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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湖湘地名研究，建设高校特色学科

———“湖湘地名研究学术研讨会”述要

黄声波

（湖南工业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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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８年５月３０日上午，由湖南工业大学社会
科学处、马克思主义学院、湘东历史文化研究所、期

刊社主办，湖南工业大学社会科学处承办的“湖湘

地名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工业大学科技楼举

行，来自省内外的十几位专家学者，围绕着“加强湖

湘地名研究，建设高校特色学科”这一主题，就湖湘

地名研究相关论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知

名地名研究专家、湖南工业大学彭雪开教授担任主

讲专家，作《我是怎样研究湖湘地名的》主题发言；

中共湖南工业大学纪委书记张亚东担任会议主持

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校长张昌凡代表学校致辞；民

政部地名研究所所长、中国地名学会会长王胜三以

及王殿彬、任国瑞、陈湘文、周文杰、朱建军、李文

峰、田定湘 、陈益元、陈若松、甘智钢、向华政、黄声

波、肖又铮等专家学者应邀参会。

张亚东（中共湖南工业大学纪委书记）：

加强地名文化研究，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

化需求，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

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中华民族凝聚力具有重要意

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规范地名管理，保

护地名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彭雪

开教授虽然长期担任领导干部，但执着于地名文化

研究，对湖湘地名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和文献资

料的挖掘整理，形成了大量学术成果，特别是２００６
年出版的《湖湘地名记事》一书，篇幅长达２００余万
字，在学术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这些年来，

彭教授的研究成果被政府部门多次采纳、应用，科

研成果转化取得重要成就。学校历来重视地域文

化研究，我们将以本次会议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地

名文化研究，整合研究队伍，并与民政部以及省、市

相关部门紧密合作，组建湖南工业大学“地名历史

文化研究院”，并使之成为民政部地名研究所的“地

名与地域文化研究基地”，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和地

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彭雪开（湖南工业大学教授，会议主讲专家）：

非常荣幸担任本次研讨会的主讲专家，我想从

以下四个方面谈谈自己研究湖湘地名的一些体会

和感受。一是要做好实地考察工作。地名研究是

一项行走的事业，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从事地名

研究１２年来，我到过省内１４个州、市，１１４个县、
市、区，１１７１个乡镇（村）进行考察，足迹遍及村寨
集镇、高山峻岭、深山野谷、丘岗平原、寺院庙观、古

迹胜景、古渡废址。考察其间的行程安排一般是早

上５：３０出发，晚上七八点钟回来。为了考察的准
确有效，我每次考察前都要向县、市、区地名办或

县、市志办咨询，以便迅捷找到真正有考察价值的

地点、人物、事件。二是要做好研究文献的整理工

作。地名研究需要收集整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

包括先秦及两汉后历代地理学相关文献，各县、市、

区的地方志以及地方文史资料等。我的资料集《湖

湘地名考察实录》一共记录了１０本，约１７０万字。
另外，整理研究文献时，要准确把握历史与文化的

内涵、层级、界线，特别留意历史与文化的混交状

况，注重研究史源的客观性、文源的真实性。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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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做好写作、出版工作。对于取得的地名研究成

果，我的一般做法是，学术论文送学术期刊发表，文

化文章在报纸与一般刊物上发表，专著则利用与

省、市民政部门以及学校合作的课题经费公开出版

发行。第四，注重研究成果的应用。学术研究归根

到底是为了服务社会。１２年来，我的研究成果在
湖南地名研究方面以及国务院全国第二次地名普

查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充分体现了学术研究的价

值。兹举数例：在地名历史文化挖掘、整理方面，

《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湖湘地名纪事》两部著作

受到国务院全国第二次地名普查办、民政部、湖南

省民政厅、株洲市民政局的通报表扬；长沙市宁乡

县拟撤县改市、株洲市攸县拟撤县改市、株洲县拟

撤县改区过程中所涉及的地名变更，茶陵“中华茶

祖文化产业园”的命名，湖南省少数县撤乡并村行

政区划调整，一些风景名胜旅游的规划等，均采用

了《湖湘古今地名源流考》《株洲古今地名源流考》

等著作、论文中的研究成果；今年２月２７日，《湖湘
地名纪事》一书还正式被美国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

馆收藏。

任国瑞（中国孝文化研究会会长、原湖南省地

方文献研究所所长）：

地名文化是中国历史文化中根木文化的一个

支点。地名文化来源于古姓氏、历史人物、历史事

件，其与历史上家族的迁徙、政治事件、军事斗争紧

密联系在一起。从学科上讲，地名文化研究牵涉到

社会科学中的绝大多数学科，其研究需要丰富的知

识和素养。

湖湘地名文化在中国地名文化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湖湘地名文化本身也是极为厚重的，历史极

为悠久，盘古、伏羲、舜帝、炎帝在湖南的活动留下

了很多地名，因而湖南的地名文化研究有很大的拓

展空间。

彭雪开教授作为一个领导干部，能够长期静下

心来从事地名研究，非常难得。为了获取第一手资

料，他不怕苦、不怕累，爬山涉水，常年在外进行实

地考察，走遍了三湘四水；为了地名研究，他还自费

购置了大量的书籍资料。可以说，他以一己之力推

动了湖湘地名研究工作。从湖湘地名研究的现状

看，任务非常繁重，但现在只有雪开教授这样一个

领头羊，后面的队伍还没有跟上来，我们要有紧迫

感，要抓紧进行研究团队的建设。

陈湘文（湖南省社科规划办副主任）：

地名是地方文化最基本的标志，在地方文化中

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湖南省在作社科规划时很

重视文化研究，最近出台的省社科规划“９８５建设
工程”的相关政策，对地域文化研究的支持力度很

大。地名研究既是地域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学

科，但不可否认，同时它又是一个相对冷门的学科。

这十几年来，彭教授在这个冷门学科上付出了艰辛

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作、论文达几百万

字，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不过，地名研究单靠一个

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团队的建设，需要

政策的扶持和大量的投入。

从智库建设这个角度看，地名研究工作具有很

大的拓展空间。建设地名研究的大数据库，形成资

源优势，能够使地名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地方文化建

设。彭雪开教授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他做过

政府部门的领导，熟悉政府工作的运作流程，在地

名研究这种特色数据库的建设中能够发挥很好的

参谋作用。

参加这次会议，我感觉收获良多，对地名文化

研究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充分认识到了地名

研究任务的繁重，地名研究团队建设的迫切性。我

一定会把这些重要的信息带回去，建议有关部门更

加重视和支持这方面的研究。

陈若松（湖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作为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同事，我非常钦佩彭雪

开教授的人品和治学精神，为他的地名研究取得如

此大的成果和影响感到高兴和振奋。作为马克思

主义学院的院长，我一定全力支持彭教授的地名研

究工作，为他的研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服务。

这段时间以来，学院重点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

是新引进了两位历史专业博士，加上院里有历史专

业背景的陈益元教授、江轶博士、邓世平博士等，初

步打造了以彭教授为带头人的地名研究学术团队；

二是解决好了办公室用房问题；三是以学院名义向

学校提交了报告，申请成立“地名历史文化研究

院”；四是在硕士点中国近代史专业增加“地域文化

研究”方向，以强化学科建设。

肖又铮（湖南工业大学退休教师、作家）：

本人与彭教授相识１４年了，一直关注他的地
名研究，并在《湖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

他的地名研究的新闻报道，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

个干干净净的领导、很受学生欢迎的教授、颇具执

着精神的专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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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杰（株洲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参加会议，收获良多，本人提两个建议：一是现

在撤乡并村的速度很快，老地名也消失得很快，一

定要做好老地名的保护工作；二是新地名不断出

现，但不少新地名起得不太理想，这要引起高度重

视。另外，要加快地名大数据库的建设，充分发挥

地名研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朱建军（湖南省炎帝陵基金会办公室党组书

记、主任）：

第一，对雪开教授１２年来一心一意从事地名
研究这样一项“上酬祖恩、下荫子孙”的崇高事业表

示深深的敬仰。地名学是一个民族的活化石，地名

能够唤起民众的孩提时期的文化记忆；地名也是社

会发展的活见证，从事地名研究可谓是一件功德无

量的事情。第二，地名研究一定要走出象牙塔，服

务于当今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第三，十分赞同

湖南工业大学成立“地名历史文化研究院”，充分发

挥大学在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同时，呼吁湖南

工业大学作为本土高校重视炎帝文化研究；呼吁由

彭教授担纲，尽快出版《炎帝文化地名考》；呼吁各

级政府高度重视地名研究，尽快建立相应的支持保

障机制。

李文峰（《湖南日报》株洲分社副社长）：

彭雪开教授是研究湖湘地名文化第一人，１２
年之内出了４本著作，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很了不
得。作为本土媒体，对彭教授及其研究成果，我们

有义务有责任进行大力推介。地名文化研究怎样

才能更好地走向社会、服务社会，值得我们认真探

讨。我个人觉得，应该把地名研究成果纳入到中小

学的课程中，让它更直接地走进千家万户。

王胜三（民政部地名研究所所长、中国地名学

会会长）：

我来参加这次会议，首先是因为感动。彭雪开

教授，一个年过六旬的老人，对地名研究如此认真、

如此执着，特别令人感动。他的研究，也是对我们

地名研究所工作的大力支持。可以说，不是我们支

持他的工作，而是他在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来参

加这次会议，我们责无旁贷。现在正在进行全国地

名普查工作，普查的主要目的有三个：一是摸清家

底，搞清楚现在有多少地名，还有哪些地名已经消

失了。二是清理整顿，重点要清理这些年来出现的

那些洋地名、怪地名。三是地名保护，保存好我们

那些宝贵的地名文化遗产。这些年，有些地方的地

名起名、更名很随意，有的甚至完全是出于长官意

志，一些有文化底蕴的地名莫名其妙就被改掉了，

这是很令人痛心的事情。应该说，这次全国地名普

查工作也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地名研究提供了很好

的契机。湖南工业大学准备成立“地名历史文化研

究院”，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办学举措，将对学校

的学科建设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对此，我们地名

研究所会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予以支持。研究院成

立后，地名研究所会在研究院挂牌，使之成为民政

部地名研究所的“地名与地域文化研究基地”；同

时，也会引进一些研究项目，与学校在项目研究、人

才培养方面开展深度的合作与交流。

张昌凡（湖南工业大学副校长）：

一是感谢这么多专家学者不辞辛苦来到这里

参加会议，感谢你们对学校工作的帮助和支持。二

是成立“地名历史文化研究院”一事，我已经向学校

党委书记唐未兵教授作了汇报，唐书记明确表示，

学校一定会大力支持。同时他要我转达对彭雪开

教授的谢意，感谢他对湖湘地名研究做出的巨大贡

献。三是地名研究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决定了这

一研究具有发展的可持续性，具有成为品牌学科的

潜质。彭教授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在这一块已经做

了大量的前期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要

把地名研究建设成一个特色学科，还有大量的工作

要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成立研究机构、建立学术

团队，这件事情相关部门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总

之，我们不但要通过地名研究来发掘历史、保护弘

扬地名文化遗产，还要把地名研究对接一个学科，

使之成为我校的一个特色专业、品牌专业，为学校

的学科建设服务。最后，祝与会的专家学者身体健

康、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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