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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湖湘文化是湖湘地域范围内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域文化。以王船山为代表的近代湖
湘文化，蕴育了贺龙独特的个性：经世致用的实干精神，蕴育了贺龙勇于投身无产阶级事业中的献身精神；以天下为己任

的爱国主义精神，造就了贺龙忧国忧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敢为人先、主新反旧的开拓和创新精神，蕴育了贺龙豪迈、

乐观、积极的人格魅力；运筹决胜、足智多谋的军政谋略，造就了贺龙能征善战、驰骋疆场的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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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是中国文化中具有独特风格的地域文化，对湖南乃至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了极

其深远的影响。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湖湘文化关注比较多，相关的论述比较多。本文主要对湖湘文化的

内涵和精神特质以及湖湘文化对贺龙个性品格产生的影响进行探讨。

１　湖湘文化的形成
１．１　基本内涵

湖湘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个性鲜明、独具一格的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大范围

内最具特色的一朵文化奇葩。当前学术界一般认为，湖湘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湖湘文化指自

古以来在湖南省地区生活的各族人民，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所创造出来的具有独特个性的民俗民风、思

想学术、社会意识和科技文化等的总和；狭义的湖湘文化指只与湖南省行政区域相关所形成和演变而来

的地域文化［１］。湖湘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空间上来说是以湖南省区域范围为主体的地域文化，同

时也是区域之间文化交流互动不断演变和积累的稳定性文化。

１．２　发展进程
周郭颐开创的宋明道学奠定了湖湘文化形成的基础，其《太极图说》以博大精深的哲理思维，启迪

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分流发展，对湖湘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了周郭颐外，湖湘文化的

形成还可追溯到北宋开宝九年（９７６年）长沙岳麓书院的创立：“盖宋受命四年，遂平荆湘。又十有一年，
尚书朱洞来守长沙，作书院岳麓山下。”［２］宋真宗亲赐御书“岳麓书院”匾额，使其成为湖湘文化发展的

摇篮。北宋年间，胡氏父子深受二程理学的影响，进一步奠定了湖湘文化的基础。胡安国讲学南岳，著

《春秋传》，被定为科举取士的教科书，使其成为湖湘文化最初创立的先驱者。其子胡宏世称五峰先生，

隐居南岳衡山，其代表作《知言》为湖湘学派提供了宝贵的辩证思潮。张縂师从胡宏，继承和发展了胡

宏的“心性”之说，同时也吸收了朱熹“理”的思想，反映了湖湘学派对理学与心学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

哲学思想。湖湘文化在南宋灭亡之后遭到了摧残，湖湘学派的知识分子和精英大多壮烈牺牲，湖南的思

想界出现了几百年的寂寥时期。明末清初社会动荡不安之际，王船山为近代湖湘学派揭开了翻天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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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新章。以王船山为代表的近代湖湘文化培育和影响了湖南成群的人才，贺龙就是其中重要的

一个。

２　湖湘文化对贺龙的熏陶
湖南作为内陆城市，经济交通发展都相对落后，但是其文化的发展却始终站在历史的前沿。历史

上，湖南区域经历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南地区在人口、习俗、思想观念上都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先

后产生了理学家周子、主张经世致用的王船山、“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优秀思想家。在中原文化南移

的历史背景下，湖南地区的文化主要以儒学文化为主，贺龙便从小深受湖湘文化的熏陶。１８９６年，贺龙
出生在湖南省张家界桑植县洪家关，小时候贺龙便在当地私塾念书，私塾教的都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贺

龙虽只念了５年私塾便辍学在家务农，但湖湘文化的影响已经开始在他心中萌芽。
贺龙的家庭环境也对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贺龙家族属于汉族军家，其远祖贺崇先，明末随农民起

义武装部队来到湖南，后被迫应征加入清军，落户桑植。其曾祖父贺廷宰是一位秀才，熟读四书五经，并

热衷公益，立志为家乡修桥，死后大桥未建成，由后人承其志。贺龙的祖父贺良仕是当时的武举人，能弓

善剑，武艺在当地很出名，并继承父志，为修建洪家关大桥倾家荡产。贺龙出生时，其祖父母尚在，他们

的言传身教让贺龙学到了很多。其父亲贺士道和母亲王金姑勤劳勇敢，给贺龙的一生造成了深刻的影

响。贺龙从小和父亲习武，练出了一幅好身板，这让他在以后艰苦的战争中受益匪浅。贺父在当地爱打

抱不平，敢于与恶势力作斗争，这也培养了贺龙刚烈，勇猛的个性。贺龙的成长贯穿着湖湘文化的影响，

不论是湖南地域文化特色，还是其家庭，都是影响贺龙传奇人生中的重要因素。

３　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对贺龙个性品格的影响
王船山创立的思想体系以唯物主义理论和辩证分析方法为指导，以民族至上为核心内容，提出“有

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３］５３５、“祸在一时之天下，则一时之罪人，卢杞是也；祸及一

代，则一代之罪人，李林甫是也；祸及万世，则万世之罪人，自生民以来，唯桑维翰当之”［３］１１３１。“三义”

“三罪”说，正是王船山民族大义中爱国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深刻影响了湖南民众乃至全中华人民，鼓

舞了近代湖南救亡图存的变革思潮，并深刻影响和培育出了一批优秀人才。从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

黄兴、蔡锷到杨昌济等，湖湘文化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贺龙在湖湘学者的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品

格，造就了传奇的人生。

３．１　经世致用、自强不息的实干精神，蕴育了贺龙勇于投身民主革命中的献身精神
湖湘文化提倡经世致用，其重要特点是将治学和践履相结合。早在西汉时期，贾谊便提出指陈时

弊、注重实际之作。到了两宋时期，胡宏、张縂等人十分“留心经济之学”，不尚空谈，讲求实用，主张从

国计民生、“日用之实”中去探求富国强兵之道，表现了早期湖湘文化重经世致用的鲜明特点。明末清

初，王夫之提出“据器而存道，离器而道毁”的朴素唯物观，创新性的发展了经世之学。近代以来，湖南

产生了一大批经世致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从陶澍、贺长龄、魏源到曾国藩等人无不提倡经世致用之实

学。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启迪了湖南学者们不断传承和发展经世致用学风，在社会

矛盾尖锐的条件下，注重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产生了强烈的参政意识，他们倡导“学与政兼”，甚至提出

使学从属于政。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湖南地区产生了不少的实干将领，他们都具有自强不息、勇于行事、坚忍沉毅

的特点，使湖湘文化的这一特点大放异彩。贺龙出生贫苦农民家庭，最后却能成为中国元帅，这与他积

极投身于革命事业是息息相关的。贺龙少年时期目睹了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对老百姓进行残酷的镇压，

使得湘西的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正是这样的环境让贺龙产生了强烈的革命意识，当他对前途感到迷茫

的时候，辛亥革命的爆发，给当时的贺龙指明了方向。船山民族爱国和民主启蒙思想对旧民主主义革命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孙中山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性，在他创立的“三民主义”中，第

一条便是“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贺龙非常支持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选择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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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革命之路。在民主革命道路上，贺龙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和挫折，却始终坚定信念，自强不息。贺龙

的这些精神正是湖湘学者所具备的：王船山隐居著书４０年，历经心酸，真正做到了像他自己所说的那
样：“历乎无穷之险阻而皆不丧其所依，则不为世所颠倒而可与立矣”［４］２０。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说：“贺

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从此，“两把菜刀闹革命”传遍神州［５］２５。

３．２　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造就了贺龙忧国忧民、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湖湘文化中最能表现爱国主义精神的是“留心经济之学”，即忧国忧民的思想。湖湘学者都有保卫

国家、复兴民族的强烈历史责任感。最早表现出爱国主义思想的是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表现出了他忧国忧民的思想，对湖湘人民乃至中华人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宋时期，胡宏

深刻分析了当时社会危机，在其治国方略《中兴业》中提出了“易俗”“官贤”“屯田”“练兵”等利国利民

的建议，并多次向皇上谏言，对如何缓和阶级矛盾，富国强兵，提出自己的忠言，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

要的影响［４］１２。胡氏父子主张抗金，视金兵入侵为“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仇”，强烈要求宋高宗北

伐抗金［６］。张縂不仅上书皇帝积极抗金，更是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爱国人士，为保护中原作出了

巨大贡献。明末清初，在反抗满族的民族战争失败后，王船山隐居荒山，创书立说，誓不言降。其民族至

上的爱国主义精神对后人不屈不饶地抗击敌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列强的入侵，民族矛盾激烈，湖湘学者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保家卫国，以天

下为己任。近代湖湘文化表现的是一种广义上的民族主义，集中表现为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谭

嗣同继承和传播船山思想，反对封建专制，鼓吹民主改革；宣传民族主义，呼吁保种救国。杨昌济继承和

发展了王船山、谭嗣同的爱国主义和民主启蒙思想，在他身上能看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历史

使命感。爱国主义精神在湖湘学者中不断发展和进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爱国人士。贺龙从哥老会到

革命党，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革命之路。贺龙的好友刘达伍在其《我所认识的贺龙将军》一文中，谈到二

十年代的贺龙时，认为贺龙很少参与讨论政治问题。但是后来发现恰恰相反，贺龙非常留意政治，总是

冷静思考别人提出的政治问题，懂得在时局动荡之下辨别政治方向。十年征战，十年探索，贺龙思想上

有了深刻的变化。１９２６年，贺龙带领部队参加北伐战争，说到：“北伐战争是打土豪，大军阀，打外国强
盗，是谋求中国的统一，这正合我的心意。”时局的变化，给了贺龙一个难得的机会接触共产党［５］７４。在

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贺龙毅然选择加入共产党，终身无悔，但是其命运之坎坷，却是他始料未及的。当

时作为只有３年党龄的新党员，面临着党内“左”倾路线，无所适从。面对如此复杂的困境，贺龙依然坚
定信念，坚持革命。贺龙元帅从２０年代血雨腥风中走来，在他身上体现的不仅是湖湘文化坚强执着、自
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更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智与勇。

３．３　敢为人先、主新反旧的开拓和创新精神，蕴育了贺龙豪迈、乐观、积极的人格魅力
贺龙豪迈、乐观、积极的个性形成深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封建社会晚期，王船山作为近代湖湘文化

的奠基者，尖锐讽刺封建君王是“惟其涂蔽万民”，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就像一道划破夜空的闪电，深

深撼动了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传统观念。谭嗣同最先吹响了向封建专制制度猛烈进攻的号角，面对敌

人发出了“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言壮语。湖湘人士这种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促使湖南人不畏艰难，

在复杂的环境中探索出救国救民的道路。贺龙性格活泼好动，说话幽默生动，鼓动性强。１９３７年“七
七”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就联蒋抗日、改编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的意义和态度进行讨论，贺龙发言：“我们

要像孙猴子那样，到华北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真有点豪气冲天［５］２０４。对于中央安排的任务，无论

有多大的困难，贺龙都坚决服从。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毛泽东把贺龙调到延安，让他担任财经委员

会副主任兼财办主任，负责理财。让一个带了一辈子兵的人来理财，大家都不理解。但是在贺龙的领导

和推动下，延安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１９５２年，中央任命贺龙担任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
主任委员，那时的中国，体育运动就是一片荒凉的原野，体育人才严重缺乏，长期受到西方人的各种嘲

笑。贺龙迎难而上，积极发展体育事业，“打出中国的风格，打出世界的水平”。其体育思想理念中包含

了丰富的伦理思想，要求大家要敢于拼搏，大力推广群众体育。在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我国运动员终

于打破零的记录，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关注。如今我国的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离不开贺龙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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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运筹决胜、足智多谋的军政谋略，造就了贺龙能征善战、驰骋疆场的革命思想
湖湘学者早期就开始注重研究治国用兵的方略。魏源和王船山的史论中，总结了各代王朝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丰富经验，对后世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张縂以“畅晓军务”闻名，其很多弟

子在南宋抗金、抗元民族保卫战中，能征善战，表现出了湖湘学者能文能武的一面。湘军代表人物曾国

藩、左宗棠更是具有纵横沙场，南征北战的英勇，积累了丰富的带兵杀敌经验，将我国古代的军事思想推

向高潮。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湖南涌现出了黄兴、蔡锷、刘道一、乌益福等革命人物，成为推翻清政府的

主要武装革命力量。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涌现出了一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所经历

的战斗和创下的军事奇迹，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的烙印。近代湖湘文化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

文化的精华，“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在湖南地区涌现出了一批杰出的军事人物和政治人物。十大元帅

中，湖南就有３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恒，更有近三分之一的将领是湖南人士。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和思
想土壤中，湖湘军政思想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贺龙元帅的战争经历，是别具特色的。贺龙胆大心细，足智多谋，打起仗来，常常出人意料，创下了

不少奇迹。革命时期，贺龙带领红四军９１人，在湘鄂西掀起了一场红色的革命风暴。长征路上，贺龙带
领的红二、六军团战士，一面战斗一面补充，长征胜利后基本保持了原有的兵力。毛泽东说：“这是一个

了不起的奇迹。”长征中贺龙有三次“神来之笔”：第一次，为了跳出国民党一百三十多个团的包围，贺龙

声东击西，欲转入贵州，先进湘中，打乱了敌人的围剿；第二次，乌蒙山战争中，贺龙、任弼时拖着敌人辗

转千里，在他们出神入化的指挥下，硬是将十几万穷追不舍的敌人远远甩开；第三次，贺龙指挥二、六军

团巧渡金沙江中，佯攻昆明，甩掉滇军主力，待滇军急如星火朝昆明赶来时，贺龙指挥部队突然转向滇

西，完全甩掉滇军，顺利渡过金沙江［５］１７４。贺龙的军政思想继承和发展了湖湘学者的军事思想，在他身

上，我们能看到湖湘文化鲜明的烙印。

综上所述，湖湘文化的优良传统经过一代又一代湖湘人士的传承和发展，逐步得到了丰富和创新。

贺龙独特个性品格的形成离不开湖湘文化，更离不开世世代代湖湘学者的影响。其一生经历的坎坷并

没有让他后悔参加革命，而是始终坚定信念，奋斗不息，直到生命划上句号。他是一名伟大的湖湘志士，

对湖南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研究湖湘文化对湖湘人士的影响，可以更好的诠

释湖湘文化的内涵和精神特质，将湖湘文化放到历史中、人物中、实践中去研究，才能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湖湘文化。

参考文献：

［１］万里．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及其影响下的精英人物［Ｊ］．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３）：８１－８６．
［２］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Ｍ］．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
［３］王夫子．船山全书第１０册［Ｍ］．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８８．
［４］彭大成．湖湘文化与毛泽东［Ｍ］．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
［５］水工．中国元帅贺龙［Ｍ］．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５．
［６］（宋）胡宏．胡宏集 上光尧皇帝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

（责任校对　游星雅）

６７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