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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湖南东大门”发展战略中的软实力 

———以湘东书院文化为例

高　文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０）

［摘　要］株洲作为“湖南东大门”，如果要着力发挥其承东启西、对接长三角的重要枢纽作用，就不能只是一味地偏重于发
展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硬实力经济，而忽略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只有软硬并举两者兼顾，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真正建

设好人文株洲。湘东书院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当下着力发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要内涵的高附加值服务型经济浪

潮中，理应受到重视、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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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地处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过渡带、
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一带

一部”是中央对湖南的新定位。纵览湖南的版图，

广义的

湘东，包扩长沙、株洲、湘潭三个地区以及岳阳

东部、郴州东部的区域；而狭义的湘东，即主要是指

株洲地区，包括株洲市及其下辖的株洲县、醴陵、攸

县、茶陵和炎陵。株洲作为“湖南东大门”，必须积

极推进城镇的扩容提质，构建出一个新格局，以充

分发挥其横贯东西、对接长三角的交通枢纽作用。

在举全市之力打造“湖南东大门”的发展战略中，首

先就要真正地全面做好高起点的顶层设计，坚持

扩容与提质并重，坚持二、三产业并重，以人为本，

积极而稳健地推进株洲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局。

但又不能只是一味地偏重于发展城镇基础设施建

设的硬实力经济，而忽略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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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软硬并举两者兼顾，才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

能真正建设好“人文株洲”。湘东书院有着极其深

厚的文化底蕴，在湖湘书院文化中占有一席举足轻

重的地位，在当下着力发展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内涵

的高附加值服务型经济浪潮中，理应受到重视、保

护与传承。

一

文化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还是一种历史

现象，一方山水孕育一方文化。上世纪九十年代，

美国人约瑟夫·奈首提“软实力”概念。所谓软实

力，是相较于国内生产总值、城市基础设施等硬实

力而言的，是指一个城市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

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感召力的因素。它可以

分为国家、区域和企业三个层面的软实力。在区域

层面上的软实力是指其中的区域文化，它既包括具

有区域特色的、静态的文化，也包括区域的文化生

产力。软实力是通过非强制性手段来影响他人的

能力。它在创造生产力的同时，还能增强内驱力。

当今信息化时代，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软

实力依靠一种不同寻常的手段（既非武力，也非金

钱）促成合作，它依靠的是共同价值观所产生的吸

引力，以及实现这些价值观所需要的正义感和责任

感。亚当·斯密说，人在自由市场中被一只“看不

见的手”引领着做出决策；在思想的市场上，这只无

形的手就是软实力———无须胁迫和交易，一种无形

的吸引力自会劝诱人们走到一起。”“这些与文化有

关的内容，比政治或经济更具威力，它们能驱动政

治和经济。”［１］

当下，随着人类认知水平的不断提升，文化寻

根意识的日渐增强，传统文化在文化软实力建设中

的地位也愈来愈高，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元素的高附

加值服务型经济已勃然兴起，在各种类型的经济活

动中，传统文化的作用正日益凸显。文化软实力主

要由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文化生产服务的物质化

形态三个层次构成，而文化旅游则是将民族文化资

源潜力转化为产业经济实力的一种重要方式。据

研究数据表明，只要旅游收入每增加１元，就可以
带动相关行业增加收入４．３元。因此，只有不断地
提升“湖南东大门”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力，大力提升

旅游业的发展质量和水平，才能推动株洲经济结构

的转型和优化。

株洲地处湖南东部，既是一座生态宜居的工业

新城，也是一座新兴的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它下辖

的醴陵、攸县、茶陵、炎陵处于长株潭城市群湘东板

块，物华天宝，人文璀璨、风景优美。它不仅拥有优

越的自然条件和区位优势，而且拥有成熟发达的交

通体系，目前，株洲地区全域已基本形成了“两小

时”的交通路网。随着沪昆、京广等高铁的通车，渝

长厦高铁列入国家高铁建设规划，岳汝高速公路的

建成，株洲作为“湖南东大门”的交通枢纽地位将更

加突出。

湘东书院文化就是宝贵的文化软实力资源。

依托有利的硬件设施，整合湘东书院历史文化资

源，传承和发展湘东书院文化建筑艺术形象中蕴含

的传统文化精神，文化遗产的合理保护，加快打造

湘东文化旅游新名片，对打造“湖南东大门”、开发

株洲旅游文化产品，以及推介株洲均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一方面，地方政府既可以将其作为新的经

济增长点，大力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拓宽就业渠

道，提高就业率；另一方面，又将极大地提升湘东文

化在湖湘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湘东书院文化软实力对于打造“湖南东大门”

的发展战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更应

该用历史文化的眼光，用一种重视传统文化的寻根

意识和乡土情结，充分地梳理并挖掘湘东书院文化

资源，大力促进湘东文化旅游业态的发展，把文化

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两者牢牢地结合在一起，才能

稳中求进地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格

局，才能把株洲打造成具有深厚人文底蕴、丰富文

化内涵、健康且可持续发展的＂湖南东大门”。

二

书院是我国古代士子聚集、讲学、藏书、习艺、

游息之所，纵观湖湘书院的历史发展轨迹，湘东这

片热土一直是书院建置的发达地区之一，曾经分布

着众多的书院，如：株洲县朱亭古镇的龙潭书院、醴

陵的渌江书院、茶陵的
%

江书院、炎陵的
%

泉书院

等都很有名气。而攸县的石山书院其历史最为悠

久，可谓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书院”。它起初为南齐

司空张祒的读书之地，位于攸县莲塘坳镇的阳升

观，现经复制后移建到了攸县县城的文化园内，即

如今展示于游人面前的石山书院是在原址基础上

重建的。另一所筑于清代的东山书院则一直是攸

县的“教化之所基，人才之所由”。

据《醴陵县志》中记载：“筑书院以讲学其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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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于两宋。张南轩朱晦庵讲学于城南岳麓，吾醴吴

文定公猎从二子游，史称湖湘之学。一出于正。猎

实表率之。黎贡生贵臣。尝师事朱子。吕东莱则

于醴北莱山劈讲舍而亲讲学焉。王阳明崛起明代。

倡良知之学。邹东廓罗念庵衍其绪。风气为之一

变。醴人士望风景从。先后设立书院以张之。邑

之理学名臣辈出，非偶然也。渌江书院则创自清乾

隆帝时。历诸讲习者，类皆一时名流教泽覃敷，至

今未癎。”［２］自南宋至清代，醴陵先后兴建了七所书

院，有建于宋朝的莱山书院、近思书院、昭文书院、

西山书院（现渌江书院的前身），有建于明代的江东

书院、超然书院（清代时更名为文成书院），而其中

建于清代的渌江书院则是一所存续时间最长、规模

最大以及影响最为深远的书院。众多书院的兴建，

凸显出醴陵引领学术风气之先的学术地位，成为江

南的一个学术中心。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与湘东书院文化之间有着

莫相分离的关系，从而使湘东书院文化在湖湘书院

文化中占有一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例如：朱熹

文化贯穿朱亭古镇，在南宋以前，“朱亭”被称为

“浦湾”，南宋时，朱熹协同长沙岳麓书院主讲张縂

同游南岳，途径浦湾，投宿在一家客栈。小地方来

了贵客，人们自然兴奋不已，盛情挽留二人为浦湾

弟子讲学。朱熹在此“结亭讲学”数十年之后，曾经

听课的学生钟震建造了主一书院，这是湘中地区第

一所以传承程朱理学为核心内容的书院，一直持续

到明代毁于战火。清代道光年间，在湘潭知县以及

驻朱亭县丞衙门的官员倡导办学，修建了龙潭书

院，清代名臣左宗棠亲自为龙潭书院书写门匾。

湘东书院遗留下来的优良传统和学风是优秀

中华文化的积淀，是促使湘东学子成才的无穷动

力。钱基博在《湖南近百年学风》中说道：“人杰地

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

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

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

有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

然也。”

宋代湘东书院文化之所以兴盛还与湘东山水

文化格局的地域特征有着密切关系。书院是唐宋

至明清时期出现的一种独立的教育机构，任教者往

往是一些科举之士或具有渊博学识之士。书院是

人才荟萃之地，是读书、教书、藏书、著书、讲学以及

进行文化交流的地方。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说：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

世。”有宋一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教育最繁盛

的时代，湘东书院建筑成为湘东物态文化的主要

代表。

湖南属于内陆省份，三面环山，自古舟车交通

不便，加之长期受中原各国的歧视，不被中原文化

所沾被，所以直到唐宣宗四年，长沙人刘蜕成为了

第一个考中进士的湘人，据宋人孙光宪《北梦琐言》

卷四记载：“唐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宋举人，多不

成名，号曰‘天荒解’。刘蜕舍人以荆解及第，号为

‘破天荒’。”因此，宋代以后，湖湘书院的兴建与书

院文化的发展，对理学文化思潮的传播、湖湘人才

的培养和湖湘学派的确立均产生了极为关键性的

作用。换言之，如果没有宋代湖湘书院的建立，就

不会有湖湘书院文化的产生，也就不会有影响巨大

的宋代湖湘学派的确立。［３］那么，湘东书院文化究

竟又有哪些特点？

１．分布广泛，名师云集。历史上湘东的书院大
多兴建于宋代以后直至明清时期。宋代的湘东书

院教育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清代湘东书院的地域

分布十分广泛，遍布全省各县。醴陵的渌江书院，

重建于乾隆十八年，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深厚人文底

蕴的文化宝库和教育启蒙基地。时称“东南三贤”

的朱熹、张縂 、吕东莱曾在这里传道授业解惑；左

宗棠曾在这里担任山长；李立三、程潜、陈明仁、左

权等都曾在这里求学。乾隆时期，醴陵又先后建立

了江东书院和近思书院。

据《茶陵州志》载：“宋至清代，茶陵书院之多，

在湖南名列前茅，其中宋代居第三，元代居第二，清

居首位”。［４］至晚清，茶陵境内先后有３８所书院，规
模雄居省内第一，全省绝无仅有，全国也屈指可数。

而自唐代开科取士至清末废除科举，茶陵产生进士

１２７名，堪称＂进士县”。茶陵不仅考中进士多，而
且摘桂抡元也不少，历史上湖南共有七名状元，其

中茶陵两名，即南宋状元谭用式、清代状元萧锦忠；

有两名会元，即明代的张治，清代的谭延；殿元一

名，元代的李祁；榜眼两名，即清代的曹诒孙和尹铭

绶。南宋与清代是湘东书院发展的两个高峰时期，

这两个时期也是湖南人才辈出之时。历史学家谭

其骧评价说：“自清季以降，湖南人才辈出，举世无

出其右者。”实为肯綮之语。

２．依山矗立，环境清幽。从地缘性结构上看，
湘东书院必择形胜之地，必依山傍水而建，运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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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楼、阁、桥、榭、堂、轩、塔、墙、坊等建筑，营造出

山清水秀，典雅幽静的佳境，给人宁静致远、积极向

上的感召。如：醴陵渌江书院，倚西山傍渌水，风景

秀丽，环境幽静，清爽宜人，乃读书做学问的好地

方。湘潭副贡王继之《解馆留别》其一云：“白云留

我住三年，久居深山客亦仙。百里莺啼喧昼暖，六

斋灯火破春眠。新词旧句消前债，细雨和风认俗

缘。自笑兰亭成底事，永和赢得集群贤。”一方面，

对书院浓厚的学习氛围进行白描，另一方面，又抒

发了自己解绾辞任山长之后渴望学子成才的殷殷

之情。

３．理学兴盛，人才众多。从学缘上看，宋代湖
湘书院可以说与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同步。书院以

传授理学为主，是宣传理学的讲坛，开启了学子的

智慧，培养了大批的英才。执掌书院的均为人品、

才学相当出色的大师，如渌江书院《招聘公禀》中要

求“求经师更为人师。”自重建之初至光绪三十年

（１９０４）改办高等小学堂的１５１年间，出任书院山长
者不下５０人。绝大部分为非醴陵籍人士，“类皆一
时名流”。如攸县人陈梦元，乾隆十九年进士，任翰

林院检讨，是与姚鼐、戴震、朱彝尊等人同时期的诗

人，曾两任山长历时九年。还有诗文与戴震、纪晓

岚齐名的余廷灿，长沙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翰

林院检讨，也执掌了为期四年的书院教育。

４．废除说教，重视兵农。左宗棠执掌渌江书院
时，就以朱子的“洒扫、应对、进退三节，爱亲、敬长、

隆师、亲友之道”作为院规来考察学生，并对教学内

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删削了经史子集中空

洞的说教，而增加了舆地、兵法、农经等课程，引导

门生“读书当为经世之学”。书见江山文武生。可

以说，如果没有醴陵渌江书院，就没有中国晚清时

期的左宗棠。左宗棠之所以能够成就旷世伟业，既

源于渌江书院任山长期间与两江总督陶澍快意人

生的机缘，也得益于渌江书院培养出来的人才的支

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即是

左宗棠一生的写照。

湖湘书院遗留下来的优良传统和学风是优秀

中华文化的沉积，是促使学子成才无穷的动力。

“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

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

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

囿，义有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

使之然也。”［５］

三

随着社会的日益进步，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

高，近年来，以文化为内涵的旅游已逐渐发展成为

一种趋势。但从目前株洲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

发来看，还显得非常缓慢甚至落后，其文化历史底

蕴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旅游资源开发投入严重不

足，旅游档次和品位低，这与良好集群效应、良好口

碑的旅游业相差甚远，缺乏具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

旅游产品。

株洲凭借其丰富的旅游资源和良好的区位优

势，已跻身“全国优秀旅游城市”的行列。横向比较

下，株洲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尚处于相对滞后的状

态，每年送出去的旅游者多，接进来的旅游者却少。

究其原因固然很多，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即是缺乏

文化内涵。游客来到株州，往往只能游览一些零碎

的、固态的旅游景点，他们因为找不到富有吸引力

的景点，也就无从获得富有文化内涵的体验快感。

要提升株洲文化旅游的品位，可以从发挥湘东书院

文化的软实力方面来做文章：

１．增添书院旅游吸引物的创意色彩。同质化
的旅游吸引物往往“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创造性

的旅游吸引物则可谓“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打造颇具有创意亮点的旅游吸引物，无疑是为湘东

书院文化的名片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湘东书院

文化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而这些资源正是湘

东书院文化旅游吸引物的主体性展示窗口。就现

存的书院而言，炎陵县
%

泉书院和醴陵市渌江书院

乃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茶陵县
%

江书院与攸县

石山书院已斥巨资翻修复建；还有很多散落于民间

的各类书院尚未充分发掘。书院是文化场所，而其

中珍存的书本则是文化载体，湘东书院蕴含的古籍

不胜枚举，譬如茶陵东山书院还藏有《梦溪笔谈》的

刊印孤本。不过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迄今为止，如

此丰富的书院文化资源，仍停留在低水平的开发层

面上，在旅游市场表现出竞争力的匮乏。此种现状

正反映出对书院文化旅游资源的浪费，若由其继续

搁置岂不成为一大憾事。因而需将这些宝贵的文

化资源充分发掘，加之合理地整合改善，进行创意

性的开发，注入差异化的书院内涵，使其成为株洲

文化旅游的魅力所在。比如，炎陵的
%

泉书院可依

托其现有比较完整的古书院建筑，还原古代书院教

学实景，将其打造成中国古代科举文化博物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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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醴陵渌江书院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重点展览和

介绍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山长传奇故事，以朱熹、张

縂等宋代理学为核心，建造经世济用、格物致知的

湖湘朴学或古代讲坛、论道体验馆；对于茶陵
%

江

书院则可以根据茶陵县书院在全国、全省书院文化

中的影响，充实其书院文化的内核，兴立成湘东书

院文化博物馆；攸县石山书院则宜以其现代建筑的

风格，打造成为文化论坛、文化大讲堂和国学文化

传播基地，营造良好的国学文化氛围。

２．增强书院文化旅游交互式体验。目前湘东
的书院文化旅游，主要只是以静态展示为主，未设

游客参与体验的项目，走马观花之中游客的观感自

然难以属佳，尤其是外地游客更不能留下深刻独特

的观赏印象，无形之中又加大了文化折扣。如炎陵

%

泉书院，虽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但实际主打

展示的内容却是红色文化，失去了其原始本真的面

目，与游客的预期观感形成偏差；茶陵
%

江书院，也

算得上是“细仿式造伪”的中品建筑，由于现在基本

上限于茶陵一中图书馆的使用，游客从中便难寻那

份旧时之味；攸县石山书院为粗“仿式造伪”的下品

建筑，其间展出的是科举文化；醴陵渌江书院也是

“国保”，又因缺乏整体规划而稍显空洞无奇。因

此，可根据游人对当下文化旅游的新要求，聘请专

业人士对湘东书院进行高标准的策划包装，重新布

展，完善配套设施，引进高新科技，如 ＡＲ技术、ＶＲ
技术等技术手段，采用创意理念、情境体验、动漫游

戏与生态建筑景观，赋予文化资源灵动的生命力，

以呈献给旅游者场景式的深度交互式文化体验。

３．增殖书院文化旅游产业衍生品。书院作为
书院文化的本体，除了有教化的意义，还具有潜在

的产业属性。湘东书院文化旅游产业需以文化创

意为指向性引领，以旅游业为主导内容，并联其他

相关互补产业，激发传统文化融入旅游项目的竞争

力，将地域性的书院文化与市场资本高效对接，实

现书院文化、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三者之间的共同发

力与相互驱动，逐级增殖为包含特色旅游业态、个

性创意商品、旅游产品的书院文化旅游大产业体

系；与此同时，发挥旅游搬运效应，刺激书院文化旅

游的综合消费力度，提升文化产业的附加值，延伸

书院文化产业链条，横向纵向均可拓展产业发展空

间，汲取书院文化产业之中所能及的规模经济与范

围经济的红利，尽早实现湘东书院文化与旅游产业

之间的互融与共荣。

４．增进“互联网 ＋文化旅游”思维效能。充分
利用株洲便捷的交通区位优势，推动湘东各个地区

旅行社连线湘东旅游线路的合作共谋，也可以加强

与湘赣边之间其它旅游项目的一条龙链接。目前，

湘东书院文化的旅游线路，尚处于零零散散的自驾

游阶段，缺乏集成式上规模的游客队伍的培育，以

至于湘东书院文化的普及认知力度一直持续低迷。

因此，湘东书院需要与旅行社紧密合作，集结并打

磨出一支内外兼修、综合素质优良的书院文化专项

导游团队，对该团队导游进行针对性的培养。另

外，湘东书院的管理人员也需要基于互联网的思维

助力书院的发展，点燃新产业与新科技的火花。

总之，株洲作为“湖南东大门”，目前正处于

“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关键时期。

深入挖掘湘东书院历史文化资源，提高株洲文化软

实力的竞争力，大力发展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内涵的

高附加值第三产业，将有效地促进株洲经济发展并

迎来“人文株洲”的第二次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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