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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学研究丛书总序

袁行需

由中央文史研究馆与全国各地文史研究信通力合作的文化工程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扎在历时六年之后，终于全部完成，陆续出版，这

无疑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更让我欣喜的是，湖南省文史研究结在

《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湖南卷》编撰完成之后，即着手期学研究，这是

对湖南地域文化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因此当"湘学研究丛书"执行主

编、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陈书良先生嘱余为丛书作序时，余乐见其

成，遂欣然应允。

期学作为一种极富地域色彰的学术患慧，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史

上有独特的地位，并在历史上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演变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c 潮学的拉特品格是儒学地域化的结果。{亘这一地域化的过程并

不是完全被动的，它既有南北的交流与互动，也有东西的冲突与融合。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不断对据学施加影响，期学也因其自身特震影响

了全国的学术发展。其表现最突出的主要是两个时期，一个是南宋的

湖商学派，一个是晚清湖南的理学经世派。

南宋时期，以胡安国、胡宏父子和张棋为代表的湖据学 v匠，主张

"性本论"和"气本论与朱:辜的"理本论"和F击象出的"心本论"三足

鼎立，朱点，更是深受胡民父子和张轼的影响。过去我们过多强调张轼

接受朱烹的观点，修正师说，丽君、视了朱嘉所受湖湘学派的影响。实

际上，朱京正是从湖湘学领悟到践居功夫的重要J性，并纠正了佛老之

弊。 如j翔培在论朱嘉学间的进程时曾指出"考亭早年泛滥于佛老之

学，及从延平问道，讲明性情之德皆由发端处施功，乃 j斩悟佛老之

非……乃从南轩于湘南，商治学之方始易以察识为先、以涵养为后，由

蹈虚之学期以做实之功"({文IJ 申叔遗书》之"南北理学不同论江苏

古籍出殷社 1997 年版，第 551 页)。这一点随着对南宋思想和社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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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深入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

至于指学与晚清学术思潮的转变，最突出的就是据南理学经时派

的强势复兴。陶潜、贺长龄、魏?原作为晚清理学经世涯的第-批领裆

人物.在道光年;可职弊丛生的时局中蝠起，他们冈此而有机会将湘学

的经世传统付诸实践， t守在学也正是在此时再次兴盛。到了咸同 q三间，

中兴名臣曾向藩信自船军的壮大不断传播其"以礼词和?又宋"的主张，

将"经济"一门与"义理、考据、辞章"并举，将经济藏于义理之中，在乾

嘉考据之外，大大提升了理学的地位。他强调时务致用，兼收并蓄，以

撮合、化解汉宋之争，成为当时经世学j礼的主流υ 但曾到藩的这种努

力，基于更多的现实考虑，从学术上来说，并没有解决汉宋之争存在的

学理问题，事实上影响了清代理学的发展c 同时，在对西学的引进上，

由学的思考习惯和学术精神也影响了时人对中体西南关系的理解。

对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的次第引进，在湖南本土产生了激进与保守的

严重分歧，它不仅使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呈现出复杂的局面，也深刻

影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关于这些，仍有得更多的研究。

作为传承近千年的地域学术思想，湘学的学术内涵楼为丰富，一

方面随着历史变迁而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却保留着学统上的廷结性，

形成了一种学术精神传统深刻地影响了湖南的民风民链和政治、经

济、文化的发展。

因此，开展棉学研究，对;胡阔地域学术文化和学术群体深入开掘，

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有关湘学的研究，近年来湖南地区的学者已

经取得了不少成果，这种学术自觉充分显现了湖南学人的自信，也非

常契合指学的旨趣与强立精持。 {B作为一个学术思想史概念，湘学的

自史研究和学理研究仍然很薄弱，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摒南省文史研

究信作为政j育机构，牵头组织部分学有专长的文史研究馆m员和一些

学术界的朋友共同整理、研究、编写"湘学研究丛书"显示了他们的学

术勇气与社会担当，昭示着船学研究进入→个新的阶器。最后‘我希

望这套丛书的出段，能成为各省地域学术研究的参照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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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一、湖学义界

近年来，随着地域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陆学研究以其鲜明的学

术特征和深厚的历史传承而横专出t哇，成为了当世之显学c

我们认为，尽管对指学的概念众说纷纭，人各一词，但额名思义，

湘学应该属于学术的革畴。按~IB告书·杜逻传》云"素无学术，每

当朝谈议，涉于浅近。"学术-ì司系指有系统的学问。梁启超《饮冰室

文集·学与术》云"学也者，现察事物南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

所发明之真理致i者用者也。"当然有一点"经世致用"的意味。 他在

《清代学术概论》中更进一步说:

学术患想之在- 00 ，我人之有精神也。而政策、法律、风俗及

历，史上种种表象，则其形贯也。故敌或其匮盛衰强弱之程度如

何，必于学术思莞、丐求之。

据此，我们知道，学术思主主是学术研究与实践的产物;而且经过相

当长时间的演绎，带有系统性、传承性乃至地域性诸属性3 这一点是

银重要的，因为它直接现盖着我{门以后将要沦述的劳吕学的载体，以及

为什么说湖期文化、湖南学不能等!可于湘学。

白就战时期李肖聪先生出版《湘学略》以来，人们习惯于在指学这

同一标签下，作着内容不同的表述。这是顿为清暗的文化现象。因

此，在申述本书的贫苦学概念之前，我111有，必要略作就理及评莺，对历史

文献或注行词汇中的桶学含义，就其特定内容或指称重叠娃，件→些

辨析。

首先看潮湘学。明儒'黄宗主主《宋元学案·武夷学案》有"湖据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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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盛"一语，后人于是据此以为湘学即;胡闹学，亦即湖湘学派 3 按所

谓湖期学(湖南学)是由南宋大需朱嘉及其弟子在《朱子语类》中提出

来的，;意指南宋绍兴年 n司形成的地域性儒家学派，亦即著名学者胡安

国、胡宏、张拭等人在湖南的学术研究和思想传播活动。这当然实质

上是指南宋理学在湖南形成的地域性学涯。其学术传承是十分清晰

的:当理学兴起之初，二程兄弟激扬于立方。赵构南渡，理学遂南传。

后二程弟子、上蔡谢良佐传武夷胡安同，胡安国传其子胡宏电胡宏传绵

竹张拭。胡宏庭、居南岳二十余年，著《知言》六卷、《五峰集》五卷、《皇

王大纪》八十卷。青年张拭往衡山从学，深得胡宏赏识。张拭后又主

讲城南、岳麓书院，著。台语解》、《孟子说》、《离轩书说》等。他们的学

术活动都在三期四水之间，故朱嘉及其弟子以湖湘学(湖南学)名之。

湖湘学是大师子笔，当然非同凡响;然而如果将它等同于湘学，则颇觉

其义欠缺c 西为湖据学的理学特色是由天道和人道统一建立的宇宙

本体论，以形而上与形而下一体不分建立的宇宙本体论，强调体用合

一。胡宏以为"性是气之本倡导否定"理欲两极对立"的人性论，主

张恢复封建制和井E制。张拭则以为"太极市性与人性至善"。现湖

湘学深诸大师宏论，程朱道学面目显示无遗 G 而逮及明末，王船LÙ却

大异其趣。船山远绍北宋思想家张载"理势合一"的历史观，完善了张

载的学说，主张经世致用，奠定了船山学的学术基础;之后，又由魏摞

构建了其学术结构。遗憾的是，湖湘学恰恰没有包括船山学，没有延

伸或泛指明到请中后期湖南的学术思潮，这就使得它在实质上与陈亮

的永康之学和叶适的永辜之学一样，是一个义界比较狭窄的宋代理学

支派。

将湖湘学等同于期学，虽其义欠缺，但我们以为积极因素亦是显

丽易见的。作为地域学派，湖据学的代表人物均非涌入。二程是河南

洛阳人，谢良在是豫人，胡安胃、胡宏父子是间人，张拭是驾人，只是因

为他们开宗立派的学术活动在兰湘大地，所以冠以湖湘学派，称雄于

南宋之t哇。这也是从另一方面，雄辛苦地说明 1"湘中之学"并不一定非

要是"指人之学"。

其次看看清季以来较为广义的把学。如 L所述，湖湘学也可以理

解为狭义的黯学;于是，近世不少学者将湖湘学向上远绍北宋，向下廷

伸到清末民初，统名之吕诗吕学。如李肖耳冉写的《瓶学自各》实际上就是一

部潮学简史，李氏的油学内含从"攘溪学略第一"到"流寓学略第二十

六依次评叙了周敦颐、胡安国、胡宏、张杖、朱岳、吴猎、胡大时、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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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王夫之、文妇、王文洁、魏源、唐鉴、葫达、源、贺长龄、贺熙龄、邹;又

勋、蒋显鹤、曾国藩、左宗棠、罗泽南、郭富焘、吴敏树、李元度、王自j兰、

王先谦、皮锡瑞 n十德辉、朱文妹、潭嗣同等人的学术成就。后之人论

及报学内含，同手李~者还有朱汉民《湘学原道录)(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2002 年段〉、王震《由学志略)(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版)、尚书[1

菇《湘学挝、湖南科技出版社 2010 年跟)等，诸家实质上都奉李肖聘为

圭泉，他们所认定的湘学代表人物不过是在李氏二卡六学案的基础仁

有所增删而已。

我们认为，树立这种较为广义的湘学概念，其积极意义辛辛大者

亦有气:

其一，潭嗣同《论六z:.:~色句》云"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

言口"杨毓麟《新湖南》中说"船山王氏以其坚贞刻苦之身，白立宗主，

可时~B明之说遍天r ， j古n相学独奋然白异;需()句).在王捂山关于王军气、

道器、心性、理欲、知行等传统的哲学莲畴全新、透辟的唯物论论证启

迪下，在其"实用"的理论武器辉耀下，清代中活期至民初 1'+1现了一大

批榴学名家和人才群体，前者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富焘、王国运、王先

谦、张百费、皮锡瑞、易 111员鼎、叶德辉、杨吕济等为代表，后者主妻有湘

军集团、时务学堂和湖南史学家群体。在此历史时期，名家学者层出

不穷，学术思潮汹涌应湃。尤其是咸丰年间相儒通过创立南军，将"天

下暗气"理论用于事功实践，其成就达到极盛，让南宋事:功学 iJ丢(应包

括吕祖谦东菜的委学、陈亮的永康之学和叶适的农嘉之学)黯然失色。

这一时期的湖南学坛以经世为纲，以践履为本，以主经仨邦济世、强国富民

为价值取向，讲求实:事事、实功、实效，强洞"致知知i

彪炳中国近代学术领域的学术j思臣思L想大i潮朝，将其纳于湖学茹而I名 t芷芷，当然

不仅合手中国学术史的实际，而且让后之陆人扬眉吐气，万丈豪情!

其二，湖期学的一大特点是传承洁晰、道统鲜明。如他们奉二程

为祖师，谢良住 胡安国一一胡宏一一张拭，可r;)、说其间脉络，较然

可睹u 然丽清则清矣，未免狭窄:明则明矣，未免偏颇。而李肖耳冉以及

后来的王震、周梆燕所列的陆学人物，就颇具兼容并蓄之妙。朱汉民

《湘学原道录》虽然高揭道统大囊，却将二胡、朱、张、船 ILt、魏源、曾国

藩、郭富焘、谭嗣同一一论列，一罚和l气，此道徨道，论者固了然于心，

飞主7 丰功毓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 1年问时论选集》第一番 F册，人R: 11\ 版杜

1960 年，第 6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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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大多不求甚解(公允乎乎口，不立门墙c

其三，打破了"棚中之学"和"湘人之学"的界限c 前已叙及.湖部

学的主将胡安田、明宏、张拭都不是;十古人， f旦他们著述、讲学的衡山及

岳麓书皖、城南书院都在湖南 ， n'fî且他们部长眠在满南，将自己学术之

根连带血肉之题都融入 (j相中之地υ 阿拉，海j 持H半是实实在在的"湘

中之学\在这种现念支配下，徨多学者都丽的着艰难的取舍 c 如钱

基搏《近百年湖声学!轧机岳麓书社 1985 年版)遍论洁代中期至民初

的学人，从汤翻论到市+钊，就是不收录王先i菜。对此，钱氏在"余论"

中解释说:

或又;可子余曰王先荣与王闺运轩称二王，本 -8寸显学，或

书数千卷，而著籍弟子旦千人。吾子斐然有述，何遗此一老耶'"? " 

余应之曰唯唯，否否句不然 c 昔王益吾先生以博学通人督江苏

学政，提倡古学，整伤士习，有好声 c 余生也晚，未及望门墙:而吾

诸军诸父以及中外群从，多隶学籍为门生者。流风余韵，令我假

徊。然文章方、钱，经学惠、戴，头没头出于当日风气，不过导括皖

吴之学，而非湖之所以为学也

可知钱民+~收录 F. 先谦的缘由，就是认为王氏所治非"湖中之

学"0 1m以李肖聘为代表的较广义的指i学，则对于"市中之学"与"谢

人之学"有适骂兼顾租整合c 应该说，这也体现 f近现代湘人学者的

大智慧。

最后，我们认为，除 f湖陆学与湘学的关系之外，对于湖湘文化与

据学亦要有清醒的辨析。因为近年来，往往有人认为两者二而一，一

而二，混淆这两个慨念。

前已叙及，湖学之"学"指的是具有学理意义的知识体系与学术思

想。而湖湘文化则不然。接湖拙文化，首先应是属于文化范畴。《晋

书·束营传》云文化IÁJ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由水诗序>>b' "设

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可知文化的原意是指中国古代封建王朝

所酶的文治和教化之类的治国之术。后经历代演绎，意义渐趋丰富，

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贵财富和精神财

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

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

映，又给予亘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c 湖湘文化将士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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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和文化结合，则捂湖渐地区数千年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

它不仅包括哲学、伦理、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内容，

而丑还包括黑风、民俗、武族心理等所谓"俗文化"甚至还将钦食文

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历史遗存、江山胜境、湖南地区土特产等物质

文化都包括在内，王居在{i和学志握各》说:

;相学是特定时代的地域化学术思想， )胡湘文化则是湖湘地区

数千年来物贵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综合体G 1起湘文化是:程学发生

与发展的载体，而混学灵才是湖;招文化在特定对代的内接 oe

尽管我们不完全认同下而先生的湖学概念，但王说透辟而中肯地指

出了湖湘文化与苛吕学在特指含义和指称范 1司的不同，则是值得赞

赏的O

本书所谓期学义界，系在李自黯i者家的基础上，上端至秦汉两晋

隋唐，将宋以前的湖南学术称为占据学阶段。接《文斗雕龙·史传》

云"虽期州由学，京有心典漠。"{战国策·赵策二》云"穷乡多异，曲

学多辨口"可知在六朝时，湖南就DJ学术擅名，并有异于中原学术。我

们将宋以前较为漫长的湖南地域学术名之日占加学，应该说是于典有

征的。我们的理由简而言之，有以下两点:

其一，朱汉民指出如果追溯湖学的概源，一方面吁以追溯弗j楚

文化及湖湘之地的流寓学者的EL想源头:另一方面可以关注唐宋以后

中国文化重岳南移，从而追潮到两宋儒家的学术形态 c! ,., (2)湖南原本楚

地，楚文化敬鬼好巫、争中挝、浪漫。马王堆，汉墓曾出土《易经》、《老子》

等二十余种著作，说明这些学术著作曾注行于长沙一带。屈原既放，

漂泊湖桶，其辞赋如《天问》等篇，就对天地飞自然、社会、历史提出了上

下求索的力行思考。其后汉文帝五年，贾谊滴居长沙-其《黯马贼》贝11

直抒捣月意，表达了他关于天道、造化、阴阳的原道观念。到了唐代，又

有著名文人柳宗元、刘禹锡流放湖南。他们深受湖翔之地求索天地的

原道气息感染，柳宗元在永外i撰《天对p ， 根据屈原《天问p ， 试图回答

屈原对天地自然、人文社会中的各种疑问，给两汉以来盛行的神秘主

义的"天人感应"说有力的反击。:XtJ禹锡在寓湘时期所写的《天论》诸

每王盾:{部学志略>>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3 页 ο

②朱汉民:\嗣学原道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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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中，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思想。他们均对以后两宋复兴儒

学、重建儒学的道德形而上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需要捂出的是.屈原、贾谊、柳宗元、刘禹锡的主要身份都是文学

家，然而，他们一来到湖湘，都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了与其他地域作家

迥异的理性追求，他们潜心思考，深入探讨宇宙大本大原的天道，从而

使得他们的作品甚至主要是文学作品具有学术内核。这样的学术内

核当然启迪了好学深思的湘人的心智 c 因此说他们开启了数干年持吕

学，这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其二，魏晋以后，湖南产生了为数不少的湘籍哲学家和史地学家c

如罗含，有哲学著作《更生论上其关于"天"的论述闪耀着朴素唯物论

的光影，是流传至今的湖南最早的一篇哲学著述。又F祭的《晋纪》、

《元萌纪》王老子注J ，车!乱的《孝经注)) ，罗含的《湘中纪J ，唐代欧F日询

的《艺文类聚》等，更是确凿无疑的湘人论著。这些在宋代以前的湘楚

文化的结晶，这些在宋代以前的湖南地区的学者的论著，都可以看作

据学的地域文化基础和思想渊源。

正由于以上考虑，我们将宋以前湖南地区的学术名之日古陆学。

我们注意到，近年，方克立主张将湘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i相中之

学"和"湘人之学"的适当兼顿与整合。潮中之学是指在湖南这块地

方产生和传承的学问或学说，它既包括黯南人在湖南地域创立的学

说，如船山学;也包括外省人在湖南地域创立的学术思主罢，如属于油学

运畴的湖湖学就是由二胡、张拭等外省人创立并发展的。同样，湘人

之学也不尽在湘中，湖南人走向省外，走向国外，他们在学术上所取得

的成就，明显地体现了湘学传统和拥学精神的，也应该包括在期学之

内。①这当然是切中肯萦之论。

本书所论之湘学，系指广义的"湖、湖地域之学"具体指战国秦汉

至清末在中华民族三千余年历史进程中，于据湖大地滋生、传衍、发

展，具有深深的湖湘地域烙印，并为外界基本认同的湖南学术。诚如

晚清学者戴德所云气 i自(屈原)以孤愤沉湘，元公(周敦颐〉以伊尹

为志，遂开湘学「侠之大宗 c ②

在战国至清末的较长历史时期，期籍或非指籍的学者所撰述、传

播的各种知识、观念、学问，均具有湖湘地域学术意义，三号然应该纳入

;' I~，转世白王向清:{期学研究综述>> , ({哲学动态>>2002 年第 9 期，第 37 页

辛辛专弓 i 白朱:又民:{对;辛吕学学统的探析>> ，{$相学研究》总第二辑，第 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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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学脉络中来ο

要之，加学滥搞于届骚贾眩，肇源于王充张载，发韧于罗含"更生

论\衍生于攘溪"无极而大楼孕育于胡民父子"知言"激扬于碧

泉、石鼓、岳麓、城南诸学院，奠基于船山"六经责我开生面构建于魏

游、"经宦"、"师夷长技"之学，拓宇于道咸军兴与同光洋务，弄潮于晚

清民国惊波骇洁，纵横驰骋、捍闺弛张，高标危立于中华学术文化的演

进历程c

二、湘学形成的地域环境

涌学既是"湖j括地域之学所谓;相学史主要是描绘古往今来在当

今湖南地域莲用之内的学τ术现象及其发展规律。它是源远流长的中

华学术的一个支流，其形成三号然与湖南独特的地域环境有关。

湖南在周朝时为荆州离境。春秋战国时为楚国属地。秦设置长

沙郡和i黔中部。汉以后郡飞外j 更迭。至唐广德二年(764)设湖南观察

使，自此有"湖南"之名 c 宋设湖南路。元、明设湖广行省( [!p今湖南、

湖北两省) c 清代、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均设湖南省，

其地域各个时代大致相同而略有变化ο

海南境内东南闷气面环山，东为幕阜、罗霄山脉，西为武陵、雪峰

山脉，男友五岭山脉。中部边区丘陵与河谷盆地相问 O 境内奔流着

湖、资、?元、遣回大水系。整个地势南高北f匠，顺势向中、北部倾斜，呈

敞口马蹄形。

j胡湘大地史前时期主要是二三声、南蛮人活动的区域，布当时黄河

流域华夏族较为优越的生存环境不同，湖南先民们的旱期生洁条件十

分恶劣，~左传》中曾以"军路蓝缕，以启山林"来描述楚人祖先艰辛创

业的情景。春秋战国时期的湖南尚处于文明之外丰富多荐的自然现

象，光怪陆离的自然景象，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都使先民时刻感受到

自然的神奇与生活的不可捉摸，以至于'人神杂稽之信久存巫豌祀神之

风不衰。从春秋乃至于隋唐，盛行于湖南的是楚文化及湘楚文化。诚

如王船山《楚辞退释·序例》所描述的楚，泽同也，其南玩商之交，

1ín山间也，叠波旷宁，以荡逗情，雨追之以查嵌戌削之幽壳，故挂右无

涯， 00天采矗发口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 o

另一方面，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了历史上湖南各种自然灾害的

频繁发生。这既给湖陆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同时也磨萌出了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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