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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历史告诉未来

(序一)

湖南省教育厅厅长 蒋作斌

沐浴着新做纪的曙光，湖南教育困地的一朵奇跑一…峭由省教育厅史志办公露负责组织策

划，省教育界有关老领导、老同志担纲，数易寒罄精心编攘的《湖南教育大事记》终于出版了。

《湖南教商大事记》时间跨度数千年，从边古有教育现象开始，历Jl商四周、春秋战阔、秦汉

魏晋、南北隋腊、宋元明消……烹 20 世纪最后一年，勾勒了一榈多姿多彩、波澜壮阔的历史副

稽。这是湖南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基本理论建设，具有权威性、史料性和信息总汇性;

对于研究湖南教育发展历史，进而深入研究湖南教育发展的特点和发展方略，指导我们今后的

工作，都将起到一定的作用。它有两个较为明显的价值:第一是史料性，第二是适用性。从

"虫"的方回来考察，无论是总结过去，掷析现今，坯是筹划未来，或留以备考，它都具有一定的

参考和史证作用。从"用"的角度来评价，它~丽、究醺、准确，不虚荣，不掩过，详述了湖南教育

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对教育界，还是社会各界，都是一份极为珍贵的资料手册。可以说，这部著

作是传诸后世的宝贵财产，也是一部进行爱因主义和国情、省情教育的学习教材，是句国内外

进行教育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我为有这样一部好书而兴奋，更为我们湖南教育事业的繁荣

而欣慰。编篡这样…部《湖南教育大事记)，真是一项攒大的工作。我真诚地感谢老领导、离退

休老问志、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同志们为我们办了这样件功利千秋的好事。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从温县城头山出土的老城、稻朋和谷物，说明湖南先民早在 8000 多

年以前就初步掌握了种植、陨铁锻制制烧陶浇铸的技术。春秋战国时期湖南扇楚，公元前 519

年，周案正朝将东周文化南移至湖南，与当地的Æ文化相结合，产生了以低抄为中心、独具特色

的楚文化教育。《管子·大匡》论述春秋各国教育的特点时说楚国之教，巧文以利。"屈原所作

《楚辞》就文采绚丽，讲究功利，既体现了楚国教育的特点，又反映了当时楚国文化教育的发展

水平。长抄冯玉堆汉墓出土的《老子》、《易组》、《书经》、《眷秋事语》、《战国锹横家书》儿童圣脉》、

《五十工病方》、《天文气象杂占》等古籍，充分反映了当时湖南文化教育的鼎盛。

潮南学校的发展，{后汉书》中就有记载。西汉以眉，政策宽松，地方官吏奖励农桑，湖南的

社合经济有了显著进步，教育广泛发展，湖南的学校敬育日向湘南、湘西偏远地区发展。三国

时，湖南四郡由汉归果，洞庭湖区和湘、资、沉、温四水流域又有进…步发展。到四膏末，已是

"荆扬接安，户口殷实"了。隋、庸两代，湖南较诸北方尚称安定。北方人的南迁，给湖南带来大

批劳力和先进技术，也带来了先进的敬育经验，出现过"湘州之奥，人丰土闲"的景象。这个时

候湖南的官学制度日路完善，科举取士开始繁荣。宁边李部于文宗大和二年(828 年)考中金

固第一名进士(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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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湖南教育发展较快，道州周敦颐为理学开山鼻祖。宋太祖开宝四年(971 年)创立了

长抄昂髓书院，太宗茧谱二三年 (997 年)又创立了衡阳有鼓书院，开书院之先问G 全国 8 大书

院，湖南就占了两个。宋室南渡以后，湖南又建书院 64 所。理学家胡安圆、胡宏父子在衡山碧

泉书院和文定书棠讲学授徒，开创了湖湘学派。张树将湖湘学派的慕点移至长抄，更奠定了湖

湘学派的基础，并把湖湘文化推向全国。《宋元学案》…书中说:宋代学术，湖湘学最盛。特点

是重视"求仁履实讲求"经世敢用"。当时，私人办学和自学之风更为吕盛。

到了明朝，湖南官学具有一定的规模，少数民族集居最多的湘西也办起了若云书院，还派

子弟赴外学习，鼓励发奋求知。

清朝时期，尤其是 1840 年中国历史进人近代以后，湖南教育不晰发展，建有各种书院 387

所，数量仅次于四川、江苏，居全国第三。私塾的发展览为普遍。教育的发展使人才辈出，流传

着"中兴将帅，十九湖湘"和"无湘不成军"的佳话。魏源首倡"师夷长投以制夷"，曾因潜、在宗

棠开创拌务运动，郭揭焘出任清朝首崩驻欧使节等，对~罔影响那边。戊戊维新时期，湖南立

学会，开学堂，办报纸，兴实业，有"学棠甚盛"之称，版时人夸为"全国最富朝气之…省"。

清末湖陶学子踊跃留学日本、欧策，人数腊金国前列。湖南樵日本参加问盟会的就有 157

人，居全国各省第一，产生了饮替遐远的一代英豪，如黄兴、宋教仁、蔡愕、庸才常、禹之琪、姚宏

业等，他们都是湖南的受教育者，也都是湖南传播教育的领路人，更是中国推翻帝制的先驱。

民阔年间，湖南有一群志行肖远，为发展教育事业殷家输产，奔走呼号的办学中坚，如徐特立、

方维夏、朱剑凡、胡元 f炎、陈润霖、王学范、曹典球、何炳麟、朱经农、胡庶华、张孝毒、廖世承、孔

昭授等。庸才常转述西方各闹和日本的宵论称"振支那者惟湖南，土民勃勃有生吨，而可侠可

仁者惟湖南"。杨度早年苟过一首《湖南少年歌)，很自豪地吟咏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

作斯巴站。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震慎如此，真宵事忽空流梯。若道中华

剧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以后，由于本阀混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动政府的腐败，竟使我们湖南的近代教育遭

遇了毁灭性的破坏。

以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阔成立为标志，湖南教育和全国一样，才掀开了崭新的

篇章。作为名耀于近现代史，声擂于国内外的教育之乡，湖南教育以其酶远流长的传统和人才

济济的实力，创撒了灿烂骄人的成绩，也经历了山撞水策的波折。党的十一届三中金会以尉，

在邓小事教育理论指引下，湖南教育围绕"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有计划、有

步骤地开展全方位改革，焕发了蓬勃生机，走出了…条符合湖南实际，具有湖南特色的教育发

展之路，为湖南省迈向 21 世纪做好智力和人才准备，为实现"科教兴湘"的宏伟战略目标做出

了贡献。

当前，湖南教宵巳迈入新的世纪，正面临着全丽建设小康社会、加快现代化进程的新的历

史发展阶段，教育在经济建设、科技进步和社会文明进步中的关键性、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明显。田

在前年初召开的全省敬育科技工作大会上，省委书记杨lE午代表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建

设教育强省"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就我省现有的经济和教育基础来

馨，可以说任意道远。"十五"期间，我们必须立足于湖南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准确把握新

形势下教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坚持以党的教育方针为指辱，以"造皮超前发展教育"、金闹实

施素质教育为主题，以调黯为主钱，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耍求、更好

地服务挫济和批会发牒为根本出发点，努力扩大教育规模，不断提高教育质慧和效援。调过几

年努力，使教育更加贴近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加贴近人民群众对教育的需求，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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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发达省市的发展水平，从而为把我省建成教育强省打下黯实的基础。我们要实现"十五"

教育发展目标，一方面，要正视现实，对在改革中前进的被澜壮阔的社会烹义现代化建设在一

个科学的、理性的认识和把握;另一方耐，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悠久的历史文化，从丰厚的文史宝

藏中汲取营养，以史为鉴，在历史和现实相结合相统一的切人点上，做出现性的抉择和科学的

论断，从而做好我们的工作，切实推进我们的事业。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是事物发展的过程，今天由昨天走来，又成为明天的历史，扁浪

推前浪，形成无限长坷。历史是连续的，因而也是割不断的。我们的任务在于，正确运用教育

发膛的历史经验，从新的条件、新的角度，去求取规律性的新的认识，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方法，

去迎接我们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

总结历史经验，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发展。是为序。

3 



存虫·资政，育人

(序二)

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 张作功

由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主持，省教育界数十名专家、学者岖心拥血，耗时几载的《湖南教育大

事记》终于付梓了。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值得庆贺!

《湖南教育大事记》规模宏大，内容丰富，集湖南宙今教育之大成，金书百多万亩，采用传统

的编年体形式，以时间为经，史事为伟，按年、月、日，以条目形式出现，全面反映了我省上起先

秦，下至 20 世纪末叶，历时数千年的教育面貌、教育演变、教育发展、教育改革等方面的大事、

要事和新事，涉及到了各个时期的教育政策、教育法规、教育制度和郁(市)、州、县官学、私学、

社学、义学、书院等各级各类学校的数最、规模和治革，可谓五湘四水的教育历史尽收眼底O

书在手，对湖南教育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即可大致了然。它不仅是从教育的角度对湖南历

史的反思和文化的整理，更是我省继《湖南教育志》后又一具有开拓性的为教育理论研究作前

提准备的指导大著，填补了我省敬育战线这方面资料工具书的空白，挖掘了我省历史上一部分

很有实用价值的敬育遗产，从而为我省教宵档案阵、数据库、资料库增添了宝贵的财富，为各级

教育行政部门的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为各类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提供了借鉴和咨询，为各

类教研人员深入开脱教育科学研究和编史修志、梳理历史脉络、总结历史经脸提供了翔实的资

料，并将启示我们从湖南的实际情况出发，吸收人类优秀的文化教育遗产，推进湖南教育现代

化的进程，促进湖南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实证明，成功的教育现代化，不仅要善于克服传统文

化弊端带来的束缚和阻力，尤其要善于利用传统文化精华作为革新和前进的动力。在世纪之

交的今天，章新审视湖南教育发展的历史，全面认识和总结湖湘文化，以5足为鉴，这确实是一项

对当前的教育改革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建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值得提

{目。

大事记是史志的基础，也是对历史的真实记录。一部好的教育大事记，应该达到存史、资

政、育人的目的，即从中不仪应发现教育的规律，能够"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气总结历史的经验

教训11，更应能够预见教育未来发展的趋向，为教育预测、教育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以开阔人的视

野，启迪人的智慧。为此，在编写《湖南教育大事记》的过程中，编写组的同志始终遵循了下列

三个原则:一是客观性原则。即坚持细致、谨慎、认真、公正的态度，做到秉笔直书，是其所当

是，非其所当非，严格把握评价尺度和诠释标准，既肯定优点，也不讳宵缺欠，实事求是，育之有

理，持之有故，科学定论，力争在理论屁丽对教育思想和教宵实践进行剖析论证，不臆断，不简

单地训话，以期还历史以原税，指导今人和后人去总结教育的优劣得失、好坏对错。二是时代



性原则。即在研究和编写大事记的过程中，不仅深入挖掘和整理湖南教育的历史资料，而且还

认真了解和研究当今国际、国内教育史学研究的新进躁、新成果，特别是借鉴新的研究方法，适

用现代化手段引用典型资料及准确的统计数据，同时，注意提倡严谨、质朴、通俗、平易的文风，

以期满足各个读者服次的需要，扩大影响。王是地方性原则。即在宏观把握找国敏宵发展总

体脉络的3基础上，尽可能地展现出湖南教育发展历史的特点和地域特色，对古代、近代、当代湖

南教育史料的编写，注意有连续性和伸展性，做到"纵不断线，横不快项，大事突巾，要事不漏，

新事不丢，琐事不录"，把地域特色溶于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教育史实和人物之中，使之资料翔

实，考证准确，分析容观，史貌丰满。实践证明，上述指导原则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它保证了《湖南教育大事记》的信度，使其以一部信史取倍于当代和后世。

组织和完成《湖南教育大事记》这样一项浩繁的系统工程，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要求

高，难度大。湖南教育漉远流长，有关教育方面的史料浩如烟海，要在茫茫的史海中，通过搜集

整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寻求一条涌向彼摩的捷径，绝非一件易事。《湖南教育大事记》的编

寨动议由来已久，早在 1992 年《湖南教育志》究稿后，有关领导就提议在"志"的基础上撰写《湖

南教宵大事记}，但由于经费不足、资料搜集困难等原因，未能立即实行。 1997 年，回家教委下

达了《关于开展〈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的通知}，湖南省教宵厅即开始着手《湖陶教育史》的研

究，{湖南教宵大事记》的工作又给耽搁下来。直到 1999 年才把编篡《湖南教育大事记》的工作

排上了议事日程。为了做好这项工作，省教科院从以下两个方面精心组建了编写班子:…是原

编集《湖南教育志》和《湖南教育史》的部分人员，…是省教科院的新配人员。这些编第人员深

感责任之意大，从论证、体例、编目到搜集、黯理、编写、审稿、定稿，每…个环节都不敢有丝毫懈

怠。在工作中，他们彼此相互支持，精诚协作，无私奉献:有些老同志克服年者多病的困难，静

始善终地当参谋，提线索，出主意，还亲自哥找资料，撰写和修改条目;有些中青年同志克服家

庭的难处，利用节假日跑回书馆、档案馆等有关单位，长期接泪在资料书籍中;尤其是一些当时

还没有在教科院安排工作的同志，他们不为职务提升，不为奖金福利，只求耕耘，不问报酬，投

日投夜勤勤恳恳地工作。为了保证书稿质量，力争销出上乘之作，他们还在查阅大盘的官方文

件、档案、文书、文集、书馆、日记、笔记、地方志、碑文以及报纸、杂志的基础上，多次召开咨询研

讨会，广泛征求厅领导和厅机关各处室及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如最初，编写组拟采取以史

为经，问题为纬，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将各历史时期的教宵分为若干板块，再进行筛选的编辑

方法，后来经过咨询论证，他们觉得这样不符合历史的真实情况，许多很有价值的内容就会因

问题不符而筛选掉，因而就不能很好地反映湖南教育发展的全貌，有违编篡《湖南教育大事记》

的初衷。于是，他们决定打破原拟的布周结构，按历史年代顺序确立框架，尽一切办法，宁愿多

费一点时间，多跑一点路，多发动一接同志，多开动一些脑筋，多开一些门酒，只要是反映当时

的教育而又有较大影响的都收进来，古代有多少就尽最挖掘多少，现在有多少就尽最收入多

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历史的本来面税，实事求是地进行编写，力求做到

历史性、完整性、科学性的统一。编写组的这种踏实的作风，务实的精神，使得全书的史料，不

仅全面丰富，而且翔实准确，从而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湖南教育大事记》作为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华路蓝缕之作，自然还存在一些荣中不足之

处。譬如:由于受编集费水平和资料的限制，加之历史上的大事、要事都是相对的，不可能有统

一、绝对的标准，因取舍的角度与尺度不间，编选者见仁见智，导致一些该录的大事、要事未录，

而一些可录可不录的琐事又录上去了。又如，由于受编年体形式的束缚，有时把一件大事按时

间分割了开来，从而影响了对事件完整性的了解，问时，还由于受篇幅的限制，详略取舍不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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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杂文过于简略，令读者难知其原委，而有的杂文又跟得过于冗长，井出现部分重复的现象。

尽管如此，但总的说来，(湖南教育大事记》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前人和今人教育成果的凝聚，

汇集的都是我省各个时期，尤其是解放以后老一辈教育工作者一代一代创造和保留下来的宝

贵的精神财富，因而是很有影响，很有价值的。历史和人民将永远铭记开拓者的足迹和业绩。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着的历史。 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当然也就不会有将来。

历史的经验的可贵，在于提供给人们继续前进的信心和力嚣，在于给人们研究和解决新问题的

方法和智慧。我们只有站在历史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实，展望未来。我认为《湖

南教育大事记》是一本存史、资政、宵人的好教材，尤其我们办过敏育的问志，都可以从后朋近

几十年的历史中找到自己的足迹，产生亲切感。希搜企省每个教育工作者和每个教师都认真

读…读，以便让历史给我们以新的启示，去实现我省建设"教育强省"的宏大目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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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前 221 年(先秦)

?~公元前 221 年(先秦)

湖南东临罗霄山脉，西接云贵高原，南枕五岭山脉，北隔长江天险，是为"四塞之国"，社会

进步迟缓。上古湖南为"群蛮"聚居之地，远在中更新世(距今约 100 万~ 10 万年)盾期就日有

人类的活动存在，度以前称"三商之剧殷商、四周称"荆颈"之域。直到春秋初期，土著居民大

多尚处于原始氏族制度和原始经济的解体阶段，被中原王朝视为"化外之民"多次兴兵征伐，

但困地势易守难攻，民性倔强，故周阳王伐蛮荆，连性命也伐进了湘江。湖南土地肥沃，气候温

暖，具有丰富的农、林、牧、渔业资掘，又是"有色金属之乡人民勤劳智慧，8000 多年前开始了

稻作农业，6000 多年前就建造了自己的古城，3100 多年前就能按铜、锦、铅、锦的不同比例，铸

造青铜乐器、兵器和礼器。

最新考古发掘资料显示，在抗水、溜水、资水、湘水流域地区，湖湘先民率先进入了旧石器

时代。在他们与自然作斗争的漫长过程中，使用、加工劳动工具的技术和原始的团结合作、互

相帮助、共同对政等观念得以世代相传，从而诞生了原始的教宵。

距今大约 9000 年前，湖湘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这…时期，最显著的标志是磨制石器和

陶器的产生，以及原始农业和家裔饲养业的出现，人们开始定脂，并由此产生了中国最早的城

市雏形。在新石器文化早期，湖湘先民主要活动于洞庭湖边缘、潭水下游以及湘、资、玩水流域

的河谷地带。他们在生产生活活功中不仅发明和学会了石器磨制、陶器烧制、稻谷耕种、家商

饲养、房扉建造、火的储存和使用等技术，而且还通过生产生活过程将这些技术一代代传递下

去。这就是原始的科技教育和生活教育。

1988 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在湖南海县彭头山发掘出新石器时期遗址，其年代距今 9100

-8200 年，比黄河流域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裴李岗文化"还早约 1000 年。其"瑞

址出土了大颗粒植物种子，并在红烧土块及文服残断田中观察到稻谷的痕迹，这证明当时在地

势宽阔平坦的湖沼地带边缘有以稻谷为主的农业的存在"。这揭示了历史上将湖南"洞庭"地

区称为"三苗本义是对该地区人民发明种谷的肯定。

近年考古工作者又在擅县县城附近的城头山发掘出距今 6000 年的古城和稻田。这一重

大发现，将我国城市产生的年代提前了 1000 多年，因而引起罔际考古学界的震惊。

传说中我国农业的创始人炎帝神农氏赛于湖南鄙县(今炎陵县)0 ~衡湘传闻》记载:神农

氏之裔赤制氏"作宋朝于梆州之来山 "0 ~明一统忘》法"来水出梆州来山故来山、来水利处于

来水之阳的来阳县均困神农氏后裔在其地制作来相而得名。此外，湖南的嘉禾县，传说是为纪

念"炎帝之世，天降藕种，神农拾之以教耕作于此"而得名。这些传说说明，湖南先民可能最早

得到神农的教导而使农耕技术在全国处于先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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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教育大事记

传说中的舜，姓姚氏，名建华，号有虞氏，是距今 4000 多年前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首领，葬

于今宁远九提山之南。现在，韶山、南岳、道县等地都留有舜的遗迹。且传说舜的二妃葬洞庭

君山，舜弟象的封地在道县，舜子商均亦葬九蝇。当地今有舜帝庙。《史记》就天下明德，皆

自虞舜始。"舜帝文化是由野蛮走向文明的历史转折时期的中华文化，是道德文化之隙，其精神

员魂可谓"德为先，童教化"。

三苗时期的湖南教育，尽管还没有学校和文字，但家庭、社会的口耳传授所承继下来的农

耕技术、建筑技术都是比较先进的;传授的诗歌音乐与中原相比，则别具一格，充满地方特色，

开《楚辞》之先河。

考古发现证明，大约在晚商到周初(公元前 11 世纪左右) ，中原以"吃"和"鸟"为族徽的几

个部族有部分人南迁到以今湖南宁乡黄材→带为中心的湘江中、下游地区。他们带来了中陈

先进的青铜器础铸技术，并吸收当地的土著文化，铸造了大批青铜器，给湖南青铜文化带来空

前的繁荣。湖南目前巳出士晚商和周初青铜器 300 余件，除少部分是中原输入的外，皆本地所

，有的是用中原的技术和造型，吸收湖南土著文化的特点制造的;有的从器形到纹饰都是湖

南特有的，其中有些铸造技术甚至超过中原，如众多的以动物为造型的铜器即如此;有的铜器

造型气势雄伟、奇特，如重达 222.5 公斤的铜锦乐器，这在中原是没有的。

发祥于湖南的荆蛮人具有悠久的历史。为了民族生存和发展，该民族的首领比较囊视自

己民族优秀传统的教育，以增强民族凝聚为和战斗力，其主要表现是荆蛮人注重对祖先和各种
自然神的崇拜，祭祀繁多。湖南出士的商代背铜器中，就有不少用于祭祀的礼乐器。其中特别

是宁乡出土的"人而方鼎形象别具一格，耐人寻味。该鼎近方型，四面是问样一个人物的头

部像，内黯铭文"大禾"

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不伯数量多，而且技术含景也高。如:考古专家对阳王朝制造的

"司母戊方鼎"进行科学金相分析，发现其含制量为 84.77% ;对宁乡出土的象纹大铀的金相分

析，铜占 98.22% ，锡 0.002% ，铅 0.058% ，锡、铅含最甚微，应是属于纯铜铸成，纯铜具有柔韧

性，能发出乐膏，制作打击乐器;对"四羊方尊"、"人面方鼎"和铜斧等札器、兵部的金相分析，发

现都含有较多的惕和铅的成分，锡铅能增加器具的硬度和光泽度。由于青铜器的制作要经过

选矿、熔炼、制模、烧铸等环节，工艺复杂，技术耍求较高，要求制作人员必须具有力学、化学、物

理学、冶炼学的专门知识和比较熟炼的操作技术，他们必须经过专门而严格的学习和训练，掌

握有关部门的知识、经验和各道工序的复杂技术，成为专门人员才能胜任这项工作。因此，

铜器制作的知识、经验和技术就成为商用时代湖南先民教育的主要内容，传递、学习掌握青铜

器制作技术和训练设计、激铸技能就成为当时教宵的生要任务，培养具有青铜器制作的专门知

识和熟练挠铸技能的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工人就是当时教育的重要目标。也就是说，只有通

过教育，才能使这略知识技术得以广泛传播井世代传承下去， 1运就是原始的科技教宵活动。

湖南先民给我们留下许多的背铜乐器，如响锐、铜编饶和铜悔。近年，湖南日发现商代锢

钝 11 件，重量一般在 70-80 公斤，最重达 222.5 公斤。湖南发现的"虎纹铜傅是一种类似

于后来的"钟"的乐器。还有， 1993 年，湖南宁乡出士一套商代青铜编饶，共 9 件，通高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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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服米，每件都能发出一个或两个不间的乐音，组合町演奏乐曲。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商

代最完整的具有棋赛作用的青铜编销。迄今为止，北方中原地区还没有发现铜锐、制博等乐

器，回此可以肯定铜锐、铜博是当时湖南人民的创造发明。

湖南发现或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中，少数的有文字，如宁乡出土的"人面方鼎"内暨有铭文

"大禾石门出士的"父乙篮"上铭有"父乙衡阳发现的"子荷贝"爵上铭有"子荷贝邵阳出

士的"E 卒口中"爵上有铭文，宁乡出土的青铜兽由纹"提梁由"的盖底有"父间"、"血肉"铭文，

还有"由戈父鼎"、"1llI.天全(金)"等。

商熊，又称"粥子商来周初时期楚人。据史料记载，霄熊曾担任周文王的国师，因辅佐周

文玉、武王灭商有功而被封为楚祖。《汉书·艺文志》载有《警号子》二十篇。颜师古注:瞥予"名

熊，为周师，自文五以下问焉"0 {帮子》一书日侠，有关他"为周师"的事迹，主要见于司马迁《史

记》和贾谊《新书》等著作。从书中的有关记载着，帮子十分震视对君王进行道德、仁爱、和顺等

伦理道德教育，这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形成了中国教育的…大特色。霄予"罢

兵"、"非攻"、"无为"、"德论"、"仁政"、"尚贤"、"富民"等思想对后来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都

产生了不问程脏的影响。

西周早中期以后，湖南铜榕的确铸和制造具有白日的特色，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如湖南

出土的西周早期铜饶，西周中期由饶演化而来的铜商钟，以及铜搏，从造型到纹饰风格多可在

湖南出土的商代铜器中找到渊隙关系，而在中原因周铜器中均少见或未见。这说明湖南四周

的铜器是直接从湖南商代铜器进化而来，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芷江县出士的青制风

形器，造型的巧妙，制作的精致，实为全回所少见，反映出湖南的青制冶锵和制造技术的发展巳

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此外，西周时期湖南的制陶业和玉石制造业也有了新的提高。所有这兽

说明，湖南四周时期的教育水平，比商代还是有提高的。

从远古3夜春秋战国时代的楚罔时期，糊南教育都处于原始状态，发展水平十分低下，尚未

从生产劳动和生活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分化出来单独进行，投有专门的机楠、施教人员和固定的

施教场所。教育内容虽非常广泛，但十分简单，凡是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经验、知识、技能、品

德、习俗、信仰等都成为教育的内睿。教育手段、教育方法主要是口耳相传和行为模仿。教育

具有金民性和平等性，即全体社会成员都是教育者和受教商者，都接受同样的教育。

自公元前 770 年周平王东迂梅阳至公元前 221 年秦始果统一中国的 548 年，为中回历史

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一时期内，湖南逐步并人雄踞江汉平服、与湖南隔江相邻、且同属"蛮

荆"群体的楚圆，从而使楚人与湘人相互影响、融合，共间开拓湖南，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楚湘文

化。长沙杨家山春秋晚期楚基出土的钢剑，长沙窑岭眷秋晚期楚摹出士的铁鼎，证明湖南在

2400 多年前就出现了碳钢，使用铸铁的时间比欧洲早 2100 多年。 1951 年长盼识字岭 314 号

春秋中晚期楚慕出土的凹字形铁锄，是我国至今发现的最早的铁口锄，也是全世界发现的最早

的铁锄。

春秋初期，湖南青铜器的制造和使用巳广泛普及，铜矿采炼和铜器铸造业巳成楚国的重墨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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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潦术器、竹木器、丝绸和琉璃的生产也相当发达，制作工艺巳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公元前 519 年，周黛玉予回与周敬x.争守王位失败，携带班室所藏文物典籍，逃奔楚阔，从

而使东周文化下移到楚，并同当地的巫文化相结合，产生独具特色的楚国文化教宵。

眷秋战国时期，楚困地承四周的教育传统并加以改良，建立了比极完善的王室教育和贵族

教育制度，庶民的"分业阳教"也比较兴盛，并出现了$叔时、屈宜日、朋固、屈服等杰出的教育

家。《管子·大臣》论述春秋各阔教育的特点时说建国之敬，巧文以利。"战国晚期屈原作《楚

辞}，文采绚丽，并讲究功利，既体现了楚国教育的特点，也反映了当时楚国文化教育的较高水

平。

据清末学者黄绍冀所著《中回教宵史》寻|用《国语》、《目氏春秋》、《说苑》、《大戴礼》等古籍

论述楚J!正方弱，王子赞为傅;及即位，又使士襄傅太子葳，是楚有傅也。师傅之外，义有保，

荆想文王之保名申。所谓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训者，春秋诸国，无不有之。"

由此可见，楚国玉室设有太师、太傅、太保掌管对王子的教育。其中太师E可能还兼有对国玉"导

之教训1\"之责 O

清末学者黄绍冀在其所著的《中罔教育史》中引古文献说晋于师傅之外，又有公族大夫，

专词教育。《在传》曰:‘苟家、苟舍、来黛、韩光总为公族大犬，使训卿之子弟恭俭孝弟。'疏谓公

放大夫，职等在教诲。"以此推之，屈原所任主间大犬，即掌管屈、昭、景王玉族的教育。

春秋诸大罔为了稳定社会和经济发展，实行分业施敬的庶民教育制度。教育目的是为使

庶民"不败其业，.不迂其业"。教育内容以职业技术为主，也旬括专业思想和职业道德教育。

当时越国的农业生产、钢铁冶铸和制造、漆木和竹木制造、琉璃制造等均巳相当发达，其有关的

技术、规程必然纳入教育。史料表明，这种分业而教的庶民业务教育，楚国比较兴盛。如《孟

子·滕文公.rJ载:战因著名农学家许行，"真徙数十人，皆衣褐，捆麟、织席以为食"。曾嘲笑过

孔子的楚狂人接舆、屈原遇到的油父和楚国贤人老莱子<~t郭先生等可能-tl!是类似许行的人

物，一边劳功，一边授徒。

楚国选任官员，重视专业知识和工作实绩，如公孙敖本一介吁民，因兴修期恩阪等水利表

现出色，被楚庄王破格提拔为令尹(即Zß相)。其孙茄掩也是因经济上学有专长，被任命为司

马。楚罔对掌管各行业的官员，更加要求他们懂得专业技术知识，如《在传·定公六年Hè:

使由于城靡，复命，子丽问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辞。城不知高，大小如何?'对曰:

‘固辞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这说明担任工尹的人不懂工程建设方面的知识，就

必须补课。

从四周时期开始，楚圈上下的回家观念越来越明确，甚至将回家摆在国王之上，充满着对

自己国家的热爱。楚民族这种爱国思想，必然反映到他们教育之中。楚回教育家申叔时在《申

叔时论傅太子》中所强调的"教之春秋"、"教之t址"、"敬之情"、"教之故志"、"教之训典也就是

以楚国历史和当时的令训为教，以激发爱国精神。楚国的爱国教育，是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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