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１９０４），石鼓书院改 称 南 路 师 范 学 堂。民 国 期 间，石 鼓 书

院改为女子职业学校。遗 憾 的 是，１９４４年６月，书 院 故 址

毁于日军炮火。２００７年，石鼓 书 院 得 以 重 修，这 为 彰 显 和

弘扬石鼓书院人文精 神 添 上 了 浓 墨 重 彩 的 一 笔，成 为 我 国

教育界和文化界的一大幸事。
（作者为衡阳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世界历史视野中的湖湘文化

———以汤因比、塞缪尔·亨廷顿之文明理论推演

国春雷

　　汤因比在 《历史研究》中将世界文明分为２６种，针对

人类文明的起源，提 出 了 著 名 的 “挑 战 与 应 战”理 论。根

据这一理论，第一代人 类 文 明 源 于 人 类 成 功 地 应 对 了 来 自

恶劣自然条件的挑战，从 而 诞 生 了 人 类 社 会 最 初 的 几 大 母

体文明；第二代、第三代 人 类 文 明 源 于 人 类 成 功 应 对 了 来

自人为环境的挑战，诞生了形形色色的子体文明。
汤因比 认 为，任 何 文 明 犹 如 有 机 体，都 会 经 历 起 源、

成长、衰落、解体四 个 阶 段。一 个 文 明 在 诞 生 之 际，首 先

会涌现出 少 数 具 有 创 造 性 的 人 物，锐 意 改 革、打 破 传 统，
积极应对来自外部和 内 部 的 挑 战，他 们 的 行 为 被 大 多 数 人

模仿，从而推动文明 诞 生 或 进 化。反 之，如 果 少 数 具 有 创

造性的人物不思进取 且 各 自 为 政，大 多 数 人 无 所 事 事 亦 无

所适从，外部文明虎 视 眈 眈、伺 机 而 动，那 么 这 种 文 明 就

会步入第五个阶 段———死 亡。以 近 代 中 国 观 之，清 王 朝 腐

朽堕落，面对西方基 督 教 文 明 和 日 本 文 明 的 冲 击，国 内 太

平天国要改朝换 代 的 威 胁，只 能 左 支 右 绌、疲 于 应 付，中

华文明到了衰落、解 体 的 边 缘。及 至 清 廷 覆 灭，各 地 军 阀

在诸帝国主 义 国 家 支 持 下 相 互 攻 伐，广 大 人 民 一 盘 散 沙，
中华文明到了生死 存 亡 的 危 急 关 头。正 是 在 这 一 时 刻，作

为中华文明子文明 的 地 方 文 明，纷 纷 走 上 历 史 舞 台，为 拯

救中华文 明，破 旧 立 新、救 亡 图 存。史 实 证 明， “中 兴 将

相、什九湖湘”，湖湘文明 （狭义上的湖湘文化）在中华文

明诸多子文明中 脱 颖 而 出，博 采 众 长、不 断 创 新，最 终 为

绝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推动中华文明攀上新的高峰。
深受湖湘文明影响 的 湖 南 杰 出 人 物，大 致 从 五 个 时 期

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进化。第一批为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派，
以魏源为代表，提出 “开眼看世界”，号召 “师夷长技以制

夷”，开中国近代思想启蒙之先河；第二批为太平天国运动

时期的军事派，以 曾 国 藩、左 宗 棠、刘 坤 一 为 代 表，用 程

朱理学和王夫之倡导 的 经 世 务 实 作 为 指 导 思 想，组 建 湘 军

并开办洋务来挽救 摇 摇 欲 坠 的 清 政 府， “湘 人 以 天 下 为 己

任”、“无湘不成军”之说自此享誉中 华；第 三 批 为 戊 戌 变

法时代的资产阶 级 维 新 派，以 谭 嗣 同、唐 常 才、杨 度 为 代

表，舍生忘死、前赴后 继，试 图 用 君 主 立 宪 的 方 法 拯 救 中

华文明；第四批为辛亥革命至民国初年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以黄兴、陈 天 华、宋 教 仁、蔡 锷 为 代 表，主 张 模 仿 西 方，
建立民主的资产阶级 共 和 国；第 五 批 为 五 四 运 动 到 新 中 国

成立的无产阶级 革 命 派，代 表 人 物 为 毛 泽 东、刘 少 奇、蔡

和森、彭德怀、贺龙、罗 荣 桓，创 造 性 地 发 展 了 马 克 思 列

宁主义，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创建了崭新的中华文化。

由上述史实可见，于１９、２０世纪面临内外挑战的中华

文明，在其子文明湖 湘 文 明 的 主 导 下，积 极 应 战、不 断 调

整、时时创新，最后终 于 浴 火 重 生，再 次 屹 立 于 世 界 文 明

之林。毛泽东思想是 新 的 中 华 文 明 的 典 型 表 现 形 式，不 仅

被数以亿计的中国 人 民 所 接 受，还 几 度 走 出 国 门，深 刻 地

影响了世界文明。汤 因 比 一 直 赞 叹 中 华 文 明 的 持 久 性，称

之为 “独一无二”。从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中可以窥见，其经

久不衰的奥秘，或许正 在 于 这 种 母 体 文 明 中 含 有 众 多 形 态

各异的地方子体文明。这些子体文明沿着各自的轨迹发展，
某一子文明在适当时 刻 如 果 恰 好 迎 合 了 时 代 需 要，便 会 上

升到中华文明的主 导 位 置，赋 予 其 全 新 的 内 容 和 形 式。换

言之，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中华文明动力与活力的源泉。
塞缪尔·亨 廷 顿 在 《文 明 的 冲 突 与 世 界 秩 序 的 重 建》

中坦承，西方在近代 赢 得 世 界，不 是 通 过 其 思 想、价 值 和

宗教，而是通过有 组 织 的 暴 力 行 径。由 此 可 知，相 对 “落

后”的湖湘之地在近 代 之 所 以 能 够 独 领 风 骚，大 概 正 是 因

为该地区不仅接受了 传 统 的 中 原 文 化，还 保 留 了 山 民 独 有

的刚劲与血性。那么，曾 经 力 挽 狂 澜、拯 救 并 推 动 中 华 文

明进化的 湖 湘 文 明，在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是 否 还 能 主 导 中 华

文明？

随着时代的发展，世 界 形 势 发 生 重 大 变 化。改 革 开 放

以来，中国以经济巨 人 的 形 象 为 世 界 所 瞩 目，而 中 华 文 明

也因此迎来了新的 挑 战。塞 缪 尔·亨 廷 顿 指 出，世 界 在 二

战后转向多文明发 展 阶 段，文 明 之 间 的 冲 突 愈 演 愈 烈，而

亚洲的经济飞跃并不 会 为 当 地 带 来 和 平，相 反 会 引 发 新 的

冲突。他认为这些冲 突 表 现 在 三 个 方 面：经 济 腾 飞 促 使 亚

洲国家纷纷 加 强 军 事 装 备，从 而 刺 激 地 区 的 不 稳 定 局 势；
亚洲与西方，特别是 与 美 国 的 冲 突 日 益 加 剧；中 国 崛 起 会

引发周边国家的不 安，从 而 恶 化 亚 洲 政 治 环 境。结 合 这 三

方面的危机，他 针 对 中 国 提 出 了 “均 势 和 搭 车”的 理 论，
前者指亚洲国家联合 起 来 制 约 中 国 可 能 发 展 的 霸 权，后 者

指亚洲国家追随可能出现的中国霸权。
根据塞缪尔·亨廷 顿 的 推 测，未 来 世 界 最 主 要 的 文 明

冲突可能发生在西 欧 与 伊 斯 兰 世 界、美 国 与 中 国 之 间。在

国际上，冷战阴影、历 史 积 怨、领 土 纠 纷、贸 易 竞 争、军

备竞赛、文化差异，都有 可 能 是 中 华 文 明 与 其 他 文 明 爆 发

冲突的节点。而在 国 内，民 主 化 建 设、贫 富 分 化、民 族 矛

盾、产业升级 与 调 整 等 问 题 也 对 中 华 文 明 发 起 严 峻 挑 战。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 证 明，中 国 基 本 摆 脱 了 中 世 纪 帝 国 的

传统思维，接受并持续创造着现代化的世界文明，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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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化、民族、宗 教 等 领 域 均 取 得 重 大 成 就，积 极 与

世界其他文明发展 这 些 领 域 间 的 友 好 关 系。也 就 是 说，如

果正确发挥湖湘文明 的 基 本 精 神，中 华 文 明 应 该 能 够 应 对

上述来自国内外的挑 战。学 术 界 将 湖 湘 文 明 的 基 本 精 神 归

纳为 “淳朴重义、勇敢尚武、经世致用、自强不息”，这其

中实质暗含了理 性 与 感 性 统 一、实 事 求 是、运 动、发 展 和

变化的唯物辩证法。更 重 要 的 是，湖 湘 文 明 将 尊 重 客 观 规

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 有 效 地 结 合 起 来，这 是 中 国 以 和 平 大

国身份崛起于世界东方的重要思想根源。
综上所述，作为中华 文 明 子 文 明 的 湖 湘 文 明，如 果 要

保持活力，继续执中 华 文 明 之 牛 耳，窃 以 为 应 该 注 意 以 下

几点。第一，在接受其他文明成果的同时，不应迷失自我，
应强调、坚持自身文 明 的 独 特 性，保 持 湖 湘 文 明 的 典 型 特

征；第二，保持自身文 明 特 征 不 等 于 固 步 自 封，湖 湘 文 明

的一个重要内容就 是 求 新 求 变，应 该 时 刻 反 思，以 旺 盛 的

创造性积极应对 变 化 莫 测 的 世 界；第 三，避 免 走 极 端，一

方面不能迷信经验、固 执 己 见，一 方 面 要 防 止 盲 目 地 争 勇

斗狠、蛮横霸道。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衡阳抗战文化

刘国武

　　抗战时期，衡阳 扼 两 广 咽 喉，是 连 接 大 西 南 的 交 通 枢

纽，战略位置十分 重 要。武 汉、广 州 沦 陷 后，衡 阳 一 度 成

为大后方的物资集 散 地，通 过 川 湘 水 陆 联 运 业 务，衡 阳 的

军需民用物资可直达 重 庆 等 大 后 方。衡 阳 在 战 时 成 为 大 后

方仅次于重庆和昆明的第三大工商业城市和财政金融中心，
被誉为 “小上海”。南岳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一度成为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所 在 地 和 指 挥 全 国 抗 战 的 军 事 中 心 之

一。在这里，蒋介石先 后 召 开 了 四 次 南 岳 军 事 会 议，国 共

两党共同举办了南岳 抗 日 游 击 干 部 训 练 班，并 筹 建 了 纪 念

抗日阵亡将士的烈 士 陵 园———忠 烈 祠。衡 岳 还 是 一 座 文 化

重镇，长沙临时大学 文 学 院 等 学 校 迁 到 衡 岳。一 时 间，政

界、军界、学界名流云集衡 岳。１９４４年 在 衡 阳 爆 发 了 一 场

震惊世界的惨烈的 城 市 争 夺 战，让 世 界 知 道 了 衡 阳、认 识

了衡阳。战后建立了 中 国 唯 一 一 处 抗 战 纪 念 城———衡 阳 抗

战纪念城。因 此，战 时 衡 阳 是 全 国 的 一 个 军 事 指 挥 中 心、
大后方的经济重心、文化重镇和抗战名城。

一、衡阳保卫战

１９４４年４月，日军发动了旨 在 打 通 大 陆 交 通 线 的 “一

号作战”。５月２８日，在 日 军 围 攻 长 沙 时，蒋 介 石 令 第１０
军守卫衡阳。第１０军 军 长 方 先 觉，全 军１７　６００人。方 先

觉到达衡阳后，立即疏散了衡阳城内的３０万民众，炸毁了

湘江公铁 大 桥，破 坏 了 衡 阳 机 场，做 好 放 手 一 搏 的 准 备。
方先觉在衡阳城南面 和 西 南 面 构 筑 了 整 体 性 和 空 间 性 极 强

的防御工事，其中 的 绝 壁 工 事——— “方 先 觉 壕”后 来 被 美

国西点军校收入到教 科 书 中。当 时 进 攻 衡 阳 的 是 日 本 的 第

１１军第１１６师团和第６８师团 （后增加到５个师团）。

１９４４年６月２２日，日 军 飞 机 大 规 模 地 轰 炸 衡 阳，拉

开了衡阳会战的序幕。次日 敌 第１１６、第６８师 团 分 别 从 衡

阳城的西边和西南 面、南 面 向 衡 阳 发 起 攻 击。日 军 除 用 飞

机大炮狂轰 滥 炸 外，还 不 断 向 守 军 施 放 毒 气 弹 和 燃 烧 弹。
中国守军利用交叉火 力 和 绝 壁 工 事，用 手 榴 弹 和 刺 刀 一 次

一次地将敌人击退。在 攻 防 战 中，尤 以 张 家 山 的 争 夺 战 最

为激烈。在日军的第 一 次 总 攻 中，第１１６师 团 第１３３联 队

向张家山阵地连续 猛 攻２０来 次，阵 地 先 后 得 失 达１３次 之

多。在日军的第二次总 攻 中，日 军 第１３３联 队 在 三 昼 夜 中

向张家山狂 攻１２次，其 中 有１０次 攻 进 阵 地 的 激 战 场 面。
坚守张家山的是预１０师 第３０团，该 团 经 过 连 续 的 苦 战 和

恶战，被打光了。战至７月１３日，前后增援张家山阵地的

６个连全部阵亡。最后日军用炮火把这座 山 丘 削 去 了１０米

高，整个工事全部 被 毁 后，才 占 领 这 个 山 丘。日 军 第１３３
联队共３　０００人，战 至 最 后 只 剩 下２５０人，基 本 上 丧 失 了

战斗力。在五桂岭争 夺 战 中，半 日 内 连 升 了５个 营 长，均

全部牺牲。五桂岭、外 新 街、岳 屏 山、西 禅 寺 等 阵 地 的 守

军全部壮烈殉国。８月８日，衡阳沦陷。
衡阳保卫战的激烈 程 度、残 酷 性 和 惨 烈 性 为 抗 战 以 来

所罕见。中国 守 军 要 克 服 长 期 作 战 所 带 来 的 疲 劳、饥 饿、
酷暑、伤痛、缺粮、缺弹药和药品等许多难以想像的困难，
与敌军血拼。到７月 中 旬 以 后，不 但 衡 阳 守 军 伤 亡 惨 重，
而且粮弹匮乏。城内 士 兵 只 能 吃 烧 焦 的 米 煮 成 的 糊 饭，以

一杯盐水下饭。受伤士兵无药品治疗，伤口因污染而发炎、
化脓，溃烂生蛆者不可胜数，重伤者无法救治。

衡阳民众对衡阳保卫战作出了重大贡献。会战打响前，

２３　０００余市民组成 弹 药 队、工 事 抢 修 队、消 防 队、伤 病 服

务队和收尸队等，其 中 “配 合 作 战、构 筑 工 事 之 民 夫，葬

身枪林弹雨中者，即达３　１７４名”。衡阳城破时，尚有１　０００
余支前民工，最后都被日军俘获。

持续４８天的衡阳保卫战是 “豫湘桂战役”中的一场硬

仗，是整个战役溃败中的 “闪光点”。是中国守城将士为了

捍卫民族独立与自由同日本法西斯进行的一场殊死的血战，
它延缓了日军打通大 陆 交 通 线 的 步 伐，消 耗 了 日 军 大 量 的

有生力量，成为世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据 统

计：中国守 军 第１０军 共 伤 亡１５　０００多 人，其 中 阵 亡 近

８　０００人，伤７　０００余 人；日 军 军 方 统 计 伤 亡１９　３８０人。美

国国会图书馆的资 料 显 示： “日 军 死 伤 超 过７０　０００人，其

中４８　０００人 被 击 毙；中 国 伤 亡１５　０００人，其 中７４　００阵

亡。”日军认为：这是中日八年作战中，唯一值得纪念的攻

城之战。此役 “牺牲之大，令人惊骇”，是 “苦难的战役”。
衡阳保卫战已经过去了７１载，当年在衡阳抛头颅的英

烈们长眠在衡阳这块 土 地 上，战 后 余 生 的 英 雄 今 天 也 已 经

大多不在人世。但当年 衡 阳 军 民 喋 血 孤 城 的 牺 牲 精 神 可 谓

惊天地，泣鬼神，炳彪 千 古，受 万 世 景 仰。概 括 起 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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