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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世纪更迭，千年转换的历史性时刻，我们奉献出自己的研

究成果一一《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机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括中国

家级重点项吕 O 本项砖究是由中亩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牵头，在

中央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支持下进行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采用统一规划，接仔政区划捏织力量开翼的大规模的、系统的

关于地方教育史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开展，是中国教育史研究进

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教育史作为一门学科，走过了从无到

有，从初创到发展、兴盛的历程。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在清踪

摄左思潮干扰，端正学科研究方向，系统搜集整理棋累资料，拓宽

研究领域，深入开展专题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疆岳的进展。

有力撞撞动了教育史学科能建设，使中国教育史初步形成了较为

完备的科学体系，成为教育科学领域里比较成熟的一门学科。

从以往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成果来看，关于古代教育史的描述，

多为汉族聚居、文化发达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历代

居于政浩中心地带范区的教育状况。近现代教育史研究剥较为注

重京、沪、宁与东南一带新教育产生的地区。这种倒重，自然有其

合璋的国素，因为这些地区一般来说代表了当时全国教育发展的

水平与主流。坦是，过去对中菌教育史的研究葱、视了其他地远，特

别是边远地区、民族地区教育发展以及各民族教育交流融合的历

史，!E1此还不能在更大的革盟内如实地反映中罢教育史的全程c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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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吕的就在于试图强:补这一不足。

噩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延伸与加强，而

不是对中国教育史研究的简单诠释或地区在结微，应有新的发握，

新的创造 c 研究地方教育史，需对中国教育史的总体发展睐络有

宏现上的把握，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充分地展现出各地区教育发展

的历史全过程和历史特点、地域特色。其研究的对象、远畴与方

法，与中国教育史研究梧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相异之处。它既

要反映中国教育发展韵一般规律与共性，更要揭示地方教育发展

的特殊性与个性。在这个意义上讲，地方特色是地方教育史的生

命。紧紧抓住"地方"二字是这一研究的关键。

地方教育史是研究教育现象的空间与时间组合的学问。从广

义上讲，它应归属于"地域文化"前研究范畴，是介于教育学与地理

学、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

研究地方教育史，自然会涉及到各地教育发生、发展与本地区

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之部的关系。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会影响到人

类的生存状态，进而对人们教育前模式、程度、内容与方法等，琦民

俗、民风，对人的气质、性格、品昧、情趣的形成以及人才的数量与

分布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于这些，

我E的古籍中早有所记载。自然环境同时也影嘀着一方部文化艺

术、宗教信仰、民建建筑，这些又都是教育的外部条件，井离接地影

嘀着地方教育的发展。至于人文环境、社会结梅对教育的影响，应

当说更为直接，更为广泛。诸如区域历史文化变迁中经济的开沉

消长、政治的争斗沿革、文化的滋生变异、民族的纷争蘸合、人口的

增藏流动、战争的起伏动荡等等，可以成为教育发震的外部环境与

制约条件，影响着教育的方针、内容与方法。同时学源与学术思想

的地域性分布，更是直接作用于教育。如北宋、南宋时期的关学、

洛学、攘学、闺学、要学、陆学、湖南学等都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

点 D 这些学涯的梧对集中与士人设学授徒传播教化，直接影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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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教育走向及其特点。

地方教育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认为，地域文化

的区域划分，可分为"机能文化缸"与"形式文化区"。前者以行政

区划中，心的主导与协调功能为都志，后者以"具有某种文化特征或

某种特殊人群的地域分布"以历史文化功能为标志。从历史的视

角看，以上两种空阔的组合各成体系。对于一些地区来说，两种文

化区的划分，归属互不对应，丽在另一些地区，则又呈现为长期稳

定的重合。

根据对各省区发现的 7∞0 多处新石器文化遗址以及其后种

种历史资料的考察，可以证明在公元前 ω∞一菌 2∞0 年阔的文明

曙光时费，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分散聚居的各个地区，己分别部

造了各具特色的多元性区域文化。如 ~t雷、捞、珞中原地区为中心

的黄河中游文化区，~泰山为中心的黄河下游文化区，以太湖平原

为中，奇的长江下游文化区，以江汉平原为中，岛的长江中游文化区，

以及辽东、辽西、燕山地区提燕辽文化区，都阳湖-一-珠江三角洲

的华南文化区，黄词上游的甘青文化区，北方潜教与渔猪文化区等

等。雨且这些不同文化区域在擅长的历史演进中或迁播扩大，或

分化重组，又演变成新的文化区域。如后来的三秦文化区、齐鲁文

化区、中辩文化区、费楚文化区、三晋文化在、燕赵文化区、关东文

化区、吴越文化区、徽州文化区、巴蜀文化区、滇云文化区、黯贵文

化区、八桂文化区、八阁文化区、岭离文化运、陇右文化区、草原文

先区等等。不同区域不再民族间文化在擅长的历史岁月中不断地

裙互摩擦、交流、渗透、吸枝、融合，逐渐影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

体"的总格局 O 这种种演变又直接影响到各地区相互间的交通、人

口迁链，逐渐形成了长期相对稳定的行政区魁。我们现在讨论的

地方教育史，是以现行的行政区划为范围的 C 今天的行政区划是

由历史上的行政区划沿袭梧对稳定的文化系统演变而成，虽不完

全对应于古代的历史文化区域，但文化的承袭与曾经所属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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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我们追寻地方教育的历史轨迹所

不能怎视的。

中国班史上，由于战争避难，军5人戍边，政治变乱，自然灾荒等

种种原因，曾经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移~浪潮和民族迁播，这些都

对文化的交流重组、教育的兴衰产生过重大的影自由。倒如从东汉

末年到两宋之际，游牧琵族人据中原，先后形成三次大规模的移民

琅潮。大教中原人吴的南迁，在给南方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

带来了先进前农耕技术与中原文化。除大规模的移民琅潮外，还

有历代因罪而被贬漓的宫员士人的零星流放迁移。他们中有许多

谙习儒家经典的人才，南来之后无诠著书立说，还是教学授佳，都

深刻地影响着当地能教育与文化习倍。如东汉末年，会蘑大儒虞

翻嚣直言获罪，被贬交安IH含今广东、广西) 0 {ê他"虽处罪放，丽讲

学不倦，门键常数百人，又为《老子上《论语》、《国i吾汩JI 注，皆传于

址"。又如梆宗元"永贞革新"失败后被垣为永州司马，又迂为柳州

剌史。他雄心不减，兴建州学与在窟，重振文教事业，不仅对湖南

教育、广西教育，而立对其他地区的教育都产生了一定影购。从现

代来看 .8 本发动侵华战争，战火燃遍大半个中国，迫使中国教育

大提模西迁，使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遭受了巨大的破坏，延缓了中

型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但从另一方面讲，众多文化精英在短期内

迅速地向西南地区、西北地在聚集，彭成了战时内地文化教育中

，合。既将先进的科学技术、新思想，以及丰厚的人文精神充盈到这

块锦僻的土地，又为战后教育与文化的复兴保存了民族的命脉。

这些在抗战时期四川、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的教育中可以得到充

分的印证。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以历史堆物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与历史

方法论为指导。在近年来地方志、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进一

步深入发据地方教育史的资料，对各地教育发展的历史加以科学

地梳理与分析，实事求是地记述地方教育发展的史实，客观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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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革结其特点与规律。通过研究，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下，充分

展现中华虱族历史上教育发震的丰富丽多样的全貌。通过这一研

究，为当前的教育改革与未来的教育发展提供决策的科学依据。

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多年来地方教育志研究的基础上展开

的。它以"地方教育"为研究对象，既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记述史

实，还需揭示历史本庚，分析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评论利弊得

失，作出价值判断。与地方教育志研究格比，地方教育史研究更多

地体现出研究者的主体性因素。这就要求研究者既要坚定地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的原赔，窍时也要注意借鉴实证史学的方法，注重证

据实证，重视逻辑，讲究严谨求实的学凤。井要不断地如强对新知

识新方法的学习、借鉴与运肃。只有这样，才可能追随学术的前

活，阐发历史的精义，提供历史的借鉴。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在世纪转换与千年过渡时期立项、开

题、研究、完成的。我们的研究工作力图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理出

时代的精神。

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

个时代历史学的研究，都会深深地刻上时代的印记c 历史科学的

认识过程与人们的社会实践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社会

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时代精神都会在历史认识的AA'.点、视野、视

角、方法等方面得到及时的敏镜的反映。经历了 20 多年的玫革开

放的中国史学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取得了许多突破性的进

展。对许多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作出了一些新的澄清、新的结

论、新的认识、新的评判。过去那种一孟论的思维方式已得到很大

改珑，那种以"进步"与"反动"、"革命"与"反革命"、"爱国"与"卖

国"等第单化表层化的评判方式，那种以政治标准1-t替学术标准的

治学模式，己逐渐被人们舍弃。当新的史料不新被发现，目渐丰富

充实，当中国越来越块地，越来越大幅度地走入世界，社会环境与

社会心理都 E 渐发生变化，当旧时代结束新时代到来的时候，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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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弘一种更为宽广的胸襟，去开拓更加广阔的学术视野，用更为

客观冷静开放包容能态度，更加高屋建领地来审握过往的历史。

我知紧紧追随时代前进的脚步，努力在地方教育史的原野上开辟

出一号片片新的撮测，结出累累果实。我们梧信，通过展现地方教育

史多姿多彰的历史噩卷，将有助于深化人妇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全

貌与总体的认识。同时对那些影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民族虚

无主义者韵论调，也是一种有力的批判。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开展，可能会对人们认识教育的历史

意义与现实价值提供一些新的思考与借鉴。

一部部各具地方特色的地方教育史研究成果的扭继出版，为

整个中国教育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我们认识到，忽视对地

方教育史的研究，中国教育史发展过程的记述与教育发展规律的

总结，是不完备的 O 中华民族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统一

整体。这个统一的整体，正是通过各具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的地

方教育，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以全居教育的共同性、普

遍性为参照系探寻地方教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与不平衡性;通过地

方教育约特殊性、多样性、不平衡性来进一步研究全国教育的共同

性、普遍性。二者间韵相互比较与印证，将友助于更加科学、全面、

深入、准确地总结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及经验教训，更好地发震

符合国靖、省情、这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中华民族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宝岸中

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c 过去，教育曾经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对各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与散合，琦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

步，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认真摄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提

高全社会对教育的认识，切齿实实地促进教育的发展，必将有勤于

增强中华民族在未来国际竞争中的民族自尊告与自信心;有助于

加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激发全国人民的爱屋主义热情，

挺进中华畏族的统一;有助于造就一代新人，提高全体雷民的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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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更加有力地推动 21 世纪中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

程。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总课题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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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南教育史研究}，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昌家级

重点课题一一《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一个子课题。

1997 年 4 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地方教育史研

究的通知)，指出:地方教育史研究是中国勇史上第一次由中央政

府教育有政部门规划、组织，并按行政区划开展的大巍模、系统的

教育史研究。这对教育史学科建设，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与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要求各省、

市、自治区组织力量对本省、市、自治 IR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

研究，缤写本省、市、自治区教育史。湖南省教育委员会。∞0 年

玫称湖南省教育厅)遵照这个《通知)，于 1998 年开始，敦聘省级教

育行政的有关老商志和高等学校的有关专家、教授担纲，成立湖南

教育史课题研究握和编委会，并先后组织近 50 名干部、教师布研

究人员参与工作，经过 4 年多的努力，终于奉献出我们的研究成果

一一《湖南教育史》。

中国是一个有 5000 年文明史的古国，也是一个有 960 万平方

公里土地、 13 乞多人口和 56 个民族的大国 G 全国各族人民共同

创造了悠久的中华文化。但他们居住在辽阔的国土上，自然和社

会条件各不相同，因雨自吉以采中华文化就存在"多元一{体本

不平在衡暂的现象。以哺育中华文化发展的离大母亲河一-黄河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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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蔬域而言，黄河中下游地远大多地势平坦，土贡疏松，雨量适中，

大山少，江湖不多 C 这在远古时黯，即使生产租交通工具极其原

始，土地的开发和部落之间部交往也不十分困难，故该地区经济开

发较早，至今方言较少，便于一些强大部落的统一，较旱地出现了

如传说中的黄帝族及以后的夏、南、周架隶制王朝，从而使中原地

区成为中华文化的先驱和中心。丽长江中下静的大部分地区地质

黯坚，高自多，大部呈南北走向，将该地区分割开来， FE量多，大江

大潮星罗密布。这在生产和交通工具原始的远古时期，给土地的

开发和部落之间的交往造成银大困难，所以该地区至今仍存在许

多方言区，并长期未出现过本地区的统一王朝，经济和文化教育落

后于中票。但从南北朝开始，长江中下静地区就逐步赶上并超过

中原。 1991 年《教育研究》杂志第一期刊载的商江学者缪进鸿所

作《长江三角洲与其撞地区人才的比较研究》一文，从中屋大百科

全书和二十五史有关列传及其他资料中连选先秦至现代的 2677

名杰出专家学者进行地运分布统计显示:在南北朝及以前，专家学

者产生最多的为黄河流域的河南 (60 人)、自东(38 人)、陕西 (27

人)和海北 (26 人川省，商陕西咱唐五代~后已落后于南方各省。

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江苏、浙江两省为苔，从南北韩开始，迅速赶上

北方。宋辽金时期，浙江和以前一直落后的江西，分别以 49 人租

50 人的离额超过中原诸省。明、清、近、理 4 代，江苏、商江分别以

397 人和 320 人远超中原，居全国冠、亚之位，商最先超过中原的江

西省此时已落于广东、福建、湖南、安徽、西J" 等省之后，浙江亦落

于江苏之后。这说明无论南方北方乃至南北诸省人文发展的情况

是比较复杂的。教育的任务在于培养人才，从人才的出现可以探

知一个地方教育的水平、质量和成效得失。吕西开展地方教育史

研究，探索各省、市、自治区的教育发黑规律及其特色，是十分必要

的。越是地方特色浓郁的东西，越能丰富全国教育史的内容，因而

越具有全国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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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湖南，古代人才稀少，据续进鸿的统计，从先秦到南北朝

的学者专家都为零，隋暑至明亦共仅 10 人，至清代才开始兴盛，清

代 11 人，为各省第五位，近代 22 人，现代 64 人，均为第四位。而

湖南学者向后舒所著《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一书，把统计对象

扩大男军事、政治人才，从《辞海》、《中外JJj史人物辞典礼《清代七

百名人传》、《中岳历史人物辞典礼《中匮历代名人辞典》和《简明中

外历史辞典》等六种辞书所亮的杰出人物中，选出有省籍记载的

2047 人加以分省统计，湖南为 290 人，占总数的 14.17% ，离居榜

首。至于 1919-1949 年的现代杰出人才，至今未见有人作过类似

的统计。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E共产党中央的 5 位

书记中，有毛泽东、如少奇、任强对 3 位?皖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

一题中央人民政府的 52 名领导人中，湖南籍的 10 人，占 19.2% ; 

1955 年授予的 10 位人民解放军元帅中，湖南籍的有彭德怀、贺龙、

罗荣桓 3 位 ;10 名大将中，湖南籍的 6 位 ;57 名上将中，期南籍的

19 人。这说明湖南自古到今的人文和教育发展道路颇有特点。

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无论对湖南和全昌都有重要意义。商湖

南除 20 世纪 80 年代编寨过从 1840-1985 年的《潜南省志·教育

志》议外，教育史研究尚待阙如。中央这次作出开震地方教育史研

究的决策，我们认为对推动湖南教育史的研究和中国教育史研究

的扩展及深化，都是非常及时的。

纵观从古至今湖南教育的发展JJj程，大体可以分为起始、初

兴、兴盛与现代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四个阶段。

(一〉起始阶嚣。秦及整个先秦时期都属于这个阶段，历时最

为久远。其主要特点是:教育处于原始状态，只有与生产劳动和社

会生活结合在一起的家童教育和社会教育，雨未发现有关学校教

育的历史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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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证明，远在地贯年代的中更薪世，湖南已有人类活动。

1993 年和 1995 年道县玉瞻岩发握的距今 12000 年到 14∞0 年的稻

谷和陶片，为迄今为止已发珑的世界上最早的原始栽培福谷和原

始晦片。 1988 年发握的潭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距今

9100-8250 年的房屋、陶片和稻谷壳痕迹，比我国最早部新石器时

代遗址河离省裴李岗文化遗址路早。 1991-1997 年发握的潭县城

头出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距今 6∞0 年的吉坡和距今 6500 年的

水稽围，比长江中下潜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四川大翼文化遗址

更早。又据传说，炎帝神农民被黄帝战败后，率其部落一部分进入

期蓓，教湖南先民种撞稻谷，神在民及其亲属 2∞多人死后葬于今

炎陵县襄原坡。这些都说明，湖南在耕文化的开始是比较早的。

关于远吉湖南的行政建制和疆域，有名可考者仅尧、舜、禹时

期的"三苗之盟"和殷商、西周时期的"蛮弗tl" 。

"三苗之国"始见子《战雷策·魏策》所引吴起之说。明周昕《名

义考》云"三苗建国在长抄，所浩赔江南辑、扬也。"伍新福主编的

《湖南通史·古代卷》考证"当时韵三茜国大致处于江淮、江汉平原

南北，濡庭、薛阳之间…. . .说三苗建国于长沙，不大可信，缸至少说

萌当时湖南是三苗集团分布和洁动的重要地域。"鉴于前文所述的

遭县彭头、城头两出遗址都在三苗出现之前或窍时，三苗时期湖南

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应该是当时比较先进的，但生产力水平毕

竟低下，不可能有剩余劳动力来充当专门的教师和学生，故学校教

育肯定尚未发生。

"杂i蛮"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湖北、湖南南省境内。它与殷商、西

周同时，市殷商、西题已进入青铜时代，并己有"官府之学"。据南

发现的殷商、西题时期青铜器为数较多，并不乏精美之作，但湖南

学者对这些青铜器是否为湖南先畏所造，尚有歧见。尧、舜、禹和

殷商、西周王朝都多次征伐"三苗"和"弗i蛮"但均未能在湖南建立

统治，故据南先民一直保留着原始民族的社会提度。直到春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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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期并入楚国之后，才在楚人前带领下逐步进入封建社会。由

此看来，荆蛮时期的湖南，可能仍处于原始经济和民族割的解体阶

段，没有学校教育也就是必然的了。

春秋初年，楚崖开始进入湖南，至战国初年，奄有湖南全省。

楚国统治下的据南，于春秋晚期开始进入铁器时代。 1976 年长沙

火车站工地发搞的杨家山 65 号春秋晚期楚墓出土的钢剑和铁鼎，

为我国吕前发现的最早的碳钢和铸铁。由于铁器的使肆，湖南的

农业、手工业都有较快的发展，并出现了 20 余座军事、政治和离业

中 J合的城镇。这个时期的中嚣地区己出现了孔子门下"弟子三

千" 10'穰下学宫" "学士数万"的学校盛况 G 按理湖南也已有可能

出现学校教育，捏在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内，湖南并无关于学校的历

史记载。楚国王室办了学校，名曰"清宫"但办在湖北而不在湖

南。楚国还设有"公族大夫"管理贵族教育，长期在湖南生活的屈

原曾任"三 i哥大夫"掌管屈、程、景三族的教育，但屈、昭、景三族是

否居住在湖事境内尚无定论，商屈原的教育活动事未见记载。至

于黑畏的教育，据清末学者黄绍冀房著《中国教育史》考证，当时对

士在工商四黑实行分业居住，分业受家庭教育，尚无学校教育。

秦始皇统一中嚣以后，焚书坑儒，实行"以吏为郎"和"偶语

《诗只书》者弃市"的政策，握残文化教育，旦秦代国样短暂，故无任

何教育资料可寻。

(二)初兴阶段。始于汉代，止于蜻窟五代，历时 1100 多年。

其主要特点是:有了学校教育，但数量不多，分布不广，发展缓慢，

且兴疫无营，教育质量不高。

西汉分全国为 13 部〈翔) ，部(如〉下设郡、县。湖南震荆州，领

桂阳、武霞、零撞三郡和长沙国 O 今湖南省全境，嚣江承〈当时名

"谢沐")、江华〈当时名"冯乘")二县错人当时主要领站在两广的苍

梧郡外，其余均为三郡一国所领辖。

西汉时期的湖南，除最初 80 余年成为戍守和平定离粤分袭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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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前哨阵地和进军基地以外，社会基本太平，经济有所发展，旦

汉廷制定了比较完善的学校教育制度，提进了全国学校教育的发

展。据南虽然尚未发现西汉时期的学校记载，但从以下事实撞论，

湖南在西汉时期至少建有培养王侯及其子弟的宫廷学校。其一，

20 世纪 70 年代发掘的长沙马王堆汉初长抄玉主相科苍夫妇及其

JL子的墓葬，发现 28 种、 12 万多字的自书。串书以道家经典为

主，包括战国史籍、医药文献、天文学专著和古地图等，与汉初的政

治、学术风尚相符合。利苍等人在这些rn书陪葬，说明他的对这些

图书是熟悉的。如果他们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就不可能熟悉和

重视这些国书。其二，汉韧著名学者贾i宜在文帝时曾任长沙国第

五代异姓国王靖王吴著的太{毒。太傅一职并非专司教育，但贾谊

在所著《大略》、《新书)，U台教上《保傅》、《审微》、《容经》等著作中

阐述的教育思想都表瑰相当成熟c 如果他没有比较丰富的教育实

践经验，就不可能有这样成熟前教育思想。这说明贾i宜在长沙王

太博任内，是认真从事过教育工作的。当然凭这两点只能挂论自

当时湖南已有了培养王侯及其子弟的宫廷学校，而不能证萌当时

湖南己有了民间学校。

东汉的湖离建制，除玫长沙国为郡外，略需西汉。这个时黯的

湖南，除光武帝至桓帝 1∞年间"五溪蛮"与长珍等地的少数民族

多次起义、东汉末年刘备与孙权争夺荆州引起局部战争以井，其余

年阂，罕见兵灾，社会基本稳定，因商人口大增，生产发展较快。西

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 ，湖南境内人口仅 7 1. 7447 万，到东汉

顺帝永和五年〈公元 140 年) ，人口增至 281.3266 万， 130 年间增长

近 3 倍。《后汉书·安帝纪》载:永初七年(公元 113 年)九月..调零

陵、桂阳军E米服结?有阳、广陵、下王军、彭域、由陆、庐江、九江哲l 民"。

说明当时湖南己初步成为一个重要的农业区。

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震，东汉湖南开始出现民间学校。《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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