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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一带一路”青年创意与遗产论坛在岳麓书院开幕

蒙古国青年蒙古国青年 （（图左图左）） 和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 （（图右图右）） 在橘子洲头与毛泽东像合影在橘子洲头与毛泽东像合影

湖湘文化点亮湖南旅游湖湘文化点亮湖南旅游

雨后的长沙空气清晰。沿着湘江西岸行进，两岸高
楼林立，江畔大街上，车水马龙穿梭不停。8月8日，本
报记者从长沙出发，访查湖湘文化的发展脉络，第一站
便是岳麓山。岳麓山其山脉属南岳衡山，古人把岳麓山
列为南岳七十二峰的最后一峰，称为灵麓峰，南距衡山
山脉主峰祝融峰直线距离102公里。目前湖南大学、湖南
师范大学等学校均位于岳麓山，长沙市已经把个古代名
山打造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大学城。

而真正让岳麓山名闻天下的，是山上最典型的建筑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坐落于湖南大学校园内，位于岳麓山的
山腰。在其正门两边，一副白底黑字对联赫然引入眼
帘，“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八个正楷大字端庄立于其
上。记者了解到，岳麓书院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
物。主轴线的主体建筑依次为前门、赫曦台、大门、
二门、讲堂、御书楼。讲堂两侧是半学斋、教学斋，
是学生的教室和宿舍。两侧是主体建筑。东路黄瓦红
柱的是文庙，西路百泉轩及园林建筑，这是古代书院
比较典型的格局。

北宋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
上，由官府捐资兴建，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北宋祥符八
年，宋真宗召见岳麓山长周式，御笔赐书“岳麓书院”
四字门额。此后，历经南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
光绪二十九年，岳麓书院与湖南省城大学堂合并改制为
湖南高等学堂，沿用书院旧址。1926年，湖南高等学堂
正式定名湖南大学，仍就书院基址扩建至今。1988 年，
岳麓书院建筑群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沿着主轴线深入书院，可以看到大量的碑匾文物，
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
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
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
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

长沙市委外宣办主任陈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称：岳麓书院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
纪念五大建筑格局，历经千年而弦歌不绝，学脉延绵。
其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件，当属“朱张会讲”。在岳麓
书 院 讲 堂 的 左 右 墙 壁 上 有 四 个 大 字 “ 忠 、 孝 、 廉 、
节”，它是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这里讲学时亲笔所书。
讲堂的正中是一个高约 1 米的长方形讲堂，这是以前老
师讲课的地方。宋乾道三年 （公元 1167 年），朱熹来访
岳麓书院，与张栻论学，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朱张会
讲”。据说当年两位会讲的时候盛况空前，从全国各地
赶来听讲的人数达数千，就连池塘里的水都被喝干了。

岳麓书院，代表的是湖湘文化中严谨治学、尊重知
识的精神，其核心是强调实事求是、经世致用。而这种
精神，一直传承到现在。从岳麓山下到湘江边，可以看
到江心处有一个狭长的江心岛。远远望去，有一个将近
10层楼高的青年半身雕像。发型迎风飞扬，独立湘江之
心，望向远方。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橘子洲头，而那迎风
而立的雕塑，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青
年时期的塑像。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毛泽东青年时
代，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时，常会同学友到洲头搏浪击
水，议论国事。1925年，他挥就脍炙人口的诗篇 《沁园
春·长沙》，抒发了济世救民的豪情壮志。不仅是“书生
意气，挥斥方遒”，更要通过“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湖南人正是凭着这一股家国天下视为己任的豪气，
在近代中国大地上奔走重装，打碎一个旧世界，建成一
个新中国。如今，长沙市委市政府正以五大发展理念为
指导，带领长沙市奔向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本报记者 李建兴 田晓明 李有军 杨俊峰本报记者 李建兴 田晓明 李有军 杨俊峰

“秋风万里芙蓉国，暮雨千家薜荔村。”古
代诗人谭用之一首《秋宿湘江遇雨》让世人记
住了一个地方——湖南。

湖南，古称“楚地”，地处中国中部、长
江中游。宋代划定为荆湖南路而开始简称湖
南 ， 省 内 最 大 河 流 湘 江 流 贯 南 北 而 简 称

“湘”，因此湖南也称潇湘。湖南是华夏文明的
重要发祥地之一，相传炎帝神农氏在此种植五
谷、织麻为布、制作陶器。坐落于株洲市的炎帝
陵成为凝聚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舜帝明德天
下，足历洞庭，永州九嶷山为其陵寝之地。湖南
自古盛植木芙蓉，因此又有“芙蓉国”之称。

从立志“上下求索”的屈原，到断言“仁
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贾谊；从造纸术的
发明者蔡伦，到以一本《伤寒杂病论》流芳于
世的张仲景；从以“欧体”著称于世的名家欧
阳询，到“颠张醉素”的“狂草”怀素；从出
淤泥而不染的周敦颐，到“另起炉灶，重开世
界”的曾国藩……湖南地灵人杰，纵观中国历

史，在政治、经济、哲学、文化和科学领域人
才辈出，因此古人发出“惟楚有才”的感慨。

在历经先秦湘楚文化的孕育，宋明中原文
化等的洗练之后，湖南产生了具有区域性特点
的文化形态——湖湘文化，并在近代造就了

“湖南人材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
“半部中国近代史由湘人写就”“无湘不成军”
等盛誉。而在湖湘文化的熏陶中，湖湘精神也
应运而生。湖南人刚是内核，毅是灵魂，灵是气
质。霸蛮与灵泛，能辩证统一。既有“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坚忍之志，又有“问苍
茫大地，谁主沉浮”的豪迈之气。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回首过去是为了更
好地把握现在，展望未来。湖南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周湘认为，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今天，研讨湖湘文化有了新的时代含义。本报
记者最近来到湖南，沿湘江而行，走访长沙、
双峰和岳阳，探寻湖湘文化的本源，体会湖湘
文化的蕴意。

8 月 10 日，记者来到位于洞庭湖畔的岳
阳市。市委宣传部部务委员罗岚带领记者前
往岳阳楼采访调研。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
市古城西门城墙之上，下瞰洞庭，前望君
山，自古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之
美誉，与湖北武汉黄鹤楼、江西南昌滕王阁
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

然而当见到岳阳楼本尊时，却难免有些
失望。岳阳楼看似并不如文字描述中的宏
伟，而洞庭湖也没有云梦大泽的辽阔壮观。
实际上，与岳阳市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楼相
比，岳阳楼这个当年的宏伟建筑，已经是个

“小矮个”了。
岳阳楼的闻名是因为那一句“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名句出自北
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岳阳楼的成
名是实实在在的以文著名。《岳阳楼记》乃范
仲淹应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之请，于北宋
庆历六年 （公元 1046 年） 9 月 15 日为重修岳
阳楼写的。文章通过对洞庭湖的侧面描写衬
托岳阳楼。滕子京是被诬陷擅自动用官钱而
被贬的，范仲淹正是借作记之机，含蓄规劝
他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以自己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
情怀和乐观精神感染老友。

千古之后，楼已不复当年的宏伟壮观，然
而心怀天下苍生的“忧乐精神”却留存至今，称
为中国仁人志士为之坚持的志向和原则。

岳阳市政府新闻办主任赵泉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源自湖湘文化的湖湘精神，
不只是“忧乐精神”，“淳朴重义”“勇敢尚

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也是湖湘精神
的关键所在。“淳朴”，即敦厚雄浑、未加修
饰、不受拘束之性。“重义”，即强烈的正义
感和向群性。“勇敢尚武”，即临难不惧、视死
如归的精神。二者融贯，构成了湖湘文化独特
的强力特色，也就是钱基博先生所说的：“湖南
人所以为湖南，而异军突起以适风土者，一言
以蔽之曰强有力而已。”

“经世致用”，即重视实践的务实精神，
是实践理性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参
与意识的集中体现。这就是范仲淹“忧乐精
神”的核心。优乐精神成为—种“当今天
下，舍我其谁”的“敢为天下先”的豪迈气
概，给湖湘文化提供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历
史上有人评说，“自强不息”强调“天行健”
的奋斗精神，湖湘文化将它列为“人极”的
范畴，视为文化的“极则”。这就赋予了湖湘
文化独特的哲学依据。正是由于这点，湖湘
文化具有了“独立不羁，遁世不闷”的特殊
品格。

从宋代湖湘学派创立时起便已形成的经
世致用的学风在湖南士人中代代相传，它强
调理论联系实际，尤其注重解决现实中的实
际问题。另外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尤
为突出。最早在湖湘大地奏响爱国主义乐章
的是屈原，继为贾谊。湖湘文化中还蕴藏着
一种博采众家的开放精神与敢为天下先的独
立创新精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湖湘
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之所以能够成为
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就在于它具有博
采众家的开放精神。

双峰县隶属于湖南省娄底市，成立于 1951 年，
以县境内有两座山峰相对耸立而得名。从长沙驱车
至双峰，需要2个小时的路程。沿途山峦起伏，重林
叠嶂。树木茂密，水田广布，点染在山水之间的，
是有徽派特色的地方民居。

值得一提的是，在进入双峰县境内后，可以看
到连片的荷塘。从远处的山脚到近处的公路，荷叶
绵延起伏，随风摇曳，就像海上的波浪。数不清的
荷花点缀其中，粉白相间的花瓣，在清澈日光的映
射下轻轻地摇曳身姿，真所谓“濯清涟而不妖”。不
一会儿到达了荷叶镇。

荷叶镇位于双峰县东面边陲，东与衡山、湘潭
接壤，南与衡阳毗邻，西北与该县石牛、沙塘、井
字交界，是湘衡公路与 107国道的交汇处，是湘中、
湘西通往南岳衡山的必经之地。境内群山耸翠，人
文景观和自然风光交相辉映。该镇是清代名臣曾国
藩的故乡。到访荷叶镇，不能不看富厚堂。

富厚堂，又名毅勇侯第，是曾国藩的侯府，总
占地面积4万多平方米，主体建筑近1万平方米，是
典型的沿中轴线对称的明清回廊式建筑群体。曾国
藩谥号“曾文正公”。同治四年 （1865年） 秋，曾国
藩动员家眷回籍，因夫人欧阳氏对旧居黄金堂门前

“塘中有溺人之事，素不以为安”，即令其子曾纪泽
“回湘禀商两叔”，移兑富托庄屋，由曾国潢、曾国
荃、曾纪泽经手主持，依照侯府规模，花 10年功夫
营造了富厚堂。

富厚堂为土石砖木结构，回廊式风格，内外群
有八本堂、求厥斋、旧朴斋、艺芳馆、思云馆、八
宝台、辑园、凫藻轩、棋亭、藏书楼等各种建筑，
当年正门上悬挂着“毅勇侯第”金字牌匾。整个建
筑虽具侯府规模却古朴大方，虽有雕梁画栋却不显
富丽堂皇，1866年秋，主楼竣工，曾国藩夫人、子
女和儿媳即回籍住进了富厚新屋。

在双峰县召开的湖湘文化座谈会上，县委常
委、宣传部长彭云辉向本报记者介绍说，富厚堂原
称八本堂，取曾国藩“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
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
立身以不忘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
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的家训。后曾纪泽
据《后汉书》“富厚如此”而改现名。

走进富厚堂中，感受最深的是曾国藩的治家之
道。曾国藩有一条十六字治家箴言：“家俭则兴，人
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读曾国藩家书，随
处可见其对其兄弟、孩子这方面的谆谆教诲。如咸
丰四年七月廿一给诸弟的信中就说到：“家中兄弟子
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
也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
采。”而重视知识也是曾国藩治家的特点之一，在富
厚堂的会客厅侧壁，挂着曾国藩治家八字诀“考宝
早扫书蔬鱼猪”，即敬奉祖先，周旋亲邻，起早，扫
屋，读书，种菜，养鱼，养猪八事。

从岳麓书院到富厚堂，记者感受到非常浓厚的
湖湘文化气息。湖南以儒学文化为正统，被学者称
为“潇湘洙泗”“荆蛮邹鲁”；唐宋以前的本土文
化，包括荆楚文化。这两个渊源分别影响着湖湘文
化的两个层面。在思想学术层面，中原的儒学是湖
湘文化的来源，岳麓书院讲堂所悬的“道南正脉”
匾额，显示着湖湘文化所代表的儒学正统。从社会
心理层面，如湖湘的民风民俗，心理特征等，则主
要源于本土文化传统。这两种特色鲜明的文化得以
重新组合，导致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

所以，探讨研究湘学者，能发现湖湘文化中的
儒学正统特色；而考察湘人者，则更会感觉到荆楚
山民刚烈、倔劲的个性。当然这两种文化组合是相
互渗透的：湘学的学术思想总是透露出湘人那种刚
劲、务实、敢为人先的实学风格和拼搏精神，而湘
人的性格特质，又受到儒家道德精神的修炼，故而
能表现出一种人格的魅力和精神的升华。如曾国藩
在自我人格修炼时追求的“血诚”“明强”，“诚”

“明”的理念均来自于儒家典籍和儒生对人格完善的
追求。而“血”“强”的观念又分明涌动着荆楚子民的
一腔血性！包括曾国藩组建的湘军，其成员主要是湖
湘之地的山民，曾国藩既看中了他们的直爽、刚劲的
湘人性格，又要求他们学习儒家道德和文化修养。

长沙：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岳阳：忧乐精神千古传承

双峰：潇湘洙泗荆蛮邹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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