界要求变"蓝花人官僚割据"为"湖南人民自

怕"，民族工商业者希思梳得参政机会，抵制军阔的勒索，…惶教商、新闻界人士则幻想用西方议

会取代事阀专制独裁统治，而地方实力派i瑕黯阔、剧恒惕则想假借民意.;g;现其割据一省的目的。

最后军阀走过惆惕以其实力班上了"民施省伏"，他随即将《湖南省宪法》丢弃…泊，实行础裁专制，

大力扩军，屠杀工农领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投靠北祥军阀，公开与南方革命政府为敌。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是革命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湖南的国共合作，工农群众

运动与反对北洋军阀的军事斗争互相配合，汇成了大革命的洪流。当北伐军进入湖南时，广大工

农群众纷纷支前参战，加快了北伐战争的进程。北伐的胜利进萃，又椎动了湖南工农运动的发展。

到 1927 年初，全省的工会会员近 40 万人，农协会员达 600 万人。 1927 年 5 月，许克祥在长抄发动

"马日事变"，波及 20 余座县城，半月之内，一万多群众被杀，革命运动转入低潮。但英雄的湖南人

民没有屈服。 9 月，中共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和湖南省委领导软收起义，开辟♂井岗山革命根据地。

随脂朱德、陈搬领导了湘南蜂动，会师井岗山;彭德怀簿领导了平tt起义，创建了湘事~鞭根据地;

贺龙等建立了湘鄂四根据地;以湘东、赣四根据地为基础，建立了湘赣根据地;任粥时、贺龙、关向

应等领导建立了湘嘟川黔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坚持怯期艰帮斗争，开脏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

割据".粉碎了困民党事无数次"罔剿"。

抗日战争爆发后，湖南各界人民积极投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派徐特立、王凌被来伏抄，建立

了八路军驻湘涌讯处。 1938 年，中共湖南省工费建立，国民党湖南省政府虫席张泊中采取句典产

党合作的方针。"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据会"等抗日团体和各种救亡刊物份份出现，使抗日初期湖

南的救亡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 1938 年 11 月，日军攻占岳阳，蒋介石以"焦土抗战"，密令纵火焚

烧长沙城，使不少市民被烧死，数十万人无家可归。 1939 年至 1943 年，日军 3 次进犯位抄，一次进

犯常德，受到中国守萃的英勇抗击。 1944 年夏，日革为打通大陆交通线，大举南侵，民抄，衡阳陷

落 .30 多座县城被日草占领，侵略萃的铁蹄蹂躏了大半个湖南。 1945 年 4 月，日军进犯湘西，为中

国革击退。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下旬，日牢代表飞芷江洽降。八年陆血抗战取得了胜

利。抗战期间，湖南出兵 200 万人，出粮 5000 万扭，是贯献最大的省份之一，湖南群众被日军屠杀

92 万多人，财产损失折合当时币值 1 1. 3 万多亿光。

抗战胜利脂，人民诩盟相呼，湖南面临恢复辑济的严盟任务。但国民党政府在柴阁的支持下

发动了内战。中共湖阐省工费领导人民群众开股反征兵、征椒、征税，反饥饿、反压迫、反内战的斗

争，并迅施发展党组织，领睁开展游齿武糙斗争，配合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 1949 年 8 月，程潜、陈

明仁宽布起义，湖南和平解放，从此，湖南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期。

1950 年 4 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成立。 10 月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标志着人民政权的建

立。在此前后，全省人民职极支前，为解放两广和大回南作出了贡献。在广大人民支持下，人民解

放军铅过一年多激烈战斗，消灭了残余敌人，彻底根除了湘西百年服患，同时.:全省人民掀起了推

枉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的热潮。人民政权没收了官偌资本，建立和发展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稳定市场物价 p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开展"三反"(反贪

宿、浪费、官僚主义〉和"'1ï反"(反对行赔、偷税漏税、盗销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

报)返动。经过三年珉苦奋斗，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铲除了旧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恢复

和发展了国营经济。从 1953 年起，全省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1956 年，实现了

对农业、乎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7 年越额究成"…丑"计划的建设任务，使

全省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堂大变化，全省人民满腔热情地兴起了以农业为中心的大规

模社会主义建氓。 1957 年 S 月，中共湖南省赘根据中央指示，在党内开服整风运动，随后开始了反

时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这一斗争严重扩大化了，伤害了党内外…大批有识之士七，也削弱了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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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民主。接着又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展开对"布倾保守思想"的批判，从而使急躁冒进思

想泛滥。 1958 年初，省委提出粮食产量、农副业总产值和地方工业总产值指标"十年规划，五年完

成"，各专、县又大幅度提高原订计划指标，有的专区甚至提出"十年规划、一年完成"，完全脱离了

人力、财力、物力的承受能力。 1958 年 8 月，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金国一哄而起 t9

月底，全省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1958 年冬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开始从理论上、政策上纠正"左"的错

惧，省委在农村进行了整祉工作，对公社体制进行调整。然而到 1959 年 7 月庐山会议后，却叉开

展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全省城乡基蹬掀起"反宿倾、鼓干劲、继缆跃进"高潮。三年"大

跃进"给阁民经济带来严重回难。 1962 年，省委、省人赞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调

整了公社体制，停办公共食堂，抓好提济退赔工作，调鹦工业内部提系和商业体制，股缩基建规

模，安排好市场，从而使国民能讲得到恢复发展。

1960 年湖南tE~国B郭先开展了"社舍烹义教育运动"，在农村反对单干、投机、赌博、偷盗、瑞

信等"五股熙凤"t1963 年，根据中央布辑，开展了"阳槽"(清政捕、经济、组织、思想H运动。"性教"

虽然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 tl昆糟了两类矛盾，打曲了不少干部群众。

1966 年，湖南开始执行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但娃随即开始了持续 10 年的"文化

大革命"，给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各方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特别是 1967 年烹 1968 年

的"全面夺权"和"金面内战"， 1974 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和 1976 年的"反帝右倾翻案风"三次大的

政治动乱，使糊南人民遭受巨大灾难。文化大革命 10 年中，全省社会总产值有 4 年比上年下降，

尤以工业下降最为严重，经济效益很差。由于湖南农业基础较好，加之广大农民对"文革"的抵制，

所以农村损失较小，除 1969 、 1971 年农业总产值下降外，其他年份均有增长。因此 .10 年中全省经

济虽遭巨大损失，但由于人民群众的帜极努力，以及国旦使对湖南"三线"地区建设投资增加等原

因，湖南国民经济收曲折相反复中保持了一定增快。

1976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铺束了十年内乱。尤其在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

届三中金会以后，湖南峙企酣…样，出现了新中阁建立以来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在早反览假错案，

清理"左"的错误的同时，抓了国民经济烹费比例关系的调整，重点调整农、轻、 11 比例，加快农业

和轻工业的发展步伐 p调整积黑与消费的比例，费力提高城乡人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调整生

性和非生产性建设投资比例，集中财力物力，保证意点建设。经过2年费力，不仅严囊央调的比例

关系逐渐转向协调，而且保持了一定的发展谏度。全省工农业总产值 1981 年比 1978 年增长

20.5% .平均每年递增 6.4% .1979 年开始，农村试行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2 年到 1984 年实行政

社分设，取消了人民公社，建立了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全丽展开，集

体、个体、私营经济得到发展，市场体系逐步形成，扩大了对外开放和横向经济技术联合。 1981 年

至 1990 年完成了第六、第七个五年计划。 1979 年至 1990 年 12 年间，金省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

入、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均翻了一番多。湖南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走上了德康发展

道路。

上面，我们将湖南历史句勒了一个粗线条的轮廓。

湖南引起世人的瞩目，主要坯布它的近现代。我们看到，在鸦片战争前的模长古代，这盟没有

发生几桩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湖南籍的名人察带展息。比如二十凹史中载入的 5783 位历

史人物中，湖南只有 55 人，仅占 0.95% 。湖南可谓"眼碌无所轻熏于天下"。然而，进入近代现代以

脂，情况却大不一样了，湖南在全国有意大影响的事件前后醺接，吨吨风云、驰聘宇内的名人比肩

鹊趟，湖南成了举足轻重的省份。

湖南在近代中国发生重大影响，始于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即起自湘革的兴租。 1852 年初，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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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受情延诏令，帮办湖南因练，建立了一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武装力量，并形成为反动的政治

军事集团，此后，对全国，特别是湖南的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都产生深远影响，所谓"湘运

之兴，从湘第炮"。到 1861 年问治帝继位脂，更倚作伏城，成为清王朝的主婆支柱和最大的实权

辙。"糊湘子弟满天下"，湘军要员官至总督者 14 人，巡抚 13 人，保举立品以上文职达一万多人。

到维新返动兴起，湖南叉颇有得风吨之先的吨概，率先兴办新政、开学会、兴学校、办报纸。谭

嗣同、庸才常以在翼领袖见称于时，湖南成为"金酣睡商有朝气之一省"。

辛亥革命的酋创者是孙中山及其所创立的兴中舍，端起首先响应者即是黄兴和他所组织的

华兴会。 1905 年厦，兴中会主否华兴会合并组成同盟舍，参加筹备会的 79 人中，湖南占 20 人，同盟

会最初两年会员 976 人，湖南籍的白 157 人，均为各省之最。在辛亥革命的黯个远程中，在梅内外

都可以看到湖南志士的身影，在各次重大牛争场合，几乎都有湖南志士的业攒。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昂起义爆发，湖南是"首应之省"，大大加速了全国革命的进程。黄兴、宋教仁、蔡愕、陈天华、

刘道一、蒋湖武、谭人凤等一大批饮誉海内的人物，为辛亥革命的胜利立下不朽的功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湖南更呈鼎盛之势。它是最早建立中共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的省份

之一，涌现了毛泽东、察和巍、刘少奇、何叔衡、任粥时、林伯壤、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陶铸、徐特

立、胡耀邦等…大批锁袖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届中央人民政府的 52 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

有 10 人，占 19.2% .1955 年授街时， 10 名元帅中湖南籍 3 人 .10 名大将中湖南籍 6 人 .57 名上将

中湖南籍 19 人。

湖南何以在近现代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省份呢?不少学者作了有益的探讨。概

而言之，其原因有以下几方丽。

第一，湖南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近现代中周阶银斗争、社会斗争最尖锐、撒烈、复杂的…个省

份。

湖南地处华中腹地，远离京华，这使'È既是南北交通要冲，又是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蝇方，在

与其他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历史便将湖南推上班现代社会斗争的主战场。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仅开放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由广州至长江以北

和四川、贵州，湖南都是必经的商埠。这样就使湖南出现了一批剧中转贸易为主的商业城镇，如长

抄、湘耀、梆州、洪江等，和人数众多以运输为业的手工业工人、船工和脚失。西方的经济文化已多

少对湖南产生影响。鸦片战争后，开放五省通商，广州作为中外贸易中心的地位逐渐削弱，使湖南

…些工商城市萎缩萧条，大批手工业工人失业破产，从附加剧了湖南的社会矛盾，人民的反抗斗

争不断发生。

太早天剧边动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农民战争，广四起义脂，挥师北上，首坐其冲便是湖南。以后

糊陶盟成了湘卫在与太平军肘扰的主要战场。以农民、会党为主体的湖南人民的反精4-争，在太平

天罔起义的椎动下，…直强烧到七、八十年代，持镇时间之快、参加人数之众、斗争地城之广，都是

全国突出的。

辛亥革命时，湖南又成为全闹革命的意费荔地。从自立军起义，到华兴会成立、挥洲赠鹉义、

抢米风潮、保路运动和辛亥首席，都在全国产生了回大影响。

到粤汉铁路开诵，湖南更成为兵寂必争的战略摆地。南北军间为争夺地撮，在这里进行了怯

期拼杀，湖南人民备受各方蹂躏和搜括。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湖南处于广州革命政府与北洋军阀斗争的交接点上，从而使它成

了全国革命运动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大革命失败后，湖南处于空前的白色恐怖之中。然阳英雄的

湖陶人民并没有被吓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武装起义的烈火很快燃遍三湘，而正是由于湖

南及与之交界省份具有山高林密、反动统治比较薄弱的有利条件，才建立了湘赣、湘鄂赣、湘鄂
西、湘嘟川黔等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第二，湘人独具特定的思想文化紫质是建勋立业的韭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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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紫以民风强惮、朴实耐背闻名于世。著名历史学家林增平先生认为:近代的湖南人，经历

光来明初、明3较清初两次大移民，"带来了移民所具有的开拓精神和进取心 P 又因与苗、瑶、俐、土

寂族等族联姻，吸取了这段少数民族掘韧、矿悍相刻苦的>J性，从而在湖南渐次形成了一种有别

于他省的朴~蜘奋、到直剪悍、好胜尚气、不俯邪、甚至流于偏秧任性的乡俗民气……甚于上述乡

俗民风，在众多有抱负、有作为的学子之七人中，即滋快为质朴笃琪、不尚得雕、勇于任事、锐意进

取，但也多有尚气任性的士气文风;在同赞旧豪仰的呼旧习气抵牺冲撞的过程中，这种士气文风

又弥坚弥笃。其班伸外辘，附丽于近代一系列事变中，即构成为近代潮湘文化"。

鸦片战争前后形成的经世致用学风，即表现了湖湘文化的特点。这时的中罔正处在社会大变

动的前夕，清王朝巳日薄西山，西方"文明"正叩击中国的大门。丽对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即将

来临的改革大潮，湖南学者汤鹏、魏摞、陶捕、贺长龄、贺熙龄等，成为开创这一学风的先驱。他们

在学术思想上反对叹学和朱学的繁琐空疏和脱离实陈，主张读书治经的日的在于致用，以有梅于

国计民生。在政治上，他们对现实社会的黑暗和腐败给予严厉的抨击和揭露，并提出改革方案，试

图挽救日益没落的社会。这种经世致用、面向社会现实的学风，对湖南近代知识界产生了极为那

边的影响，也使这一学风沿续发扬，造就出湖南近代大批经世致用的人才。

此后，湘军镇压太卫在天圈，使清王朝"中兴"的赫赫"武功"，在许多人着来成了实践经世致用

学说的楷模，从附使书生学子增t走了…股以天下为已任的傲烨心理，这既使部分湖南人加深了沾

油白喜、回步自封、不求上进的躏寐，另方丽却又剌撒了大批湘人奋发努力、以应世济民为大志，

力酣敖扭社会大伍的强烈!愿望。这种指划天下，物议朝蹄，厨傲强悍的风吨，到十九世纪末、二十

世组初阶级矛盾、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时益发突出。庸才常称..振支那者惟湖南，土民勃勃有生

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谭嗣同也说..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惊雷"杨度则更为自信:

"者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连梁启睛也感慨地说..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蔽也

.…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真湘入者也"这种社会心理对于湖南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

以独特而勃勃生气出现在中国舞台上具有重大作用。到五凹运动时期，青年毛泽东和新民学会更

提出"改造中国与世界"的豪迈口号。这种以天下为巳任的使命感和自信心成为鼓舞一代代湖南

志士奋发拼博的强大动力。

自南宋以降，湖南就形成重视敬育的传统，戊戍维新时期，湖南志士把"广学校、培植人材以

为自强本计"0 1897 年谭嗣间、熊希龄等创办湖南时务学堂， 1902 年湖南成立学务处，正式推行新

式学堂教育。此时，"湖南学堂之多，学生之众，为各省冠"。到 1912 年，学校激增至 2909 所，在校

学生 123901 人，在全因处于领先地位。在此前蹈，湖南又掀跑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 1902 、 1903

年，湖南抚院先后边滥两批学生赴日留学，自费生亦蜂涌而至。 1904 年金国留日学生 3000 余人，

湖南即占 800 余人。此腊又有学生去欧荧学习。这样就形成了以新学堂学生和留学生为主体的新

础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承攒了能t鼓鼓用的传统，又极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虫革

命思想和先进科学文化知识，从而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领袖和骨干力景。到五凹i运动以盾，湖南

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把玛列主义

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领导人民走上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

第二，湖南在近现代史的"功业"，得力于每一重大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人才群体的作用。

湖南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日大影响的时期和事件，主要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时期、戊戍变

法时期，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在这四个时期，在湖南又分别形成了以曾国潜

为代表的湘军将领集团、以谭嗣同为代表的戊戍维新志士群、以黄兴为代表的辛亥革命先驱群和

以毛海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攘群四个人才群体。在这些群体中，分别聚集了一大批具有共问

历史使命、共同理想、共问目标井共闵行动的恋问道合、吨吨风选人物。他们相互取民补短，各尽

所能，发挥出胆大的整体功能。这些群体既是…定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社会斗争和思想文化紫质

的产物，又对阶级斗争、社会斗争和思想文化产生胆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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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湖南的近现代史是一部不平凡的历史。研究湖南近现代史，尤其近现代人物的书籍、文章已

不可胜数。{且如何进一步深入、系统、金困地开脱整理研究工作，还有待史学界同仁和有关问志作

出更大努力。

为了给史学工作者以及对湖南近现代册史变迁感兴趣的问忠提供一个系统的铺年体工具

书，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赞员会决心组织编这部近代以来 150 命年的大事记，逐日记载发生在

湖南的童大事件。其内牢靠尽可能广眨，在楼凡政治、经挤、军事、文化(tg指教育、科技、学术、新闻、体

育、文学、艺术等〉、宗教、民族、华侨、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等各个方丽，如政治、军事、社会的斗争，

体制的变革，怯令的颁布，重要厂矿企业的创建及其兴衰，熏耍的科技成果，生产建设成就，在全

周全省有影响的思想文化成果的出版戒发表，熏要报刊的创办、停刊，有较大影响的学校的制立，

重要文化机构、柑合团体的建立与主要活动，重大自然灾害及特异自然现象的发生，人口统计，有

重大影响的人物的生卒等等，都尽可能予以记载。冀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存真

求实，尽可能全面地反映湖南近 150 年来历史发展进程，从中体现历史发展规律。

以大事记的形式记载历史，古巴有之，周代就产生了具有年表雏型的"牒记"，记载帝王年代

和事迹，汉词马迁的《史记》创立了体制较完备的各种年袋，此后相继有如唐封演的《古今年号

最》、宋施公迎的《历代纪年》等。然而作为大事纪，何者该记，何者不记?争论颇多。《新五代史·

梁本组》第二徐元党挫"大事则书，变世则书，非常则书，意有所乐则书，脂有所因则书，非此五者

则否"。司冯光编《资治通鉴>>，主张"专取有关圆寂兴衰，系生民休戚，替可为法，忠可为戒者"记

之。今人提出"大事突出，要害事不楠，新事不丢，琐事不录"的原则。这眼都是很好的概括。作为一

部湖南省的大事记来说，找们认为，"大事"应该是农本省‘涉及班回较广，对社会影响较大、较深远

的震大事件"费事"则是有必要记载，不记即为触憾的内容。当然大事、要事都是相对的，不可能

有统…、锦对的标准，除明显的影响探诵的熏大事件外，会因取舍的角度与尺度不同，编选者见仁

见智，而会出现歧议，这是正常的。本书从为读者提供较为丰富的历史素材这一意愿出发，在精选

精编的基础上，适当放宽了一些取舍尺度，我们认为这是不无益处的。

《湖南近 150 年史事日志》是采用不分类的编年体形式的大事记，它以时间顺序为纲，兼载历

史事件，把同时发生的纷坛的历史事件摘要汇编一处，依其年月日编次排比，只记史事，不作阐

述。是…种备忘最性质的工具书，供人们了解历史事件的渊糠流变及其相互关系和影响，提供简

明的史料和进一步考察的线索。

本书是集体费力的结晶，编察组自 1987 年初开始收集资料，数易媒署，查阅了所能找到的大

最报刊、书籍、文献资料，反复核实，修改补充，并印出征求意见楠，广泛征询意见，得别了有关专

凉、学者和各方丽同志的帮助和指教。fl..管如此，今天提供给读者的这本书，仍嫌有许多不足，比

如，由于受编寨者水平和资料的限制，许多该录的大事、要事未录，又有许多可录可不景的琐事录

了上去，也许还会有时间、事件不够准确;又如由于受日志体裁的束缚，把一件大事按日期分割了

开来，从而影响了对事件了解的究黯性;还由于受篇幅的限制，有的条文可能过于简略，令读者难

知其原袭，而有的条文又显得冗快;等等。我们热诚地政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我们希望这部书的出版，能为史学工作者和实际部门的同志了解湖南历史、总结历史经验、

加速湖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一部较为翔实可靠的工具书，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

和乡土历史知识的教育提供一部较好的参考教材。如能达此日的，编著者们就引以自慰了。

回伏隐

1992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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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 256
1961 年... .•• ...……………………………………………………………………… 259 
1962 年………... ... ...γ……….. ... ... .... .... .... .... •.• .... ...…. ••• •.• .….. •.• ••• ••• ..... ••• ..... 261 
1963 年... ..• ..…………………. ... ••• ..………………. ... ... ...…... ... •.. ... .•. ..…. 263 
1964 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265 

1965 年... •.. ...……………………………………………………………………… 267 
1966 年…..... ... ..... ... .... .……………... .... ... .... ..• ...……... ... .…….. .... ... ..• .•. .….. 269 
1967 年... ••• ..………………. .... .•. ..... •.• .... .…….. .... ..…. •.• ••• ..…. •.. .•• •.. .•. ..• ... 272 

1968 年……………………………………... •.• ...………………·…………... ••• ... 274 
1969 年……... •.. ..………………………. ... .•• ..... ..... ..... .... .... ..... .... •.. .…….. ••• ••• ..• 276 
1970 年………………………... ... ... .... ... ... •.. •.. •.. ... .………………………….. 277 

1971 年………………………………………………………………... ... ..………. 278 
1972 年…………………... ••. .……….. .... •.. ..• ... .... .……………….. ••. ... ••. ... .... 280 
1973 年……………………………………... ... ..……………. ... ... .…….. ••• ..…. 282 
1974 年……………………... ... ... .... ... ..... .……………………………………….. 283 

1975 年………………………………………………………………………... ••. ..• 284 
1976 年.... ••• ..……………………………. .……….. ... ..…………………………. 285 
1977 年... .... ...…………. .... •.• ..• .•. .•. ..…………·…………………... ... .... ••• .... ••• 286 
1978 年……………………... ... ... ... ... .…….. ... ..………. ••. .•• ••. ... .•• .•• ••• .•• ..• 287 
1979 年…... ... ..….. .•• .•. ..…. ... ... ..…………. ... ..……. .•• •.. .…·……. ... ... ..…. 289 
1980 年... •.. ..……………. .•. ... .………………….. ••• ..……. ..• ••. •.• ... ..… 292 
1981 年…... •.• ..……. ••. ..• .….. ••• ..…………. .•. ... ... ..• •.. •.• ••• ..• ..…. ..• ... ..…. 296 
1982 年... ..• .•. ... ... .………………….. ..• ... •.• ... ... .•• ..…………………………. 302 

4 



1983 年…………………………………………………... ... ..………….. ... ... ..…. 304 

1984 年………... ... ..………. ... ... ..………………………………………………. 307 
1985 年………... .....…·……... .... ..………………. ... ... ..……. ... ... .………….. 313 
1986 年……………... ... ..………·…... •.. ..……………. ... ... ..• ... ... ... ... ... .•. ... 325 

1987 年………... ..• ..………………. ... ... ...……... ... ..…………………… 334 

1988 年………... ... ..………………………………. .………………….. ... ... .….. 343 
1989 年…………... ... ... ... ... ..……………. ... ... .……….. ... ... ... ... ... ..………. 348 

1990 年………………………………………………... ... .………….. ... ... ... ... ...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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