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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分散走向整体:宋代湖南士人社会形成述论

廖摇 寅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摇 要] 摇 宋代湖南士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发展到一体化的过程。 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处在以县域或州域为

单元的分散发展过程之中,尚未形成湖南全域性的士人社会。 南宋时期,随着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一流名士移居湖南,以胡

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中心逐渐形成了涵盖湖南大部的士人圈,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理学思想也随着其众多湖湘弟子

深入湖南社会,逐渐形成了湖湘学派,湖南士人也第一次有了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 因此,南宋是湖南士人社会形成

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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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宋太宗至道三年(977),置荆湖南路,简称“湖
南冶,治潭州(今长沙)。 尽管荆湖南路辖区与今日

湖南有出入,但核心区都在湘江流域,因此,荆湖南

路奠定了今日湖南之基础。 但行政区划的形成并不

代表区划内社会的统一,人类历史是一个从分散走

向整体的过程,区域的历史也是如此,以士人社会为

例,宋代湖南士人社会就经历了一个从分散走向整

体的过程。

一摇 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的分散发展

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相当落后,在全国处于

一种边缘状态,难以进入主流。 据程民生先生对

《宋史》列传人物籍贯分布的统计[1],除去后妃、宗
室、公主,北宋人物总数为 1521 人,其中湖南路 11
人 ,仅占总数的 0. 7% 。 此 11 人没有一人位及宰

辅,而且,发达者多举家迁出湖南,与湖南社会基本

脱离关系。 我们来看入《宋史》列传 11 位人物发达

之后的情况:
胥偃(982 - 1039),字安道,长沙人,官至翰林

学 士, 贵 显 后 放 弃 了 长 沙 数 十 顷 良

田[2]9818(一说数千顷[3]、[4]),举家随夫人刁氏移居润州丹

徒(今江苏镇江),后入朝为官,居于开封,葬于许州

阳翟县(今河南禹县) [5]580。
狄棐(976—1043),字辅之,长沙人,官至枢密

直学士,贵显后举家外迁,葬父亲于许州阳翟县,自

己亦葬于阳翟县[6]。
狄遵度,字元规,狄棐次子,以荫补官,亦葬于阳

翟县。
陶弼(1014—1078),字商翁,永州人,以军功

显,官至东上閤门使,葬于永州[7]。
谭世勣(1073—1127),字彦成,长沙人,官至礼

部侍郎,靖康二年(1127)卒于开封,其叔父谭申护

柩归葬长沙[8]3951。
周敦颐(1016—1073),字茂叔,道州人,荫补为

官,官至知州,后家江西庐山莲花峰下,葬于江州德

化县(今属江西九江) [9]。
周尧卿(994—1045),字子俞,道州人,官至太

常博士,葬于道州永明县[10]。
朱昂(924—1007),字举之,衡山人,官至工部

侍郎,晚年定居江陵,亦葬于江陵[11]。
路振(956—1014),字子发,永州祁阳人,官至

太常博士,安葬地不见于史载,1985 年在祁阳县发

现了路振墓葬,当葬于祁阳。
陈遘(? —1127),字亨伯,永州人,官至光禄大

夫,靖康中死于国难,金人葬其于开封铁柱寺[2]13180。
洪蕴(937—1004),长沙人,十三岁出家做和

尚,“习方技之书,后游京师,以医术知名冶,官至左

街副僧录,“贵戚大臣有疾者,多诏遗诊疗冶 [2]13510,
葬地当在开封附近。

十一人中,迁居外地者至少有六人,分别为:胥



偃、狄棐、狄遵度、周敦颐、朱昂、洪蕴;另谭世勣是因

为战乱回葬长沙,陈遘也是因为战乱客葬开封,在正

常情况,此二人是否会迁居外地,难以得知;真正确

定未外迁的只有陶弼、周尧卿、路振三人而已。
北宋湖南名士本来就少,而成名者又多迁居外

地,与湖南几乎脱离关系,因此,当时湖南几乎没有

足以影响整个湖南的士人。 北宋时期,湖南最有名

望的士人当数胥偃。 胥偃贵显时,“好收奖天下之

士,而名能知人冶,“士之出于其时,有盛名于天下

者冶 [5]580多出其门下,其中包括宋庠、欧阳修等一流

名臣,但甚少见胥偃与湖南士人有联系。
当然,在县域或州域范围内,士人之间的联系是

密切的,而且有一定的制度保障,这就是县学和州学

的普及。 庆历四年(1044),诏天下州县立学[2]217,
湖南州县学建立虽然相对迟缓,但至少到神宗时,各
州学、县学已经基本建立。 尤其是到徽宗时,传统科

举制被废,“取士并由学校升贡冶 [12],想要做官的士

人都必须集中到县学或州学学习。
成型的士人社会要求社会成员之间有密切的联

系,有一定的组织结构,有相对统一的价值取向和文

化特征。 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的基本特点是:士
人社会尚处在以县域或州域为单元的分散发展的过

程之中。 在县域或州域范围内,士人之间的联系已相

当紧密,开始形成士人社会,但从整个湖南的层面来

说,州与州之间的士人联系很少,士人社会尚未形成。

二摇 学术一体化: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形成之一

靖康之乱对整个大宋来说是灾难,但对湖南来

说,某种程度上却因祸得福。 靖康之乱使全国大批

名士移居湖南,其中最有名的当数胡安国、胡宏父子

与张浚、张栻父子。
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号文定,福建崇

安人,著名理学家,湖湘学派奠基人。 建炎四年

(1130),为躲避战乱,胡安国同家人、弟子们由荆门

逃至湖南。 胡安国在湖南先后创办了碧泉书院(湘
潭)、文定书院 (衡山),课子授徒,死后葬于湘潭

隐山[13]680。
胡宏(1102—1161),字仁仲,号五峰,随父移居

湖南,著名理学家,幼事理学家杨时、侯仲良,扩建碧

泉书院、创办云峰书院(宁乡),卒传胡安国之学,
“开湖湘之学统冶 [14]1366。

张浚(约 1095—1164),字德远,四川绵竹人,南
宋名臣,官至宰相,定居长沙,葬于衡山县[15]4403。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张浚之

子,随父移居湖南,著名理学家,师事胡宏,湖湘学派

集大成者,先后创办南轩书院(衡山)、城南书院(长
沙)。

除了自己创办书院外,张栻等还在官办的岳麓

书院讲学。
宋代正式的地方官学只有州学、县学,没有路

(相当于今天的省)一级的学校,胡安国、胡宏、张栻

等一流名士担任主讲的碧泉书院、文定书院、云峰书

院、南轩书院、城南书院以及岳麓书院等实际扮演了

路级高等学校的角色,这些书院的学生来自于湖南

各州、县,甚至外路。 湖南各地士人以极大的热情追

随张栻等名士, “故人材辈出,有非他郡国所可

及。冶 [16]一流名士配一流书院,既激起了湖南士人求

学的欲望,又为湖南及其他地区的士人提供了充足

的求学机会。 胡安国、胡宏、张栻门下弟子“在衡湘

者甚众冶 [15]4536,《宋元学案》记载湖湘学派弟子共

112 人,其中湘籍或定居湖南的弟子共 46 人,分别

来自衡山、长沙、衡阳、湘潭、湘乡、零陵、常宁、清湘、
祁阳等县。 我们来看《宋元学案》所载湖湘学派湘

籍或定居湖南弟子的情况:
谈到学术,就不能不深究湖湘学派。 理学产生于

北宋,但在北宋却影响甚微,理学社会化与正统化过

程主要在南宋。 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开启的湖湘

学派,是南宋的第一个理学流派和学术阵地。 之前,
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虽出自湖南,但并未在湖南留下

理学的种子。 胡安国等人迁居湖南,亦将理学的种子

带回湖南。 “绍兴诸儒,所造莫出五峰(胡宏)之上冶,
“其所作《知言》,东莱以为过于《正蒙》,卒开湖湘之

学统冶 [14]1366。 胡 宏 “卒 传 文 定 公 ( 胡 安 国) 之

学冶 [17]757,奠定了湖湘学派的基础。 张栻师事胡宏,
“尽传伊洛之秘,遂以其道鸣于西南,著书立言,开迪

后进,四方士子皆宗师之冶 [18]。 “西南冶,主要指湖南,
“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冶 [14]1611,南宋中前期,理学

之盛莫过于湖湘学派。
在胡安国等人来湖南之前,湖南从没有属于自

己的学术流派,湖湘士子也从未形成过共同的学术

旨趣和价值取向。 “自国家南渡,胡文定公之父子

居衡湘之间,而南轩张宣公继起是邦,学者翕然从

之,其言论风旨,至于今(咸淳七年)未泯。冶 [19] 胡安

国、胡宏、张栻等人崛起于湖南,改变了湖南士人在

学术思想上一盘散沙的局面。 湖南“渐被胡文定春

秋 之 学 冶 [20], “ 湖 湘 之 俊 亦 既 知 所 指

归冶 [21]卷39《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皆服膺于胡、张学术,即使

是靖康之乱后迁居湖南的外来士人亦服膺于湖湘

学,“大要以胡氏所传为宗冶 [15]4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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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学案》所载湖湘学派湘籍或定成湖南弟子情况表

姓名 祖籍 居住地 师承关系 姓名 祖籍 居住地 师承关系

胡安国 建州 衡山 开山祖师 孙蒙正 江陵 衡山 胡宏弟子

胡寅 建州 衡山 胡安国弟子 赵师孟 不明 衡山 胡宏弟子

胡宁 建州 衡山 胡安国弟子 赵棠 衡山 衡山 胡宏弟子

胡宏 建州 衡山 胡安国弟子 萧囗 长沙 长沙 胡宏弟子

谭知礼 长沙 长沙 胡安国弟子 杨大异 醴陵 醴陵 胡宏再传弟子

韩璜 相州 衡山 胡安国弟子 萧佐 长沙 长沙 胡宏再传弟子

李椿 永年 衡阳 胡安国弟子 张庶 绵竹 长沙 张栻弟子

刘芮 东平 衡山 胡安国弟子 张忠恕 绵竹 长沙 张栻弟子

黎明 长沙 长沙 胡安国弟子 张洽 绵竹 长沙 张栻弟子

向沈 开封 衡山 胡安国弟子 吴猎 醴陵 长沙 张栻弟子

向浯 开封 衡山 胡安国弟子 袭盖卿 常宁 常宁 张栻弟子

杨训 湘潭 湘潭 胡安国弟子 周奭 湘乡 湘乡 张栻弟子

彪虎臣 湘潭 湘潭 胡安国弟子 吴伦 零陵 零陵 张栻弟子

乐洪 衡山 衡山 胡安国弟子 蒋复 零陵 零陵 张栻弟子

胡大本 建州 衡山 胡安国再传弟子 钟如愚 湘潭 湘潭 张栻弟子

彪居正 湘潭 湘潭 胡安国再传弟子 王居仁 常宁 常宁 张栻弟子

胡大原 建州 衡山 胡寅弟子 赵方 衡山 衡山 张栻弟子

胡大正 崇安 衡山 胡寅弟子 蒋元夫 清湘 清湘 张栻弟子

毛以谟 衡山 衡山 胡寅弟子 宋文仲 安陆 衡阳 张栻弟子

胡实 崇安 衡山 胡宏弟子 宋刚仲 安陆 衡阳 张栻弟子

胡大时 崇安 衡山 胡宏弟子 谢用宾 祁阳 祁阳 张栻弟子

张栻 绵竹 长沙 胡宏弟子 赵范 衡山 衡山 张栻再传弟子

吴翌 建宁 衡山 胡宏弟子 赵葵 衡山 衡山 张栻再传弟子

摇 摇 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虽对讲学极为热心,但毕

竟精力有限,湖湘士人学术的一体化,湖湘学能够深入

湖南社会,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的领导作用自然不

可忽视,但更关键的还在于众多弟子的回乡传授。 湘

籍弟子本身就是地域社会中的中坚力量,对地域社会

有一定的支配作用,他们学成归乡,刚好借助社会资源

优势,使湖湘学深入基层,深入湖南人的心灵世界。 我

们来看湘籍弟子在湖湘学深入湖南社会中的作用:
吴猎(1142—1213),字毅夫,醴陵人,从张栻学,

“朱熹会栻于潭,猎又亲炙,湖湘之学一出于正,猎实

表率之冶 [2]12088。 吴猎尽得湖湘学之精髓,“所居阖郡

宗为师友,凡与之游,类多自爱冶 [21]卷20《湖南提举荐士状》。
吴猎在家乡被宗为师友,在湖南被视为表率,其学行

足以影响整个湖南士人社会。
周奭,字允升,湘乡人,“张栻讲学潭州,奭受业

于门,称高弟冶 [22],回到家乡后建涟溪书室,与“乡

曲后学讲习其间冶 [23]。 [同治]《湘乡县志》卷 2《风
俗》说:“彪虎臣父子及周氏奭讲明正学,皆其卓卓

尤著者,流风余韵,景仰至今。 我朝一道同风,家弦

户诵,湘上儒雅之风,固已蒸蒸日上矣。冶 [24] “这样,
理学不仅作为学术思想而受到士大夫的广泛崇奉,
它还渗透到日用伦常、社会习俗中去了冶 [25]。

杨大异(约 1202—1284),字同伯,醴陵人,官至

太中大夫。 据《宋史》记载,杨大异“从胡宏受春秋

大义冶,当误,杨大异于胡宏死后四十二年才出生,
当是胡宏再传或三传弟子。 杨大异五十八岁就致仕

回乡,致力于家乡教育,“学者从之,讲肄谆谆,相与

发明经旨,条析理学冶 [2]12644鄄12845。

三摇 社会关系一体化: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形成

之二

社会关系,在共同活动中所结成的人与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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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 上述所论学术一体化,涉及师生关系,也是

社会关系之一种。 师生关系之外,社会关系还包括

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同事关系等,兹主要从社会联

谊与政治互助两方面稍作申述。
(一)社会联谊

社会联谊最简单、最常见,也最基础的就是两人

之间的双向联谊。 如,吴铨,字伯承,福建崇安人,胡
安国同乡,侨居长沙,与张栻为邻居,“间一二日,辄
歩相过,议论酬唱甚乐冶 [17]1105,其墓志铭即由张栻

撰写。 再如,贾林,字仲山,山东郓城人,“值靖康之

乱,奔驰江湖间冶,亦侨居长沙,与张栻为邻,“日相

过冶,张栻守新定,贾林跨马相送,“渡湘行数十里不

忍舍冶 [17]1106,其墓志铭亦由张栻撰写。
但更能体现社会关系一体化的则是多人参与的

群体性联谊。 乾道三年(1167),朱熹来长沙拜访张

栻,这是当时湖南士人社会的一件盛事。 朱熹远道

而来,张栻等人自然会陪伴其游览湘中名胜。 湘中

名胜无疑以南岳衡山为首,衡山也就成了朱熹在湖

南的收尾之游,“留连既久,取道南山以归,乃始偕

为此游冶。 此次出游,“甲戌至庚辰凡七日,经行上

下数百里冶,出发时只有张栻、朱熹、林用中三人,
“己卯,武夷胡寔广仲、范念徳伯崇来会冶,“赵醇叟,
胡广仲、伯逢、季立,甘可大来饯云峰寺,酒五行冶,
回程至槠洲(今株州),朱熹等人取道东归,而张栻

等人西还长沙,临别之际,“更迭倡酬,倒囊得百四

十有九篇冶 [26],是为《南岳酬唱集》。
林用中,字择之,福建古田人,随朱熹来拜访张

栻。 胡寔,字广仲,胡安国子辈,侨居湖南。 胡大原,
字伯逢,胡寅之子,侨居湖南。 胡季立,即胡大本,胡
宁之子,胡安国之孙。 范念德,字伯崇,范如圭之子,
福建建安人,胡安国外侄孙,朱熹的连襟,“受学朱

门冶,“侍文公访张南轩于长沙,同登衡岳,多所倡

和冶 [27]298。 甘可大,张栻外甥,侨居湖南。 赵师孟,
字醇叟,侨居衡山。

再来看一则群体性联谊实例。 陈符,字仲思,赋
闲在家,“卜居城东,茅屋数间,澹如也,移花种竹,
山林丘壑之胜,湘州所无冶 [28]。 乾道四年(1168)六
月,张孝祥与张栻经过陈符家,见景赋诗,张栻甚至

筑室其旁,与之为邻。 张孝祥,芜湖人,南宋著名作

家。 张 栻 等 人 经 常 游 玩 之 后, 就 在 陈 符 家 吃

饭[17]587。 马廷鸾《题张宣公题名帖》曰:
乾道己丑人日,广汉张敬夫、定叟约其友崇安吴

伯立、湘阴孙师尹、庐山雷亨仲,自城东门寻梅行数

里,遇番阳钟彦昭,酒三行,相与乐甚,薄步至陈仲思

草堂,小雨初霁,烟云澹然,南枝虽未折,已觉春意满

眼矣。 外甥甘可大偕行[29]卷15。
定叟,即张栻弟张枃;吴伯立,即吴直,吴铨弟,

福建崇安人,侨居长沙;孙师尹,湘阴人;雷亨仲、钟
彦昭都是江西人;甘可大,张栻外甥。 张栻一行吃喝

玩乐之后,又到陈符家作客。
(二)政治互助

传统上,湖南以“少宦情冶 [8]3905、3985、4014 著称,士
人建功立业的积极性不高,湖湘学的形成和传播逐

渐改变了这一社会心态。 湖湘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就

是理学与实学相结合,既重视心性修养和主体意志

的能动性,又强调实学和经世致用,可以说是“内
圣冶与“外王冶并重[30]。 张栻父亲张浚志存高远,一
生都在为恢复中原而奔走呼号,虽未获成功,但其政

治激情无疑对湖南士人有潜移默化的作用。 受父亲

影响,张栻学术经世色彩很浓,“南轩弟子,多留心

经济之学冶 [14]2383。
政治需要激情,也需要机缘,更需要政治伙伴的

互相帮助与提携。 张浚官至宰相,在南宋前期政治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张栻十几岁时就在张浚幕

府,“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其所综画,幕府诸人皆自

以为不及冶 [2]12770,后又自帅广西、湖北,在湖广一带

的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 张浚、张栻父子是很

多湖湘士子在政治上的引路人,其后,土著湖南士人

吴猎、赵方、赵葵等人继起,使得湖南政治领袖不断。
我们来看政治互助的实例:

李椿,河北永年人,逃乱到湖南,贫无以为养,张
浚辟为制司准备差遣,常以自随[2]11937鄄11940。 李椿能

入张浚幕府,得益于与胡安国父子交游。 “盖公始

见胡文定公,退与其诸子游冶,“胡公闻而异之,其子

仁仲(胡宏)后见公所论富川六事,亦谓有经济才,
张公知之,故取以为属,诿以经画冶。 李椿官至吏部

侍郎,“归老衡阳冶,葬于衡阳[15]4322鄄4332。
吴芾,字子通,“自福建迁居湘潭,张浚开督府,

入为幕客。 张浚受秦桧打压,“虽向来故吏亦有莫

敢以书至前者,君独屡入岭求见,见必留,久而后去,
年岁间必复来冶 [17]1096鄄1097,死后葬于衡山,张栻为撰

写墓志。
吴伦,字子常,零陵人,张栻帅江陵,“以先生

从冶 [14]2382。
向子忞,字宣卿,宰相向敏中四世孙,侨居衡山,

与胡安国既是姻亲, 又是门生, 多次得到张浚

举荐[31]。
吴猎,淳熙二年(1175)进士,“从张忠献公(浚)

闻复仇二字,及从宣公(张栻),又闻求仁之要,终身

诵而行之冶,张栻经略广西,“檄公摄令,寻又摄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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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教授兼节度推官冶,张栻“移使湖北,司业刘公焞

代为帅,问士于宣公,以公对冶,“刘公辟公经略司准

备差遣冶 [32]555。 张栻不仅是吴猎学习上的引路人,
更是仕途上的领航者。

吴猎发达之后,同样注意提携湖南士人。 开禧

中,吴猎除秘阁修撰知江陵府、主管荆湖北路安抚司

公事,开始成为一方统帅。 吴猎幕客奇多,“幕府往

往不下三十人,馆士亦数千计冶,较有名的有吴竽、
于革、张忠恕、吴犹、王观之、陈椅、李寿朋、陈之经、
董道隆、周郁、赵师苍、胡庚、罗颖、李儒用、王垧、康
彦明、吴必达、王灏、黄輶、岳璠、李嗣文、何德彦、度
正、刘靖之、何应龙、李鸣凤[32]562。 吴猎幕客之中不

乏湖南同乡。 张忠恕,张枃之子、张栻侄子。 吴犹,
吴猎弟弟。 董道隆,常德人,追随吴猎最久,吴猎安

抚湖北、宣抚京湖、宣谕四川,皆“挈与俱冶 [32]472。 李

儒用,岳州平江人,吴猎“宣谕蜀中,辟幕下,荐其人

品经术可以大用冶 [33]卷57《人物志·岳州府·李儒用》。
吴猎之后,赵方、赵葵父子继起,使得整个南宋

湖南代有政治领袖。
赵方(? —1121),字彦直,淳熙八年(1181)进

士。 父亲赵棠“少从胡宏学,慷慨有大志,累以策言

兵事,张浚雅敬其才,命子栻与棠交,方遂从栻

学冶 [2]12203。 赵方与吴猎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皆受

学于张栻,彼此在政治上互动很多。 嘉泰四年

(1204),吴猎出任湖广总领所总领,“拔董达、孟宗

政、柴发等,分列要郡冶 [2]12087,《宋史·赵方传》又言

赵方知随州,“拔土豪孟宗政等补以官冶 [2]12203,孟宗

政等补官当是赵方向吴猎推荐。 赵方官至京湖制置

使,幕下士亦多,除自己两子赵范、赵葵外,“知名士

如陈晐、游九功辈皆拔为大吏,诸名将多在其麾

下冶 [2]12207。 赵方及其子赵葵幕府亦不乏湖南士人,
如胡颖、胡显兄弟,湘潭人,赵方外侄,兄弟二人皆出

自赵氏幕府。 赵方在襄阳,“每出师必使(胡)显及

(赵) 葵各领 精 锐 分 道 赴 战 冶 [2]12501。 绍 定 三 年

(1230),赵范讨李全,“檄颖入幕,颖常微服行诸营,
察众志向,归必三鼓,后全败,遣颖献俘于朝,以赏补

官冶 [2]12478。
政治互助,除了直接的提携外,还有间接的帮

助。 张浚门生遍天下,其中很多虽不是湖南人,他们

也会因张浚、张栻等人的关系而给予湖南士人政治

发展的机会。 如,刘珙,福建建州人,父亲刘子羽、岳
父吕祉都是张浚门生。 乾道七年(1171),刘珙知潭

州,时张栻赋闲在家,刘珙雅善张栻,与之游久,回朝

之后,极言张栻“学行志业非常人比冶 [15]4130鄄4141,张栻

因此得以复出。 淳熙元年(1174),吴猎赴礼部考

试,刘珙“以郡守举送,誉不释口冶 [32]555。 刘珙后官

至同知枢密院事,对吴猎当有不少提携。
湖湘学派虽以湖湘为名,其弟子实来自全国各

地,《宋元学案》收录湖湘学派弟子共 112 人,其中

定居湖南的有 46 人,其余的遍布南方各地,以福建、
四川、江西居多。 福建是胡安国的家乡,四川是张栻

的家乡,而江西与湖南毗邻,因此,以此三地居多是

情理之中的事。 除吴猎、赵方、赵葵外,湖湘学派中

非湘籍弟子亦多有在政治上成功者,自然会因同门

之谊而在政坛上互为奥援。 非湘籍弟子中以彭龟

年、游九言、游九功最为有名。 彭龟年(? 鄄1206),江
西清江人,乾道五年(1169)进士,官至吏部侍郎。
彭龟年比吴猎略大,彼此政治立场一致,互相支持,
如绍熙四年(1193),二人曾一同反对召用佞臣姜特

立[2]705。 游九言,福建建阳人,“张栻帅广西,辟幕

下,栻弟枃帅金陵,复辟抚干冶,“开禧初为淮西安抚

机宜,寻知光化军,充荆鄂宣抚参谋官冶 [27]28,时值吴

猎为帅。 游九功,游九言弟,曾为咸宁令,吴猎辟充

荆鄂宣抚司,后又得到赵方的大力提拔[2]12206,曾任

湖北转运判官兼知鄂州,官至刑部侍郎。
总之,宋代湖南士人社会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发

展到一体化的过程。 北宋时期,湖南士人社会处在

以县域或州域为单元的分散发展过程之中,州与州

之间的士人联系很少,尚未形成湖南全域性的士人

社会。 南宋时期,随着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一流名

士移居湖南,湖南开始有了足以影响整个湖南的学

术领袖和政治领袖,以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人为中

心逐渐形成了涵盖湖南大部的士人圈,胡安国、胡
宏、张栻等人的理学思想也随着其众多湖湘弟子深

入湖南社会,逐渐形成了湖湘学派,湖南士人也第一

次有了共同的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 因此,南宋是

湖南士人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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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Dispersion to Integration:Study on the Evolution of Scholars謘Society
in Hunan of Song Dynasty

LIAO Yi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摇 The evolution of scholars蒺 society of Hunan in Song Dynasty was a process from dispersion to integration.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scholars蒺 society of Hunan was disperded and limited to county or state domain. In Southern Song Dynasty, a scholars蒺
network covering most areas of Hunan formed gradually with Hu Anguo, Huhong and Zhangshi migrating to Hunan. The scholars of Hu鄄
nan firstly had common academic interests and values, following with the Neo鄄Confucianism of Hu Anguo, Huhong and Zhangshi per鄄
meating through Hunan society and the formation of Huxiang School. Therefore, Southern Song Dynasty was the critical period that
scholars蒺 society of Hunan emerged.

Key words:摇 Song Dynasty;摇 Hunan Province;摇 Scholars蒺 Society;摇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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