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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徐守盛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文选德 孙载夫

戚和平 谢康生

组 长 蒋建国 路建平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友志 钟万民 姜儒振 魏 委 吴志宪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周用金 朱有车

王晓天 钟志华 刘湘溶 肖国安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魏 委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陈祥东 肖 荣 苏仁进

田方斌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 一 副 主 任 刘鸣泰

常 务 副 主 任 张光华彭国华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丁双平 朱汉民 曾主陶

委 员 谢清风 易言者 李小山 刘清华 黄楚芳

黄一九 胡 坚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章育良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 

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 

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 

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 

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 

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 

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 

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 

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 

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 

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 

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据原本影印及数据 

光盘三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 

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 

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 

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 

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 

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 

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 

1 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 

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 

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 

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 

望社会各職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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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书院志
附录一城南书院新置官书条款目录 

附录二城南书院文献辑存

〔清〕余 正 焕 左 辅 /撰 

邓 洪 波 梁 洋 李 芳 /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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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

言

古城长沙南门外之妙高峰，坐东朝西，近临湘水，遥对麓 

山，水聚山回，宽舒秀丽，木茂泉清，花香鸟韵，诚省垣之名 

胜。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 , 定居长沙的张栻从衡山碧泉书 

院学成归来，爱其形胜，创建院舍以作读书治学之所，曾任宰相 1 

的张浚（栻父）大 书 “城南书院”匾额。从此，人文与自然交 

融，这所充满书香的庭院就成了湖湘文化的永久记忆，甚至符号 

与象征。

城南书院兴废有时，绵延至今，已有九百馀年，可谓历史悠 

久。约略而言，其发展历程可以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南宋，百馀年。城南书院虽然创自私家，但绍兴 

三十一年（1161)创建之初，就有丽泽堂、书楼、蒙轩、卷云亭、 

月榭、听雨舫、纳湖、琮净谷、采菱舟、南阜等，号 为 “城南十 

景”，规模甚大。由于创始人张栻的影响和努力经营，再加乾道三 

年 （1167)与朱熹聚讲、题咏，其名几与隔江相望的岳麓书院相 

伯仲，所 谓 “名贤讲学，风教尉然，得人颇盛”，成为湖湘学派的 

一个重镇。

第二阶段，跨越元明两代，近四百年。其间除了明正德、嘉



靖两次短暂兴复讲学之外，城南只有佛家高峰寺的香火，而无儒 

家书院之踪影，此即方志所载： “诡兴诡废，久为缁流所侵占。” 

具体而言，正德二年（1507)的 “清复”由参议吴世忠、学使陈 

凤 梧 “协谋”推进，是兴复岳麓书院的辅助工程，意在恢复“朱 

张旧迹”。虽有起色，但 “寻归藩府”，兴学之功尽付流水。嘉靖 

四十二年（1563),推官翟台“建厅堂五间”于高峰寺后，试图重 

建儒家阵地，但万历六年（1578) “复废矣”，十馀年的努力又告 

失败。

第三个阶段为清代，二百馀年。康熙五十三年（1714)，生员 

易象乾等倡议修复宋代书院十景，周桢有《城南十景赋》以纪其 

盛，是为清代首修城南书院之举。雍正十一年（1733) 诏赐帑金 

一千两，在十八行省省会建立样板书院，以为一省之教育与学术 

中心，是为雍正版的“211工程”。湖南当局奉诏以岳麓、城南二 

书院分享公帑，扩建院舍，创建了两所省会书院。从此，城南书 

院步人国家重点建设的二十三个省会书院之行列。

作为湖南省会书院的城南书院，以道光二年（ 1822) 为分界 

线，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九十年（ 1733— 1822)，居院肄 

业者皆长沙府一郡之生童，其他士子向不收录，实为府级书院， 

院址也于乾隆十年（1745) 由巡抚杨锡绂迁至城南门内天心阁下。 

杨巡抚此举，名义上是想避免校课岳麓的风涛阻隔，实有以城南 

取代岳麓之意，因而迁建后的城南书院规模宏敞，建有御书楼、 

礼- 、讲舍及正谊、主敬、进德、存诚、居业、明道六斋，岳麓 

诸生皆移居城南肄业。二十一年（1756),巡抚陈宏谋重新规划, 

复移诸生肄业岳麓，留新生、童生肄业城南，从而结束了城南代 

行岳麓作为通省肄业之所的十年历史。

后期八十年（1822— 1903)，城南书院复址妙高峰，宋时十景

城
南
书
院
志



恢复其六，六斋之外，又建山长居、监院署、文星楼、南轩祠等, 

“规模视昔十倍”，在全省范围招生，道光皇帝御赐“丽泽风长” 

匾，招生定额也与岳麓书院相等，达到138名，经费充足，藏书丰 

富，并建有单独的文庙，其名实可与岳麓相抗，是名副其实的省 

会书院。咸丰二年（1852)毁于太平天国之役，山长陈本钦修聋。 

同治、光绪之世，“文人日盛”，屡有修建。历任山长贺熙龄、余 

正焕、胡达源、何绍基、郭嵩焘、王先谦等，皆湘中名流，讲学 

大多汉宋并重，尤重经世济民之学，造就人材甚众，著名生徒有 

曾国藩、左宗棠、李元度、黄兴等人。

第四个阶段，自清末至今百有馀年。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 

巡抚赵尔巽改城南书院为湖南师范馆。从此，城南书院之名虽已 

不存，但改制使其血脉贯通，完成了由古代而近现代的转型，先 

后以湖南全省师范学堂、湖南中路师范学堂、湖南第一师范学校、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之名，办学至今。而其最著名的学生，则莫过 

于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郭亮、 

李维汉、萧三等人。

城南创于宋，盛于清，尤其是道光年间回迁妙高峰原址之后， 

始得真正与岳麓并称为湖南省会书院，成为湖湘学子心向往之的 

高等学府。乘此东风，当事者乃纂修志书，先后刊印《城南书院 

志》、 《城南书院新置官书条款目录》，意在总结经验而谋更大 

发展。

《城南书院志》四卷，余正焕辑。余正焕，字星堂，湖南长沙 

人。嘉庆六年（1801)进士，历官陕西陕安、云南迤西二兵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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