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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的负面性及对毛泽东的影响

郭凤莲①

(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 要 :同任何其它文化一样 ,湖湘文化也有负面性 ,这种负面性根源于其历史、自然的环境和自身的特质。

湖湘文化对毛泽东有着深刻的影响 ,积极正面的影响是主要的 ,但负面影响也同样存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

在晚年 ,毛泽东出现的失误都可以从文化因子上找到原因。分析这些并非否定湖湘文化或毛泽东的功绩 ,而

是坚持一种辩证的、客观科学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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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地域和历史时期

形成的 ,往往伴随着一定的民族传统、民族习性和

审美观念而显现出独特性 ,没有独特性的文化不

成其为文化。而同时任何一种文化由于受环境诸

因素的影响 ,都不可能完美无缺 ,因而呈现出多元

状态 :既有优秀的一面 ,也有缺陷的一面 ,只是优

秀的一面占据主导地位 ,缺陷的一面处于从属地

位 ,否则这种文化就不能安生立命 ,终被历史淘汰

出局。而且文化的缺陷是种相对的存在 ,在不断

改变的社会历史环境或在异质的文化视野与评判

中 ,一些文化特性的东西才成其为缺陷 ,唯其如

此 ,文化的交流、互补和融合才成为可能和必要。

一

作为在湖湘大地上产生的湖湘文化 ,是华夏

文化的重要支流之一 ,它在近现代以来得到了人

们的关注和重视。对这种文化特质的归纳总结不

乏篇章 ,最有代表性的是彭大成先生在其著作《湖

湘文化与毛泽东 》中所作的高度归结 :一是哲理思

维与诗人才情的有机统一 ;二是经世致用的实学

思想与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 ;三是“气化日新 ”、

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四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

群体参政意识 ;五是运筹决胜、平治天下的军政谋

略。[ 1 ]209 - 221以往研究者较关注的是湖湘文化的正

面效应 ,这也是基于湖湘文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

积极的效果和良好的影响。在湖湘文化的熏陶

下 ,诸如曾国藩、毛泽东等一代又一代文化名人应

运而生 ,湖湘文化通过这些历史文化名人而对中

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在积极

效应的掩映下 ,人们对湖湘文化的负面性则较少

提及。应当看到 ,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履地

的变化 ,积贫积弱、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为日趋富

强、安定团结的时局代替 ,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为

经济建设的和谐社会所取代 ,在这种新的社会历

史境遇下 ,人们对湖湘文化的一些负面因子的研

究日渐增多 ,在肯定湖湘文化优秀面的同时 ,又对

湖湘文化的负面性予以认识和思考。首先让我们

来分析湖湘文化的负面性及其产生的根源。

从湖湘文化产生的源流看 ,湖湘学派的形成

起源于北宋末年 ,形成于南宋。主要创始人是胡

安国、胡宏和张栻。“北宋末年 ,由于金兵入侵 ,大

批学者文人南渡避乱 ,造成中国文化重心南移。

特别是胡安国父子‘避乱荆门 ’,后又讲学南岳 ,

因而有‘湖湘学派之盛 ’,奠定了湖湘文化的基

础 ”。[ 1 ]4他们虽不是湖南人 ,但在湖南创办书院传

播学术 ,著书立说 ,从而形成了以“湖湘 ”称名的

地域学派。朱熹最早称胡、张一派为“湖湘学

者 ”,黄宗羲在《宋元学案 ·武夷学案 》中提及“建

炎之乱 ,安国避地荆门 ”,遂有“湖湘学派之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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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将胡、张定为“湖湘学派 ”,以后诸多学者名

流都接受和采用了这一称谓。

湖湘文化产生之后 ,经历南宋动乱 ,湖湘精英

在乱世中大多牺牲 ,文化遭受摧残 ,此间出现了长

达数百年的沉寂局面 ,直至王船山 ,局面为之一

变。王船山出现于明末清初之际 ,也正当中华民

族又一次面临新的民族大灾难之时。“湖湘学派

的重要人物往往都处于民族矛盾尖锐突出 ,民族

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因而他们都表现出强烈的

忧患意识、民族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2 ]从

湖湘派的创始人胡安国、胡宏、张栻等 ,到王夫之、

曾国藩、左宗棠 ,直到毛泽东 ,湖湘文化的热血男

儿们 ,无不在为改革旧的政治弊端 ,拯救民族危难

而殚精竭虑 ,他们的用心都倾注到民族存亡的政

治问题上。在动荡不安、民族存亡的时刻 ,需要也

只有先解决这些生存的政治大问题 ,才有可能再

去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 ,所以这些湖湘文化的杰

出代表人物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 ,没有机会将心

思用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事业上 ,因而缺乏经

济建设的思考和锻炼机会 ,长期的惯性作用 ,湖湘

文化的“政治思维 ”模式压抑或取代了“经济思

维 ”模式。到了和平建设年代 ,热衷政治 ,不重经

济 ,就成为湖湘文化不能与时代合拍的缺陷之一。

同时 ,“由于湖湘学产生于国家民族危亡之秋

的南宋 ,一开始就具有浓烈的御外民族情结。加

上内陆省份的位置 ,闭塞的交通障碍 ,从维护民族

传统出发 ,人们往往易于产生强烈的排外心理 ,拒

斥外来新兴事物 ,缺乏开放精神 ”。[ 3 ]湖湘文化对

外来文化的拒斥不乏例证 ,特别是近代 ,面对帝国

主义列强的步步进逼 ,蕴含于湖湘文化传统中的

浓郁的民族情结往往易于产生强烈的排外心理。

一位外国传教士曾惊呼湖南“多年以来 ,它是大陆

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 ⋯⋯出现了对基督教的最

激烈的攻击。不管别的省份采取什么态度 ,湖南

仍然毫不容情。所以 ,在中国其他省份向传教士

和商人开放很久以后 ,湖南人继续吹嘘没有一个

外国人胆敢进入他们的省境。”[ 4 ]事实上 ,至 1886

年仍未有一个传教士进入长沙。湖湘文化这种爱

国爱家的“民族情结 ”有其可取之处 ,在抗金、抗

元、抗清和近代以来的反帝斗争中 ,都曾经发挥过

积极的作用。但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到来 ,这

种缺乏开放性的封闭保守成了湖湘文化的又一缺

陷 ,不能从国家和民族最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 ,学

习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 ,从而影响国

家走上富强之路 ,难以迎接世界现代文明的挑战。

从湖湘文化精神特质来看 ,其中蕴含着一种

敢于拼搏 ,悍勇顽强 ,敢打硬拼的“霸蛮 ”精神。

湖南曾经是“四塞之地 ”,民性多流于倔犟。粟戡

时评说道“湘人性素好动 ,尤饶侠气 ,平时毫无异

人之处 , 一遇压抑 , 则图抵抗 , 每以生命为孤

注。”[ 5 ]你看 ,王船山 ,隐居山洞 ,含辛茹苦 40年 ,

写成大量著述 ,是霸蛮 ! 曾国藩 ,一生坚守“硬字

诀 ”,率领湘军“扎硬寨 ,打死仗 ”,屡败屡战 ,最后

打出无湘不成军 ,是霸蛮 ! 左宗棠抬着棺材进新

疆 ,与沙俄侵略者血战到底 ,是霸蛮 ! 蔡松坡以弱

抗强 ,领二千子弟与袁军死战 ,是霸蛮 ! 他们不怕

鬼 ,不信邪 ,“打脱牙齿和血吞 ”,“不到长城非好

汉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曾热烈提倡“与天奋斗 ,

其乐无穷 ;与地奋斗 ,其乐无穷 ;与人奋斗 ,其乐无

穷”。湖湘历代知识分子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

神 ,再结合湖南刚健质朴、吃苦耐劳的民风 ,使湖

南在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历史上 ,发挥了特别重

要的作用。在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 ,

湖南一大批革命家和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所表现

出的伟大气概和英勇献身的精神 ,更是感天动地

泣鬼神 ,光耀日月 !

湖湘文化的这种精神特质有利于爱国主义精

神的弘扬 ,在民族危难的时刻大有用武之地 ,但是

到了和平建设的环境 ,这种独尊独断、固执己见的

霸蛮精神 ,也往往使人容易脱离实际 ,滋生保守与

虚骄之气。片面夸大人的精神意志的力量 ,发展

到脱离实际 ,违背客观规律 ,忽视制度及法规建

设 ,从而造成工作中的巨大失误。有人说湖湘文

化是一种逆境文化 ,的确不无道理。在打天下的

时期 ,湖湘子弟敢打敢拼 ,显示了湖湘文化的风

采。而在守天下的时代 ,在商场这个另类的战场 ,

需要的是商业经济的思维和智慧 ,霸蛮精神时常

彰显出缺陷而需要调节和补课。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 :“人创造环境 ,同样环境

也创造人。”[ 6 ]地域环境对湖南人的精神性格以及

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湖南的东南西三面山

岭盘绕 ,只有湘北为洞庭平原和湖泊 ,地势平坦 ,

交通便利 ,形如向北张开的马蹄形 ,完全成为典型

的内陆省份。在交通与通讯极不便利的时代 ,湖

湘文化不象我国沿海地区的岭南文化、江浙文化

那样便于海外贸易和吸纳外来的海洋文明 ,相反

它对沿海的经济与文化形成了阻隔作用。“西方

文明在湖南的传播也不如东南沿海。地理环境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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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与欧美文化交流的阻扼机制 ,造成了一

种不如沿海文化那样富有开拓扩张精神 ,而较为

稳固的保守型文化。”[ 7 ]这种评说是较为中肯的。

加上环境气候极适宜于粮食作物的种植 ,自古就

有“湖广熟 ,天下足 ”之说。但棉麻丝茶等经济作

物不甚发达 ,工商经济相对落后 ,商业文化氛围相

当薄弱。地域的闭塞 ,带来了思想的闭塞 ,人们的

性格特点不是外向热烈 ,敢于冒险 ,而是稳重保

守 ,安于现状 ,难以冲破传统和习惯的桎梏 ,创新

意识相对缺乏。他们视农业为根本 ,看不起商业 ,

象王船山就曾呵斥“农人力而耕之 ,贾人诡而夺

之”,严厉批评经商活动。湖南人的关注点在农业

不在商业 ,在政治不在经济 ,还与不东不西 ,不南

不北的中部地理位置相关 ,它是跨越东西、贯通南

北的枢纽 ,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政治军事斗争异

常激烈 ,对湖南人的影响十分深远。洋务运动的

迟迟推进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步履蹒跚 ,市场经济

的缓慢行程 ,无不证明了这种情状。所以 ,湖南的

环境与区位特点 ,是产生湖湘文化闭塞、保守与重

农轻商这一负面性的又一重要原因。

浓厚的传统儒家思想和封建理学、宗法制观

念 ,也是产生湖湘文化负面性的原因之一。湖南

向北敞开的地形特点 ,便于中原传统文化的长驱

直入。又由于湖南的相对闭塞和保守 ,让中国传

统文化深深地扎根、繁殖下来 ,而这种传统文化的

主要内涵便是儒家正统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农

耕文明与宗法伦理的结合体 ,它们重义轻利 ,重农

轻商。不少湖湘精英把经天纬国的民族大业当作

少数宗族、乡梓、亲信、心腹之事 ,缺乏海纳百川的

包容性 ,表现出强烈的排他心理 ,过份注重亲情友

情而忽视纪律和制度建设。事实上 ,从胡安国、胡

宏、张拭到王船山 ,湖湘文化就一直尊崇程、朱理

学 ,强调三纲五常的道德伦理观 ,注重经世致用的

实学思想和力行践履的道德修养。曾国藩对封建

道统在湖南的稳固深入更是功不可没 ,有论者分

析说“曾国藩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成功 ,一方面使

一部分湖南人得以走出湖南 ,走向世界 ,成为倡风

气之先的杰出人物 ;另一方面 ,又使曾国藩更加坚

信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是理学对西教的胜

利 ,因而曾氏兄弟在攻下天京后 ,大肆刊刻《船山

遗书 》,利用他的重‘礼 ’尊道思想来强化保守的

传统观念 ,湘军将领还通过大修地方志和为湘军

阵亡将领建立专祠等多种形式 ,来宣扬湘军的‘忠

义 ’思想。经过这样大肆渲染 ,恪守封建忠义 ,护

卫传统圣道的湘军就成了湖南士人心目中的道德

典范 ,争先效法的众趋人格 ,‘卫道 ’也成了湖湘

人士自觉的责任感。”[ 8 ]儒家正统思想在湖湘文化

中处处可见其突出的印痕 ,所以有人说“近世以

来 ,湖南还是儒家文化在南方的大本营 ”; [ 9 ]或说

“湖南成为了一个维护纲常名教的顽固堡垒 ”[ 8 ]

二

湖湘文化同其它文化一样有其负面性 ,在湖

湘文化浸润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 ,湖湘文化对其

积极的正面的影响不言而喻 ,但负面影响也在所

难免 ,忽视或淡化这种影响都是偏颇的非客观公

正的历史态度。从毛泽东一生经历来看 ,尽管后

来他南征北战 ,革命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但其青少

年时期完全是在湖南度过的 ,富有特色的湖湘文

化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由于的个

性特点和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毛

泽东成了湖湘文化的骄傲和杰出代表。可以说 ,

湖湘文化和毛泽东的成就相得益彰 ,湖湘文化使

毛泽东更光彩夺目 ,毛泽东则使湖湘文化更辉煌

灿烂。当然 ,分析湖湘文化的负面性 ,我们同样也

可以在毛泽东身上找到明显的印痕。

当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艰难曲折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 ,正值他的青壮年时期 ,也是他一生

革命事业最光辉灿烂的鼎盛时期 ,此时他完全能

够十分理智和清醒地面对复杂的局势 ,充分施展

他的才华 ,让深根其骨髓中的湖湘文化中的正面

因子充分发挥作用。同时 ,当时的中国正是国难

当头、民族危亡、社会政治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时

期 ,政治和军事斗争压倒一切 ,这种状况与湖湘文

化形成和发展时的情形有明显的相似性 ,湖湘文

化精神在较为适宜的境遇中能充分发挥其积极正

面的作用 ,毛泽东身上那些湖湘文化的负面因子

得以克制和压抑 ,所以我们在毛泽东身上看到的

是湖湘文化光彩夺目的一面。但随着新中国的建

立 ,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的到来 ,毛泽东也一步

步走向其晚年 ,在青壮年时期形成的思想性格特

征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相反因为过去的成功和现

时的地位得到了强化和突出。过去十分适合于政

治动荡和军事斗争的湖湘文化精神 ,在和平建设

时期开始显露其不足 ,或者说至少还有一个调节

适应的过程。湖湘文化的负面性在毛泽东这位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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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文化杰出代表的身上得到了较充分的映现。归

结起来 ,湖湘文化对毛泽东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

(一 )注重政治斗争而忽略经济建设。毛泽

东的政治策略和军事能力 ,得到了全世界的普遍

公认 ,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历史关键时刻 ,是毛泽东

力挽狂澜 ,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在他的英明决

策和指挥下 ,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同样

又在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和对付外来压力如

抗美援朝等多方面都得到了卓越的表现 ,此类事

例不胜枚举。但遗憾的是 ,在社会主义政权已基

本巩固后 ,应该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经济建设 ,

从而改善人民生活 ,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 ,让中国

从动荡落后和战争的阴霾中走出来 ,这样更有利

于巩固和发展新生的政权。但毛泽东没有及时地

从政治斗争的思维模式中走出来 ,有时虽也有这

类的想法 ,但政治思维还是压倒了经济思维 ,这是

一种多年形成的思维定势的惯性作用 ,也是骨子

里湖湘文化重政治轻经济的潜在因子的作用。有

论者说 :“毛泽东晚年设计了社会主义目标模式 ,

同时也提出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基本途径 ,一言

以蔽之 ,这就是‘阶级斗争 ’。可以说 ,毛泽东不

仅一直把阶级斗争作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武

器 ,也一直把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动力 ,最后形

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的理论。”[ 10 ]于

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连接不断的政治运

动 ,最后是声势浩大持续长达 10年的文化大革

命。虽然也开展过一些经济工作但还是过多的染

上了政治色彩 ,或者干脆让位于政治斗争 ,他提出

“阶级斗争 ,一抓就灵 ”,对于阶级斗争问题要“年

年讲 ,月月讲 ,天天讲 ”。除了缺乏经济意识之外 ,

毛泽东戎马倥偬的革命生涯 ,也让他缺乏经济工

作的实际经验 ,也就是说即使他想做也不一定能

够完全做好 ,至少需要一段时日的探讨和摸索。

当然主要的还是他头脑中缺少经济工作这根弦 ,

因为即使自己不太懂经济工作 ,他还是可以启用

经济工作方面的人才来做 ,可事实上没有。当时

在毛泽东身边就不乏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一些

有经济头脑的精兵强将 ,毛泽东不但没有重用他

们 ,反而还将他们以政治斗争的方式一个个打倒 ,

从而造成中国经济建设的迟缓落后。也象湖湘文

化中重视农业而忽略商业经济一样 ,毛泽东的政

策不但不重视商业经济的发展 ,反而常常扼制商

业经济的活跃 ,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的毒草 ,要将其

割舍掉 ,物质的匮乏和流通的不畅已成了当时不

争的历史事实。

(二 )较为闭关自守而缺乏开放意识。前面

已分析说明了 ,由于产生和发展于民族危难的历

史时期 ,加上内陆封闭地位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

响 ,湖湘文化对外来文化采取排挤和拒斥的态度 ,

这在毛泽东身上也明显地表现出来。毛泽东所处

的时代和性格形成的关键时期都属中华民族危难

之时 ,新中国成立前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

本强盗的入侵 ;新中国成立后 ,是世界冷战的格

局、西方阵营的强大压力。这些因素使毛泽东这

位在湖湘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湖南伟人 ,激发

出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和自强精神。他一生除短暂

地访问过莫斯科外 ,再无其它国外留学或访问的

经历。对这种情况 ,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析 ,但最重

要的还是这位铮铮硬骨的湖南汉子的民族情结。

不管怎样 ,他都有条件、机会和必要去国外考察访

问 ,但他没有。现实的状况 ,尤其是湖湘文化中的

民族气节 ,使他的骨子里有一种天然的民族傲气

和抗拒外族的情结。他曾倡导“古为今用 ,洋为中

用 ”,在他身上 ,融汇传统 ,博通古今 ,是相当出色

的。但“洋为中用 ”方面似乎除对马恩列斯的无

产阶级思想有较多的接受外 ,其它的融通事实上

并不多。在毛泽东的对外政策中 ,倡导的是不依

靠外援。这与湖湘文化中不忘“夷夏之辨 ”的传

统观念具有一定的契合性 ,当年外国传教士在湖

南难以立足 ,洋货受到强烈抵制 ,至民国时 ,外国

人没能在湘设立一家近代企业 ,湘人也没聘一名

外国技术人员。在毛泽东领导的时代 ,受到冷战

的国际环境影响 ,最后形成了与美苏对立、闭国自

守的局面 ,不单在政治上对立 ,在科学文化、经济

技术的交流与合作等方面 ,都是水火不容。这种

强调自力更生 ,坚持民族精神有其可敬之处 ,但缺

乏相应的灵活度 ,忽略了国际合作中互惠互利、共

生互补的一面 ,从而失去了融入世界、学习国外先

进科学技术和优秀管理经验的机会 ,这实际上就

是一种封闭保守思想。当中国醒悟而打开国门

时 ,才惊异地发现已远远地落人之后了。在全球

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 ,封闭意味着孤独 ,封闭意味

着落后。

(三 )强调主观能动性而忽略客观规律。湖

湘文化中的霸蛮精神在毛泽东身上也有较充分的

体现 ,这种精神为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攻克一个

又一个难关 ,夺取一个又一个胜利并最终建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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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新中国具有相当积极的作用。为革命 ,一

个又一个亲人壮烈牺牲 ,他没有动摇 ,一次又一次

面临死亡危险 ,他没有气馁。毛泽东不愧是一个

坚定的革命者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新中

国成立后 ,在经济建设尚缺乏经验的情况下 ,毛泽

东革命事业的冲劲蛮劲并没有减弱。或许是中国

革命事业的巨大胜利使他失去了应有的冷静 ,或

许是他身上浪漫的诗人气质在发挥着作用 ;或许

是年岁的流逝使他充满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

总之毛泽东身上蕴含的湖湘汉子的霸蛮劲得到了

激发。“他不太看重物质或组织的作用 ,独视人为

生产力诸要素中最宝贵的因素 ,而人之所以宝贵 ,

不在于其体能或理性 ,而是其意志和精神 ”。[ 11 ]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他强调的是意识的决定作用 ,

试图重建个人魅力型的组织系统 ,凭借人的意志

力量、群众的首创精神 ,激发全国人民的热情 ,以

期实现他理想中的新秩序。在条件根本不具备的

情况下 ,毛泽东“快马加鞭 ”地搞起了大跃进、人

民公社 ,让全国人民热热闹闹地吃起了大锅饭 ,还

轰轰烈烈的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 ,并希望在较短

时间内赶上英美 ,尽早实现共产主义 ,从而做出了

一些有违社会和自然发展规律的可笑之事。在霸

蛮精神的作用下 ,他忽视了制度和法规建设 ,使民

主和法制受到践踏。他意气用事 ,急于求成 ,甚至

还听不进他人的意见 ,蛮劲十足 ,一些持不同意见

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被他赶下台去 ,政治运动

更为复杂化。

本文对湖湘文化的负面性及其对毛泽东的消

极影响进行了一定的分析论述 ,但这并不意味着

否定湖湘文化或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而是用一种

辩证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任何文化都不

可能完美无缺 ,而要与时俱进 ,进行一定的调节和

完善 ,湖湘文化也不例外。深受湖湘文化影响的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 ,尤其在其晚年出现的一

些问题 ,并非出于恶意或人格方面的问题 ,而是可

以在有关文化因子方面找到原因。或者说 ,有其

潜在文化负面因素诱导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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