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前身是1956
年创建的中国科学院湖南历史考古研究所，后
改称湖南省历史考古研究所。1969年，湖南历
史考古研究所同湖南省哲学研究所合并。1974
年恢复时更名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下设古
代近代史和现代史两个研究室。1980年在原哲
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基础上扩建成立湖南省社
会科学院，仍设古代近代史和现代史两个研究
室（均为处级单位）。1983年两个研究室合并成
立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几经分合，人员流
动较大，其中规模最大时近30人。

2017年8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更名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
与湖南省湘学研究院合署办公。设有湖南历史
文化研究团队和湖湘文化研究团队。现有科研
人员10人，其中研究员3人，副研究员4人，助
理研究员3人。

湖南省湘学研究院现任院长刘建武，常务
副院长贺培育，副院长李斌，办公室主任王安
中；历史文化研究所现任所长李斌，副所长郭
钦、王安中。

60多年来，在中共湖南省委及省社科院党
组的领导下，历史研究所以湖南地方史为主攻
方向，同时兼及全国共同性历史问题的研究。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6年～2006年间，历史所
科研人员撰写的著作（包括工具书、普及读物、
企业和社会调查）、译著和编辑的论文集、资料
集以及整理的古籍等，已出版发行达1000余部
（种）。在《求是》《红旗文稿》《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历史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1000余篇。

一、历史考古研究所至历史研究所时
期的丰硕成果

历史研究所在中共湖南省委及省社科院党
组的领导下，以湖南地方史为主攻方向，同时兼
及全国共同性历史问题的研究。

（一）湖南历史文化著作
历史所独立完成和以历史所为主与其他单

位合作完成的专著约50余部，主要有《湖南省
志·湖南近百年大事记述》《湖南通史》（三卷
本）、《湖南经济通史》（三卷本）、《湖南省社科
志·社会科学志（1978-2002）》《湖南人要充满经
济自信》《当代湖湘文化应该实现十大转换》《湖
南在当代中国的战略地位》《湖南省志·人物志》
（上下卷）、《中国苗族通史》《苗族文化史》《湖南
民族关系史》（上卷）、《中国历代反贪全书》《辛
亥革命前后湖南史事》《辛亥风云人物钩考》《左
宗棠传论》（合作）、《近代湖南社会变迁》《湖南
抗日战争史》《湖南自然灾害年表》《当代湖南简
史》《当代中国的湖南》《湖南历代人名词典》《湘
西土司辑略》《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合
作）、《新民学会》《马日事变》《秋收起义和向井
冈山进军》《长征前的贺龙同志》《湘鄂赣苏区史
稿》（合作）、《林伯渠传》（合作）、《夏明翰》（合
作）、《陈为人传》《北伐战争在湖南》《尚书今译》
《楚灭国考》《楚源流史》《百越源流史》《南蛮源
流史》《炎黄源流史》《楚国经济史新论》《为官之
道》（合作）、《民国军阀史记》（７卷本）、《和谐中
国》（合作）、《湖南通鉴》（合作）、《历代寓湘人物
传略》《长沙县通史》（三卷本）等。翻译出版的
有：《黄兴与中国革命》《革命与改良》《孙中山
——壮志未酬的爱国者》等。

（二）文集（包括古籍整理文集、史料集、论
文集）

收集、整理、汇编有关史料并及时将其结集
出版，是历史研究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
作。这项工作不仅需要广博的知识，而且需要
持久的毅力和细致入微的钻研精神。

在历史研究所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到省
内外收集有关湖南的历史资料，一直是历史所
的一项重要工作。第一代历史所人员收集的上
千万字的历史资料，其中有手抄的数百万字资
料，成为历史所弥足珍贵的传家宝。在收集、汇
编的同时，由历史研究所主持或编辑出版的资
料、论文集约有20余种。主要有《湖南历史资
料》（1—14集）、《中国近代史百题》（上、下册，
合作）、《五四运动时期湖南人民革命斗争史料
选编》《五四运动在湖南》《湖南革命史资料集》
《湖南工运史资料选编》（1—4册，合作）、《湖南
青运史资料选编》（1—5册，合作）、《楚史与楚
文化研究》（合作）、《苗族史文集》《苗族文化论
丛》《左宗棠全集》《黄兴集》《黄兴集外集》《陈天
华集》《宋教仁日记》《唐才常集》《自立会史料
集》《杨度集》《秦力山集》《陶成章信札》《魏源诗
文选注》等等。

二、湖南省湘学研究院、历史文化研
究所新时期的新局面

自2012年6月成立以来，湘学研究院认真

贯彻省委宣传部“打造‘湘’字号学术品牌”的指
示精神，围绕“研究、宣传、普及三位一体”的任
务职责，高扬“经世致用、服务现实”的湘学传统
旗帜，紧扣“湘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
题，强化内部管理，整合外部资源，开展了系列
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

（一）夯实根基，深化湘学研究
自湖南省湘学研究院成立以来，一直将深

化湘学学术研究作为重要使命，通过发布课题、
策划丛书、出版集刊、推出年鉴、成果收购等方
式将湘学研究推向深入。

1.策划重量级研究丛书，推出高质量精品
力作。2014年，出版了五卷本的《推进中国现
代化进程的湘学名人》丛书，该丛书从政治、思
想、经济、军事、科技五个方面，各选取了十位对
中国现代化有突出贡献的湘籍人士，研究他们
对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贡献。2018年，出版了由
刘建武院长亲自策划和统稿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与当代共产党人修养》丛书，该丛书包括
《中华传统修身文化与当代共产党人的品德修
养》《中华传统廉政文化与当代共产党人的廉洁
操守》《中华传统家教文化与当代共产党人的家
风建设》。2018年2月，贺培育策划了共15册
的《湖湘区域文化精粹——湖南现代化之路的
历史底蕴》丛书，省委宣传部理论宣传工作会议
向全省14个市州宣传部部署该丛书编写任务，
目前，经院领导刘建武、贺培育全力协调，已完
成丛书撰稿，即将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围绕湘学主题发布研究课题，拓展湘学
研究领域。2012年，湘学研究院发布省情与决
策咨询课题湘学研究专项课题60多项。此后，
围绕“湘学优良传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湘学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湘学
传统与湖湘英杰”等主题，每年向院内外相关专
家发布和委托20～40项课题。在省委宣传部
的大力支持下，自2014年开始，湘学研究课题
中每年有10项被列为省社科规划单列课题，进
一步扩大了湘学院的影响。课题发布后，取得
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成果。在湘学课题的支撑
下，有些课题主持人进一步深化研究，获得了国
家社科基金项目，有些课题成果刊发在重要刊
物，有些成果结集出版，《湘学新论》《湘学八论》
《湘学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著作就是这些
优秀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

3.编辑出版《湘学研究》集刊，打造湘学研
究品牌。《湘学研究》作为推介湘学研究成果的
重要平台，从2013年开始，每年出版两辑。现
已出版至第十辑，每辑都精心组织相关专题，邀
请著名专家撰写稿件，其中，有王伟光、张岂之、
张海鹏、陈来等作者。现《湘学研究》已成为湘
学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力的集刊。

4.推出《湘学年鉴》《湘学研究报告》，总结
梳理湘学发展脉络及湘学研究成果。从2013
年开始编辑《湘学年鉴》，旨在评介年度湘学研
究的重要成果，整理以湘学为主题的重要会议
和活动，以期为学界提供详细的湘学研究成果
及资讯，介绍湖南省湘学研究院及湘学研究基
地的机构设置、重要活动、科研成果等。2016
年，《湘学年鉴》调整编纂体例，2017年更名为
《湘学研究报告》，进一步提升了编纂质量。

5.开展湘学成果收购，支持高水平湘学成
果出版。为支持全省湘学研究的推进，面向全
社会公开征集湘学研究成果，资助出版。已经
对何小平的《沈从文文学人类学思想研究》、王
兴国的《近现代湖南佛教著名居士传》、戴兴武
的《黄盖湖缺少发现》、万里的《湘赣禅宗网络研
究》等成果进行收购。其中，《沈从文文学人类
学思想研究》获2017年度中国艺术评论最高奖

“啄木鸟杯”奖。
（二）服务现实，宣传湘学与湘学精神

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湘学研究院同时
将湘学的普及宣传作为重要任务，争取让湘学
进入千家万户，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概念和品
牌。

1.进行理论宣传与新闻媒体融合的探索，
宣传普及湘学。2014年，开展了“湘学溯源媒
体行”活动。湘学院牵头组织湖南日报、湖南卫
视、湖南经视、红网等六大主流媒体记者以及专
家学者组成近20人的采访团，奔赴6市8地，探
寻炎帝、屈原、贾谊、周敦颐、张栻、王夫之、魏
源、谭嗣同与湘学的关系。各大媒体以专题、专
栏、专版、专页等形式连续开展宣传报道近半个
多月，梳理湘学发展脉络，弘扬湘学优良传统，
挖掘湘学时代价值，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省委宣传部《新闻阅评简报》赞誉该活动“堪称
核心价值观宣传的又一力作”。

2.持续在重点报刊推出湘学专版，弘扬湘
学传统。为扩大湘学影响，传播湖南声音，连续
几年在重点报刊推出湘学专版。一是在《光明
日报》推出三个湘学研究专版。2013年5月30
日、10月8日和12月17日，分别以“湘学及其当
代价值”“弘扬湘学优良传统，服务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建设”“湘学传统法治思想与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为主题，推出系列专版文章。二是在
《湖南日报》多次推出湘学专版。2013年12月
25日，推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专版；2014
年11月28日，推出以“弘扬湘学优良传统，服务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为主题的湘学专版；
2015年8月15日，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推
出以“湖湘文化：抗战精神的重要源泉”为主题
的湘学专版；2016年8月18日，为纪念建党75
周年，推出以“湘学优良传统：我党建党思想的
重要源泉和文化基因”为主题的湘学专版；2018
年，在《湖南日报》推出“湖湘文化的创新与传
承”专栏。上述专版专栏，以集中推出大家、名
家文章的方式，扩大了湘学的影响。

3.打造优秀湘学普及读物，扩大湘学影响
力。一是组织编纂了《湘学普及读本》（湖南人
民出版社2015年版），获得全省优秀普及读物
奖。二是将湘学媒体溯源行活动的相关报导成
果结集出版为《湘学传统与求是担当》（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2015 年版），获得了较好的口
碑。三是与杨开慧纪念馆合作，推出了包括《杨
昌济》与《杨开慧》普及丛书，成为杨开慧纪念馆
展出的重点读物。

4.积极参与“为改革攻坚献策”活动，服务
湖南经济社会。2014年，湖南湘学院提交的政
策建议《让“湘学”成为经世致用的“香学”——
以“三个三”思路发展湘学服务湖南的建议》获
得省领导的肯定性批示。2017年11月，赴永州
进行实地调研，撰写《将“永州八景”打造为新的
湖湘文化旅游目的地》
的决策咨询报告。2017
年，在湖南省“贯彻发展
新理念 转型升级补短
板”活动中，湘学研究院
有三篇文章被“金点子”
采用。

（三）提升品质，扩
容提质载体平台

湘学研究成果的推
广和湘学的普及，需要
好的平台和载体。在打
造湘学研究和宣传平台
方面，通过召开和参与
重要会议、优化中国湘
学网和“中国湘学”微信
公众号、建设和培育湘
学研究与调研基地等方
式对相关载体和平台进

行优化升级。
1.召开和参加重要会议，深入“湘学”概念

及内涵研究。2012年10月20日，湖南省湘学
研究院召开首次专家座谈会，来自省内的领导
和知名专家学者肖君华、唐浩明、王继平、刘泱
泱、刘云波、李育民、彭平一等人，就湘学的概
念、湘学研究基地工作、湘学研究课题范围等问
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2013年1月16日，“弘
扬湘学传统，促进当代发展”湘学研究院专家顾
问座谈会在北京举行，特邀王伟光、杨胜群、李
捷、路建平、张岂之、方克立、张海鹏、罗斯·特里
尔等人，就“湘学研究院研究什么、湘学研究院
如何推进湘学研究、湘学研究如何促进当代发
展以及传统湘学如何焕发青春”等问题展开探
讨。2017年11月，与《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在衡
阳共同举办“第一届抗日战争军事史暨湖南抗
战学术讨论会”。2018年，在院领导刘建武、贺
培育的指导和统筹下，共承办、合办6次大型学
术研讨会以及1次座谈会。3月26日，召开湘
学院全省工作座谈会；6月30日，与《湖湘论坛》
杂志社、江永县人民政府合办以“湖湘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为主题的湘学论坛；11月 3日至4
日，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
研究》杂志、湖南省文理学院联合举办“第二届
抗战区域研究暨湖南抗战研究学术讨论会”；11
月16日，召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共产
党人修养”座谈会，与会领导、专家学者高度评
价和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共产党
人修养》丛书；11月16至18日，与中国社科院
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举
办“李续宾与晚清湘军”全国学术研讨会；12月
16日，与中国人文外交促进会、湖南省文史馆、
湘阴县委、县政府共同举办了“郭嵩焘诞辰200
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12月29日，与省社科
联、湖湘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举办“湖湘文化与新
时代历史使命”大型学术论坛。此外，湘学院研
究人员还积极参加各种与湘学主题相关学术研
讨会，如，“湘学与当代区域学术史”研讨会、“纪
念刘蓉诞辰200周年暨晚清湘淮人物”全国学
术研讨会、“第二届全国曾国藩家教论坛”等重
要学术会议，在会上积极发声，扩大了湘学研究
院的影响。通过承办合办重要会议宣传和推介
了湖南省社科院和湖南省湘学院，扩大了湖南
省湘学研究院的影响。研究人员通过一系列会
议，拓宽了视野，增强了科研动力。

2.建立、优化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推介湘学
研究成果和资讯。“中国湘学网”自建立以来，先
后进行了两次优化升级，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
网站内容。开通“中国湘学”微信公众号，每周
至少推出一期三个栏目宣传湘学研究成果和相
关资讯，打造湘学研究和普及的又一平台。

3.建设一批研究基地和调研基地，加强湘
学研究队伍建设。2012年12月26日，湖南省
湘学研究院湘学研究基地挂牌仪式分别在中南
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举
行。其后，又成立了多个湘学研究基地与调研
基地。各研究基地、调研基地卓有成效地展开
工作。

目前，根据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智库工作的
定位和要求，湖南省湘学研究院、湖南社科院历
史文化研究所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
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省部级课题。同时，以组织
编撰湖湘区域文化丛书、开展学术会议和调查
研究为契机，以扎实的专业修养、良好的研究环
境、平和的学人心态，致力于湖湘文化和湖南历
史文化研究，为实现推动湘学研究、宣传、普及
的目标，不断努力。

（作者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
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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