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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J'谁住楚有材 1 于斯为盛

又一→;批tt影响着中国历史进程的代表人物 7 都源于"岳麓书院一一时务学堂一-湖南大学"这一"传

道济民"之才的培养基地。 他们励志修身 1 为人表率;他们敢为人先 1 彪炳史册 ; 他们著书立说 1

泽被后人。他们或见诸党史!充盈国学 1 望重乡邦!为师生耳闻自睹。 他们的声音穿透岁月的烟云 1

至今仍如黄钟大吕 1 震撼着我们的心灵，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

11 盛世11多史!明时修志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从古代的岳麓书院发展而来的湖南大学!真实

地演择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1 是湖湖文化传播发展的重镇 1 也成为了中华文明重要的文化坐标。

一直以来 1 许多专家学者潜心研究这个文化史、教育史、近代史、革命史上的独特个案!给予我们历

史启示的著述不可计数 1 但是以图志的形式，特别是以老照片的形式来反映这段历史一直是一个空白。

历史是永恒的 1 但米|童的历史往往定格于阴间。跨越历史的长河 7 触摸着一张张发黄的照片，

我们就是在穿越历史!重温一个时代的记忆。无论是那些黑白的风景?还是那些鲜活的面孔 ; 无论

是那些历史的一刻?还是生活的片段，它们都留下岁月的痕迹 7 打上时代的烙印。 特别是把一批相

关的老照片串联起来 1 其客观性真实感和连贯'11比起文字叙述更能再现历史，那些借助摄影工具

巳现在我们面前的人物、事，给了我们无比的震撼 f 这也是老照片集的独特魅力!

进入信息时代，我们已经习惯了用现代数字技术来记录现实场景，档案意识也大大增强，也许

可能淡忘或不知以往拍摄照片之难 : 器材稀罕!技术复杂 1 以致不少事件无人携带相机在场抓拍 ;

政治动乱战争破坏潮湿霉变使得多数照片损毁无存。以发生在我校身旁的长沙"文夕"大火、四次

长沙会战、长沙和平解放为例!读者们今天能从媒体见到的影像图片事寥无几因而有关我校的一

切老照片弥足自珍?更应公诸于众雅俗共赏 7 发挥其生动形象的思想教育作用 。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1 在岳麓书院诞生 1040 周年和湖南大学定名 90 周年之际， {湖南大学图志 )

(976-1976 )以图说史，以史明志 1 承前启后 1 继往开轧岳麓书院前资魏源 ( 海国图志 ) 面向世



界?图文并茂，且"以西洋人谈西洋为我们作出了榜样。就是说?图(老照片)真 7 文也要真，

要"以旧文(文献、文物、档案)谈旧人旧事。 11 所以本书除老照片外也掺入不少旧刊书影、文档扫

描图片。鉴于改革开放以来档案工作正规化?群众摄影的普及，近几十年的照片相对丰富 7 因而当务

之急应该放在"抢救"濒临失传的资料上。本书所收图片起止时间定格为 976 至 1976 年(岳麓书院

诞生 1000 周年和湖南大学定名 50 周年 h 让广大读者触摸历史的脚步?感受干年学府的文化教育

传统 1 感受她不断前行的力量。

在大家的思力支持下， {湖南大学图志 } (976-1976) 共征集了 2928 ~长老照片?收录入册 825 j长。

如 7 古代皇帝的题匾 7 山长的箴言学规 1 时务学堂教习的合影?西迁辰溪的校址碑， 1945 年 9 月 15

日在科学馆(今办公楼 205 室)举行的长衡地区自军投降签字仪式?毛主席为湖南大学题写校名的

手迹?湖南大学解放后教师的聘任书， j长松鹤创作毛主席塑像的过程 1 良师益友的学习生活劳动场景?

岳麓山下校园的变化等等。当这些再次进入我们的视野时?我们回忆着，品味着 1 也感动着。

千百年来?先辈们在岳麓山下革路蓝缕 7 薪火相传 7 弦歌不辍。今天!我们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v|忧尤天下、经哇致用

高水平大学而努力奋斗D

是为序。

编者

2016 年 7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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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中 I11 大学、南昌大学、
四川大学、云南太学、广西大学棋
道系、土木系

湘谭电机学院电佳、碳素、金防、
电机、电器专业

上海机械学院、南班机械制地学
校汽车专业

IY46 

中原大学，湖南农学院，中南矿冶学院

1949 

华中工学院、中南财经学院、中南政法学院、湖
南师范学院、华南工学院、武祝大学、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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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名山

院以山名，山因院盛。 岳麓山自古就是一座文化名山，

相传为神离开I之所，后发展为佛、儒、道三教聚汇之地。



耳目
1. 清末岳麓书院远景照片

2 乾隆 ( 南岳志 ) 载清初岳黄山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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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长沙府疆域图 } (局部，清乾隆 14 年)

4 . 清长沙府志载明代 (岳震书院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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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民国时期的云麓宫

5 . 岳震山文化景点图

「日Tl l 岳麓书院藏唐代 (三绝碑 )

尸刷叫 2. (岳麓志附属碑
3. 古麓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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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南正脉

自北宋开宝九年( 976 年)岳麓书院创建以来，这里

直是儒家思想文化传播 、 发展的重镇。 "道南正脉"

是清乾隆八年( 1743 年) ，清廷为表彭吕麓书院传播理

学的功绩而颁赐乾隆帝御书匾额彰显了岳麓书院在传统

理学中的地位。

8ill 
1. "道南正脉"匾

2 岳草书院图(明崇顿 1 2 年)

3. ( 赠了敬序 ) 载二僧办学

4 南宋王应麟所撰 ( 玉海 ) 有关

岳麓书院初创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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