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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校史
(976—1996)

凡 例

一、本书记述自北宋开宝九年(976)创立岳麓书院

至今共1020年的校史。根据详今略古原则，按岳麓书

院，近代湖南高等教育，省、国立湖南大学，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的湖南大学，改革、发展的二十年顺序分

为五篇。

二、本书历史纪年自北宋至清代用旧纪年，夹注公

元纪年i民国起径用公元纪年；人物简介概用公元纪年。

三、本书所记湖南大学及前身岳麓书院等备校教育

思想或办学思想，以各山长(院长)、校长实际执行的指

导思想为主。各朝代各时期教育行政部门所颁行的规定

一般从略。

四、本书人物简介，生卒年不明的记“?”号；健在

的用某年生。籍贯是本省的只记县名。汉族和男性从略，

少数民族和女性记族名、性别。校长在行政概述中专节

介绍，著名师生简介分列专章(节)；先是湖南大学及其

前身各校学生后来任教的，记入教师章。学生按入学年

月、教师按到校任教年月为序；其年月不明的按大略时

间列入适当处。

五、本书人物收录范围：英烈全录；政界副省长及



国家副部长以上；全国人大常委以上；全国政协常委以

上；军界少将以上，学界博士生导师；科研成果获国家

级三等奖以上；省部级二等奖以上I在近、现代对发展

工农业生产有重要贡献者；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级有突

出贡献的中_青年科技专家；列入省人物志者。

六、本书时间跨度长，资料收集不全，散失严重。今

所记录以当前收集到的资料为限。．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湖南大学校史
(976—1996)

绪言

湖南大学党委书记 卸乞必
湖南大学位于湖南省长沙市，前临湘江，后倚麓山，天马、

凤凰屹立左右，松柏枫樟繁茂成荫，风景优美，环境清静，名

胜古迹错落其间，是为学术研究和传授学业的最佳处所。

湖南大学的历史源远流长。她正式定名于1926年，其前身，

一为北宋开宝九年(976)创建的岳麓书院；一为清光绪二十三

年(1897)兴办的时务学堂。讲习绵延，弦歌不断，迄今已1020

载。她一直是湖南的最高学府，湘楚人才的摇篮。在世界万所

大学之林中，其历史悠久，仅次于摩洛哥加鲁因大学。①

早在北宋，岳麓书院因办学成绩卓著，真宗赐书赐额，成

为“四大书院”之一．南宋初年，理学进入繁荣时期，人才辈

出，学派林立，理学家纷纷创办或主持书院，展开教学和研究。

岳麓书院自乾道二年(1166)张杭主教事后，一直是重要理学

①摩洛哥加鲁因(--译卡拉维因)大学，刨建于859年．
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创建于980年(一说982年)．
意大利波洛尼亚大学创建于1088年(一说1158年)．
巴黎大学是1150年在巴黎圣母豌大教堂索邦神学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一
牛津大学是116'／年召回留学巴黎大学的英国学者集中牛津讲学而创立
的．
剑桥大学是1209年部分牛滓师生移居剑桥而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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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之一——湖湘学派的主要基地。《宋元学案·南轩学案》称，

“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

湖湘学派的教育思想为培养人才，传道济民。他们重义利

之辨，认为义不限于个人修身，而是经世之要；他们重践履，务

实行，认为“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不践履，直是未尝真知

也。”

宋代金兵侵入中原，湖湘学派反对主和，要求收复中原。开

禧(1205--1207)北伐，岳麓诸儒吴猎、赵方曾率部败金兵十

余万。南宋末，“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什九”，表

现了为国捐驱的精神。

湖湘学派能融合各派之长。乾道三年(1167)，理学大师朱

熹自福建来到长沙交流学术，与张弑会讲于岳麓书院，历时两

月有馀。前来听讲的，。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会讲中

心问题为“中和之辩”，其始，“三日不能合”，其后，朱熹接受

了湖湘学派的“性为未发，心为己发”、“先察识后持养”等观

点。张斌亦有很多观点接近朱熹。朱张会讲、促进闽学与湖湘

学互相切磋融合，成为千年来士林乐道的盛事。

淳熙十五年(1188)，事功学派陈傅良讲学岳麓，《宋元学

案·艮斋学案》称事功学派“凡夫礼乐兵农，莫不该通委曲。”

其学术主旨“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与湖湘学重经世、

重践履的学风是一致的，对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学风产生很大

影响。

延褚元年(1314)，别驾刘安仁重修岳麓书院，张厚主持院

事。当时，全国书院发展进入高峰，但官学化严重。由于岳麓

书院继承了“造就人才，以传道济民”的教育思想，不同于官

学化书院以科举为目的。

元至正十八年(1368)，岳麓书院毁于兵火。延至弘治七年

(1494)，才由陈钢、杨茂元重建。聘叶性主持院事。叶性。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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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温醇，学问渊博”，殷殷阐明朱张之学，“振文教于湖南，扬

声光于天下”。
’

正德三年(1508)，王阳明访问岳麓书院，开启了讲“心

学”的新的学术风尚。嘉靖十八年(1539)，王门弟子季本任长

沙知府，修葺岳麓书院，并亲自开讲于岳麓。其后，王乔龄、罗

洪先、张元忭、邹元标等王门弟子相继讲学岳麓，丰富了岳麓

书院的教育理论及其实践，使自由讲学之风再起。但王学发展

到后来，流于空疏。明末岳麓书院山长吴道行力纠王学末流之

弊，重视经世致用。崇祯十四年(1614)，东林学派第二代宗师

高世泰督学湖广，至岳麓书院讲学。并以东林风节训迪岳麓诸

生。故而，明代岳麓书院的学风仍表现出“务实”的重要特色。

岳麓书院发展到清代，规制完备，曾获康熙御书“学达性

天”，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额，名振天下．院长如李文熠、

王文清、旷敏本、周焘、罗典、贺长龄、欧阳厚均、王先谦等

等皆硕学名儒，他们继承和发扬岳麓书院传道济民、经世致用

的学风，因之人才之盛，不让宋明时期。如魏源、陶耐、贺长

龄、曾国藩、左宗棠、郭松焘、曾纪泽、刘坤一等是这个时代

的风云人物。以及在近现代中国民主革命中岳麓诸生唐才常、沈

荩、杨毓麟、陈天华、程潜、李木庵等或以身殉国或事功卓著，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重要影响。

岳麓书院在近千年的演进中，虽经几度兴毁和官学化的影

响，但湖湘学派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教育思想和重践履、务

实行的优良学风以及捍卫民族利益的爱国精神一直延续下来。

她培养造就了一代代的人才，为古代文明的进步作出了贡献。

中国自道光二十年0840)，鸦片战争后，逐步沦为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书院教育已不适应近代中国社会的需要，教育

体制改革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创

办时务学堂，熊希龄任提调，梁启超任中文总教习，讲授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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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素王改制理论，传播资产阶级民权学说和科学技术。光绪二

十五年(1899)，时务学堂改为求实书院，1902年改为省城大学

堂，1903年正名湖南高等学堂，同年岳麓书院亦改为高等学堂，

于是两校汇合为一，校址即岳麓书院。与此同时，湖南实业学

堂、师范学堂、法政学堂，亦次第创办。三、五年后，都升为

高等或专科学堂。

1912年，湖南高等学堂停办，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迁入。高

等学堂学生分别转入高等工业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继续学习。

高师校长吴嘉瑞将朱熹讲学岳麓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以及

《湖南理学渊源录》、《湖南先正小录》和《最近国耻史纲》书于

屏风上，揭示于忠孝廉节堂的正面及左右两边，训示诸生“日

夕深思而实践之”。1917年高师停办，杨昌济、朱剑凡等倡义创

办湖南大学，获省政府同意，设湖南大学筹备处于半学斋．由

杨昌济主持。同年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迁入岳麓书院，校长

宾步程题写“实事求是”匾额及“工善其事必利其器，业精于

勤而荒于嬉”对联悬挂于忠孝廉节堂正面，启迪学生发扬岳麓

书院务实、重践履的学风。

1926年湖南工专、商专，法专合并，成立湖南大学，以岳

麓书院为校址。曾三任湖南大学校长的胡庶华，主张学习西方

科学技术与继承岳麓书院优秀文化传统并重。他创作校歌，“承

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同时以朱熹手书“忠孝廉节”、欧阳

正焕手书“整齐严肃”八字作校训，并对此作出新的解释。湖

大及其前身各校在岳麓书院优秀文化传统薰陶和西方科学技术

培育下。学风严谨、笃实，教师阵容较强，教学设备较充实，教

学管理较严格，因而近百年来，群星灿烂，涌现出各类型的人

才群体，如科学技术型的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杨树

达、黎锦熙、李达、田奇瑙、．吕振羽、李薰、慈云桂、陈荣悌、

陈耀祖、中国工程学院院士刘天泉、刘筠等；以及工程技术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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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专家学者周夙九、李芬、饶涅、戴桂蕊、李承干，吴继岳、

向德等等；教育文化群体有范源濂、曹典球、陈润霖、雷铸寰、

任凯南、汤松、曾运乾、舒新城、周方、杨卓新、钟伯谦、董

维健、李昌来、李季、李宓、杨翊、王自中等；实业型的有梁

焕奎、李国钦，梁焕钧，左学谦、张铭西，唐伯球等等。军事

政治型的有蔡锷、蔡和森、邓中夏、周小舟、甘泗淇、谢觉哉、

王凌波、谢晋、刘士奇、何孟雄、袁任远、龚饮冰、张唯一、熊

清泉、刘正、彭祥云、王众孚，以及李燮和、仇亮，仇鳌、郑

洞国，还有张翼鹏等等。由上述极不完全的名单，可窥见岳麓

与湖大学子对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发展和民主革命进

程影响的一斑。 ．

原国民政府教育部对省立湖南大学教育质量的考察，认为

居各省立大学之冠，于1937年确定湖南大学为国立大学，当时

全国国立大学仅十余所。

1938年，日本侵略军迫近长沙，轰炸频繁，湖南大学西迁

辰溪龙头脑；1945年复员回岳麓山．1949年8月，湖南和平解

放，省立克强学院、音乐专科学校，一国立师范学院、私立民国

大学并入湖南大学，由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李达任校长，设有

文艺、社会科学、财经、自然科学、工程、农学、教育等7学

院25系1专修科。 ．

。

1953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在湖南大学原址设

立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湖南师范学院。湖大其他院系分别并入

有关院校。中南土木建筑学院由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南昌大

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广西大学和湖南大学的土木系、铁

道系组成，由高等教育部领导。1958年，在中南土木建筑学院

的基础上成立湖南工学院，同时成立湖南大学筹备委员会．湖

南师范学院迁黑石坡建校。 ．

1959年，湖南大学恢复，设12系，向文、理、工综合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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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展，以后几经调整，系、专业设置有减有增。1978年列为

全国重点高等院校，增设了一批国家急需的院、系、专业，发

展至今，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理科基础较强，文科独具深厚文

化背景，工、·理、文、管、商协调发展的大学。学校现设有18

院、系、2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9个博士点，44个硕士点，42

个专业，14个部级重点学科，42个研究所。1995年，在籍学生

13554人，其中本专科生7466人、研究生769人。成人教育本

专科生3933人。教学、科研设施较为齐全，有75个实验室。图

书馆建筑面积为15800m2，藏书量达131万余册。还有1个甲级

设计研究院和机电工厂为教学、科研提供实验、实习场所和技

术服务，校园占地面积73：6万m2，建筑面积35．58万1"112。

湖南大学有一支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与国家级专家在内的

1300余人的教学、科研专职队伍。其中教授160人，副教授430

人，讲师409人，还有名誉教授、客座教授等70余人．。另有工

程技术等系列的专业技术人员近千人；学科专业齐全，基础学

科实力雄厚，有些学科已形成自己独创的理论体系与学派；教

学上保持和发扬“重质量，严管理”的传统，曾获得国家级优

秀教学成果特等奖、优秀奖、一等奖；科学研究上发挥基础好、

学科综合性强的优势，曾获国家级自然科学奖、发明奖、科技

进步奖、星火奖和部省级奖励，已形成基础科学、化学工程、建

筑设计、材料工程与科学、机电一体化及自动控制、计算机应

用技术和环境工程等科技集团力量。学校正逐步扩大在海外的

影响，已与100多所外国高校建立了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

湖南大学历史悠久，办学基础好，学术实力雄厚，国家领

导人刘少奇、贺龙、王震、华国锋、胡耀邦、江泽民、李鹏等

先后来校视察工作，考察岳麓书院。江泽民总书记指出：湖南

大学与岳麓书院一脉相承，是世界最古老的学府之一，应该很

好的重视；要继承和发扬过去的好传统，把湖南大学办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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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内外著名人士来这里参观时，亦无不为湖南大学悠久办学

历史并拥有岳麓书院这一国家瑰宝而惊羡不已。他们殷殷期望

湖大继承岳麓书院优秀文化传统，加大改革力度，继续发扬开

拓、创新精神，使这个千年学府焕发青春的光辉。20世纪90年

代国家实施。211工程一计划，即在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高

水平的高等学校，1996年6月根据国家教委指示，机械工业部

聘请专家，组成以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

工大学校长王越教授为首的专家组，由部党组副书记、常务副

部长邵奇惠主持，对湖南大学进行了。211工程”部门预审，预

审获顺利通过．．这是湖南大学发展史上又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湖

大人决不辜负国家和社会的厚望，在上级和各界人士及广大校

友的热情关怀和支援下，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湖南大学建设

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国际上有影响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新型大学。

湖南大学校史在编写过程中力求贯彻。唯实躺唯真”原则．

写史是为了鉴往知今，湖大校史记载了千年来湖南古代高等教

育的发展过程和教育思想，记载了近百年来湖南近现代高等教

育的变迁和经验教训，将为湖大今后的发展提供历史经验。我

们期望通过此书，能使社会各界和海外人士了解湖大，加强与

湖大的联系和合作，使湖大走向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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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大学校史

(：：，6—1996)

绪言
⋯

第一编 中国古代轳彳和学术中心之一
——岳麓书院 ．

· (976—1903)。
“

第一章建置沿革⋯⋯⋯‰⋯⋯⋯⋯⋯⋯⋯⋯⋯⋯⋯⋯2

第一节始建——书院定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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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经费·学田⋯⋯⋯⋯⋯⋯⋯⋯⋯⋯⋯⋯17

第三节藏书·出版⋯⋯⋯⋯⋯⋯⋯⋯⋯⋯⋯⋯18

第四节供祀⋯⋯⋯⋯⋯⋯⋯⋯⋯⋯⋯⋯⋯⋯⋯20

第五节定额·招生·考试⋯⋯⋯⋯⋯⋯⋯⋯⋯21

第四章著名山长和学生⋯⋯⋯⋯⋯⋯⋯⋯⋯⋯⋯⋯23



第一节山长选介⋯⋯⋯⋯⋯⋯⋯⋯⋯⋯⋯⋯⋯23

第二节著名学生⋯⋯⋯⋯⋯⋯⋯⋯⋯⋯⋯⋯⋯27

第二编湖南近代高等学校 一

’

第一章湖南时务学堂(1897·-1899)⋯⋯⋯⋯⋯⋯34

第一节创办经过⋯⋯⋯⋯⋯⋯⋯⋯⋯⋯⋯⋯⋯35

第二节行政管理⋯⋯⋯⋯⋯⋯⋯⋯⋯⋯⋯⋯“35
一、机构·人事⋯⋯⋯⋯⋯⋯⋯⋯⋯⋯⋯35

二、经费·校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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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方法⋯⋯⋯⋯⋯⋯⋯⋯⋯⋯⋯⋯43

第四节新旧斗争⋯⋯⋯⋯⋯⋯⋯··l O gO⋯⋯⋯⋯44

一、公私义利之争⋯⋯⋯⋯⋯⋯⋯⋯⋯⋯45

二、政治思想斗争．⋯⋯⋯⋯⋯．．．⋯⋯⋯⋯45

三、学术思想上的争论⋯⋯⋯⋯⋯⋯⋯⋯47
． 四，斗争的结局⋯⋯⋯⋯⋯⋯⋯⋯⋯⋯⋯48

第五节学堂的成就⋯⋯⋯⋯⋯⋯⋯⋯⋯⋯“⋯·49
’

第六节著名师生简介⋯⋯⋯⋯⋯⋯⋯⋯⋯⋯⋯51

一、教师⋯⋯⋯⋯⋯⋯⋯⋯⋯⋯⋯⋯⋯⋯51

二、学生⋯⋯⋯⋯⋯⋯⋯⋯⋯⋯⋯⋯⋯⋯52

第二章湖南近代高等教育的前驱⋯⋯⋯⋯⋯⋯⋯⋯57

求实书院(1899--1902)

湖南省城大学堂(1902--1903) ．

湖南省官立高等学堂(1903--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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