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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代荆楚文化发祥地的湖北省，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

化摇篮之一的中心。是产生杰出学者和思想家的沃土。早在先秦

时期，在今湖北省的这块土地上，不仅产生了具有进步政治思想

和深邃哲理思考的“诗人哲学家”屈原和其他著名学者；而且，以

湖北为中心的荆楚文化氛围。还深刻地影响了墨家显学、老庄哲

学、稷下学派、儒门后学以及作为汉初统治思想的黄老道家。流

风远播，遗泽无穷，给予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以巨大

而深远的影响。然而，自儒家宋明理学兴起，并在全国占居主导

地位后，直至清代鸦片战争以前，湖北学术界也同全国各省区一

样，经历了理学的长期统治。而治学的方法论则盛行着乾嘉考据

学。

湖北地区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科的传播，虽然可以追溯

到19世纪60一70年代，但真正发展起来，则是与19世纪90年代

维新思潮高涨和张之洞在湖北大办洋务事业以及民主革命风潮

激荡相伴随，略晚于东、南沿海省区。当时。许多青年学子，为国

家救亡图存，借洋务“新政”的机遇，出国留学和进新学堂，谈论和

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一时成为时尚和潮流，一些学者

开始用向西方学到的新观点、新方法，改造和整理中国的旧经学、

旧史学、旧诸子学，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由于当时的湖北曾经是古今中西各种思潮交汇激荡之所。

维新与守旧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立宪与共和之争，曾经在这块

土地上激烈地展开。伟大的辛亥革命，中国推翻封建君主专制，



建立民主共和这一亘古未有的创举，在湖北首举义旗，决非偶然。

湖北的进步青年学者对“新学”的研究与宣传，既是中国社会近代

化变革的雷鸣之前的闪电，同时就思想史的逻辑来说，又是中国

思想界从冲决封建主义“旧”学的藩篱。到最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这

一过程所必经的中间环节。

“五四”运动前后，湖北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较早得到传播的

地区之一。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湖北的进步学者，开始信

奉马克思主义。他们除了改造和整理中国旧学之外，还用马克思

主义改造刚刚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使湖北地区的社会

科学事业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并给予全国以一定影响。他们作

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革命新军的组成部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

作为观察社会发展、国家命运与学术研究的指导原则，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科学战线上作出了重要的建树。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

科学事业在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历史时期。从这

时起，湖北地区也和全国一样，社会科学的队伍迅速壮大，学科门

类逐步齐全，研究成果不断积累。虽然在50年代后期和“文化大

革命”中，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曾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但

总的来说，建国以来湖北社会科学事业的成就是巨大的，无论是

人才的成长、学科的建设、成果的数量质量方面，还是它在社会政

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方面。都是以往任何时期不可比拟的。特别

是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的探索中，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研究中，湖北的社

会科学界更展现出空前繁荣景象。

本书的任务。在于如实记叙自晚清以来一百多年中湖北社会

科学界的发展轨迹。按照“综述历史，分陈事项”的编写原则，本

志第一、二两篇分别对晚清至民国时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的湖北社会科学的发展作纵向概述，第三、四、五、六各篇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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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机构、学术团体、学术活动、学术成果诸方面，对建国以后湖北

社会科学的发展，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湖北社会科学的发展，是本书记述的重点。

具有科学形态的社会科学，是近百年才发展和完善起来的，

旧省志自然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湖北省志·科学>下卷(社会科

学)是这次修纂时新增的门类之一。在这一卷中，我们想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对近百年来主要是近四十年来，湖北地区社会科

学的发展过程以及社会科学事业的各个主要方面，力求作一简

明、客观的介绍。由于没有旧志可以借鉴，加之我们水平有限，修

志工作经验不足，本书难免存在一些错误缺点，敬请读者批评指

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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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晚清至民国时期湖北社会学科的产生和
发展， r，-

’

．一．、+

1．晚清至民国初期的湖北社会学科
’

湖北地区近代社会科学的出现，虽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

60～70年代，但真正发展起来，则是90年代张之洞在湖北大兴

“湖广新政”以后的事。当时湖北的青年学子，出国留学和进新学

堂，谈论和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共和立宪、

天赋人权等社会学说，阅读和评介西方启蒙学者的社会学说名

著，成为一种强劲的社会风气。一些学者利用新学堂和报刊为阵

地，介绍和普及刚刚传播进来的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另一些学者

用向西方学到的新观点、新方法，改造和整理旧经学、旧史学、旧

诸子学，都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_， ’

(1)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和资产阶级治学方法的结合。．·

从晚清到“五四”时期，湖北学者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

要特点，是一方面继承历史上乾嘉学派(又称考据学派)的治学传

统，坚持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态度，进行细心审慎的考证，另一

方面又把刚学到的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综合分析和推理演绎的

方法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去。并努力把二者结合起来，因此，他们在

对古书的整理和注疏等方面，比他们的先辈取得了更高的成就。

这一时期，在社会科学领域作出了卓著成绩的湖北学者，主要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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