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域文化（湖湘文化） 参 考 答 案 

 一、判断题。（根据各题内容判断正误。请在正确的描述后画“√”，

在错误的表述后画“×”） 

1．  宋代，湖湘学派在湖南广为流传，占据了学术主导地位。（√） 

湖南在传说的《禹贡》九州中属于荆州，在春秋战国时属于楚国，为南楚。

（√） 

2．  宋代，湖湘学派在湖南广为流传，占据了学术主导地位。（√） 

3．  在知行关系上，湖湘学派强调致知力行，知行互发，因此湖湘学派

带有某些事功的倾向。（√） 

4．  宋代，湖南出了一位大哲学家周敦颐，他长期在湖湘为官，对湖湘

本土的影响非常大。（×） 

5．  在政治思想上，王船山反对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与传统伦理，体现了

民主启蒙思想的特点。（×） 

6．  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及《皇朝经世文编》都风行海内，在国内引

起巨大反响。（×） 

7．  胡元倓以“养成中等社会人才”为志愿从事教育事业，他创办了明

德中学。（√） 

8．  民国初年，湖南社会风气变化的总趋势是逐步走向现代文明，但是

旧的观念与习俗依旧普遍存在。（√） 

10.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湖南创办了很多文化书社，使湖南新书报的流行

进入一个新阶段。（√） 

11.世纪初，杨毓麟、宋教仁、章士钊等是湖南人士中宣传和研究民主共和

主义的最得力者。（√） 

12．屈原遭放逐湘楚时吟咏而成的《九歌》、《离骚》瑰丽浪漫，灵动激

越，展现了南楚文化所特有的艺术风格。（√） 

13．唐开科三百年，长沙刘蜕始举进士，时谓之“破天荒”。 由此也可以

看出湖南文化的衰微。（√） 

14．周敦颐引道教思想入经学、以太极阴阳解释宇宙发生与起源，被后人

推为理学祖师。（√） 

15．张栻曾经受学于胡宏，此后又在长沙创设城南书院，掌教岳麓书院，

传授理学，从学者众多，因而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湖南的学术中心也自

衡山转移到了长沙。（√） 

16．湖湘学派最早创世者的学术思想都直接渊源于二程。（√） 



17．宋.代，湖湘学派中涌现的著名人物就有彪居正、胡大时、彭龟年、吴

猎等。（√） 

18．湖湘学派对近代湖湘文化的演变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魏源、曾

国藩、谭嗣同、黄兴到杨昌济、毛泽东，自嘉道湖南经世致用派、咸同湘

军集团、戊戍维新群体、辛亥革命志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加者身上，

都受到其影响。（√） 

19．王船山发挥宋代哲学家张载的“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世界是以“气”

为物质始基而构成的。（√） 

20．王船山将原先一些迂腐的理学家专重空洞的心性探求转向了外在客观

物质世界的实践。（√） 

21．王船山的一个重要哲学观点是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在不停地变动，动

是绝对的。（√） 

22．明代，王阳明曾亲到湖南传播心学，他的再传弟子张元忭在万历年间

还担任了岳麓书院山长，“万事万物皆起于心”的心本体理学体系在湖南

得到了一定的流传。（√） 

23．王船山反对绝对君权，主张尊君也有一.定的条件。他认为君主以“天

下之公”，那么君国就能长久，否则就会败亡。（√） 

24．王船山学说中的进化哲理、反满意识、经世致用主张和一定程度的反

对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为湖南士人辗转传习，广为流布，从而对近代湖湘

文化产生了巨大作用。（√） 

25．湖南人普遍具有刚劲强悍的性格，至于湖南人这种性格的成型原因，

一般认为有地理、血缘和移民三个原因。 （√） 

26．嘉道湘籍经世学派代表人物，按其身份可分为两类：一是陶澍、贺长

龄等文人幕僚，擅长著述；一是汤鹏、魏源等封疆大吏，利用自己的权位

将经世思想实际施行。（×） 

27．嘉道湖南经世学派实在是开湘省风气之先，对.近代湖南影响极为深远

的一个政治文化群体。（√） 

28．嘉道湖南经世学派最为杰出的人物是魏源，他著有《皇朝经世文编》。

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向西方学习的主张对中国影响深远。（√） 

29．鸦片战争失败的事实并没有使湖南士人真正认识到中国所面临的危机

的性质。他们认为，中国败北的原因，无非是奸臣弄权，吏治乖舛等过去

历史上屡见的弊症。（√） 



30．湘军的领导核心不单单是一个军事集团，而且是一个文化群体——理

学经世派群体。它的主要特点是把对宋明理学的坚定信仰和经世务实的作

风有机地融为一体。（√） 

31．由于岳麓书院和唐鉴等人的推动，19 世纪初的湖南成为理学气氛最浓

厚的省区之一，从而直接影响了此后湘军集团的核心人物。（√） 

32．湖南理学经世派极崇理学，没有承继包容众家的湖湘文化传统，因此

极其排斥其他学派。（×） 

33.19世纪前期，湖南理学经世派中的代表人物如曾国藩、罗泽南、胡林翼、

左宗棠等都特别注意对军事和地理问题的研究。 （√） 

34．在上下力农的社会环境以及儒家农本商末传统观念的影响下，湖南理

学经世派都带有浓厚的重农思想。（√） 

35．湘军对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使湖南成为中国最保守的省份之一，其最

明显的表现就是拒绝接纳西方先进文化。（√） 

36．湖南近代数十年反洋教斗争中各个社会阶层所散发的大量揭帖文告、

诗文论著，最基本的内容是宣扬“黜异端，以崇正学”。（√） 

37．由于反洋教带有传统文化抗拒西方文化的性质，所以，官员士绅作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化代表，成为湖南近代反洋教运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

（√） 

38．何绍基论诗推崇宋代诗人苏东坡和黄庭坚，极力主张恢复宋代诗风，

成为道咸时期“宋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开 “同光体”先河。（√） 

39．曾国藩不仅是湘军首领，也是湘籍士人的文学领袖。他学宗程朱，尤

其推崇桐城派文以载道，非有关伦常风教则不作的主张，编《经史百家杂

钞》，每类以《六经》冠其端，以示 “经”是一切文章的源头。 （√） 

40．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极大地增强了湖南人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成了极

端热忱的救世观念，成为以后政治运动的原动力，并在以后的维新运动、

辛亥革命中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来。（√） 

41．1871年，曾国藩更奏请选派留学生，“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

船政、步算、制造诸书”。左宗棠所办的福建船政局也先后于1876年、1878

年、1881年三次派学生分赴英法学习船政科技。（√） 

42．洋务运动时期，湖南人士中还产生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外交.家，郭嵩焘、

曾纪泽先后被任命为第一、第二任驻外公使。（√） 

43．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始于常州庄存于、刘逢禄，它讲究 “微言大义”，

主张“通经致用”，并认为历史是不断变易进化.的过程，这主要表现在它

的“三统说”和“三世说”上。（√） 



44．近代今文经学在湖南由魏源开其滥觞，自此之后，湖南治今文经学者

相续不绝，其中以王闿运、皮锡瑞最为著名。（√） 

45．湖南维新人士从船山学说中受到的启迪大致有： 1．“趋时更化”的

进化发展观。2．民族主义思想。3．器体道用说。（√） 

46．近代湖南的第一份新式报纸，是维新时期创办的《湘学新报》(后改名

《湘学报》)。（√） 

.47 时务学堂学生平日深受公羊改制学说和西方政治学说的影响，梁启超、

韩文举等人又在学堂中大力鼓吹变法维新，倡言民权平等。所以它截然不

同于旧式书院，成为当时湖南思想最激烈之地。（√） 

48．开办学会是维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学堂、报刊三者合一，都

以开民智为主要目的。湖南维新时期学会众多，其中以南学会影响最大。

（√） 

49．湖南维新运动中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勇士是谭嗣同。（√） 

50．湖南维新运动时期保守人士的代表是叶德辉。（√） 

51．胡元倓等于 1903 年 3月创办了明德学堂，这是湖南开设最早的私立中

等学校。（√） 

52．教会学校中最著名的是由美国雅礼会创办的雅礼学校， 1906 年开办，

宗旨是“启迪学生智慧，培养优照品性，培植学生忠君爱国的思想”。学

校学期预科为四年，本科五年，学习内容注重“中西并重”。（√） 

52．徐特立发起创办的杂志《周南教育》是湖南第一家民办的教育刊物。

（√） 

53．20世纪初，湘籍留日学生所办的《游学译编》、《二十世纪之支那》、

《洞庭波》等，都具较大影响。（√） 

54．《游学译编》是湖南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个刊物，1902 年 11 月出版于

东京。编辑人员有杨度、周家树、杨笃生、黄兴等。. （√） 

55．杨毓麟在《新湖南》中以论述民族建国主义为出发点，系统地阐述自

己关于个人权利及国家民主的思想。他认为，每一个种族都有自己特定的

语言、习惯、宗教，以及不同的求生手段与权利，即有“特别之性质”和

“特别之思想”。（√） 

56．，杨毓麟的《新湖南》是将西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论述得最全面、最

深刻的文章之一。（√） 

57．20世纪初，湘籍人士中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度最有研究的是章士钊（√） 

58．章士钊在《王船山史说申义》一文中，他又发挥湖南先贤王船山的民

族主义学                  说，借古代历史斥满洲贵



族为“异族”、“夷逖盗贼”。但是章士钊并不以单纯排满为最终目的。

他指出，如果仅以排满为革命主旨，不灌输和培养国民主义，那么社会可

能仍归向专制主义统治而需要进行第二次革命。（√） 

59．黄兴积极致力于发展实业和教育。他指出，不论是解决人民贫困，还

是奠定保证国家独立的物质.基础，发展实业是最根本的方法。（√） 

60．黄兴积极致力于发展实业，提出五项具体主张：一，修铁路；二，发

展农业，移民实边；三，开发矿业资源；四，提倡国民捐；五，改革航运。

其中，铁路建设尤其重要。（√） 

61．易白沙发表《述墨》、《孔子平议》、《诸子无鬼论》等一系列文章。

在《述墨》中，他把墨子的“尚同”、 “非攻”、“兼爱”等主张与西方

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融为一体，目的是在否定儒学的正

统地位。在《孔子平议》中，易白沙揭去了孔学头上的神圣光圈，指出孔

子在春秋之时，“虽称显学，不过九家之一”。（√） 

62．，湘籍人中第一个批判孔子的并不是易白沙，而首推宁调元。早在 1907

年，宁调元就接连写下《论孔子之持家》、《孔子之接物》、《孔子之教

忠》、《孔子之右文》等四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孔学进行批判。（√） 

63．毛泽东与肖子升、蔡和森等人于 1918 年发起组织了新民学会。（√） 

64．新民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 

65．五四时期，湖南学生刊物影响最大的，首推《湘江评论》。《湘江评

论》以湖南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发行，由联合会毛泽东任主编，1919年 7 月

14日出版创刊号。（√） 

67. 五四时期，湖南对新文化启蒙最力的是健学会，它由湘省教育界知名

人士陈夙芳、朱剑凡、向绍轩、杨树达等于1919年 6月发起组织。（×） 

  

二．选择题。 

1．  下列人物中，不能被认为湖湘学派代表人物的是 D 

A.胡宏       B.胡安国     C.张栻     D.程颐 

2．下列人物中不属于嘉道年间湘藉经世派的是 D 

A.陶澍      B.贺长龄    C.汤鹏     D.叶德辉 

3．下列人物中，属于向西方学习的先行者的是 D 

A. 张栻     B. 陶澍    C.汤鹏     D.郭嵩焘 

4． “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为宗旨的学会是， D 

A. 新民学会     B. 任学会    C.致用学会     D. 南学会 

5．《仁学》一书的作者是 C 



A. 宋教仁    B. 曾国藩    C.谭嗣同     D.魏源 

6．作为《书林清话》的作者，同时又是湖南维新时期保守人士的代表，此

人是 C 

A.王先谦    B. 宾凤阳     C.叶德辉     D.唐才常 

7．在文化思想上对湖南维新运动启迪最大的是 B 

A.陈宝箴    B. 黄遵宪     C.王船山     D.江标 

8．在新文化运动早期崭露头角，发表过《孔子平议》、《述墨》的是 C 

A.毛泽东    B. 杨昌济     C.易白沙     D.宁调元 

9．五四时期，健学会的发起者中，不包括 C 

A.杨树达    B. 朱剑凡     C.黄兴     D.向绍轩 

10．关于宋代湖湘学派的学风，以下描述错误的是 D 

A.奉程朱理学为正宗     B. 重经世务实      C.重道德节

操     D.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1．湖南的学术中心也自衡山转移到了长沙的标志是：C 

A. 周敦颐到长沙讲学授徒           B. 朱熹到岳麓书院讲

学   

C. 张栻掌教岳麓书院，传授理学     D. 湘军的军事胜利 

12．湖湘学派最早创世者的学术思想都直接渊源于 A 

A.程颐、程颢    B. 朱熹     C.周敦颐     D.张栻 

13．提出“太虚者，本动者也。动以入动，不息不滞”以及“天地之德不

易，而天地之化日新。今日之风雷非昨日之风雷，是以知今日之日月非昨

日之日月也”的湖湘哲学家是 A 

A.王船山    B. 谭嗣同     C.周敦颐     D.张栻 

14．湖南人普遍具有刚劲强悍的性格，至于湖南人这种性格的成型原因，

下列那一项明显有误：D 

A. 地理    B. 血缘    C. 移民     D.理学 

15．湘军对太平天国战争的胜利，已使它的卫道精神得到湖南士人广泛的

认同，保守势力上升，下列选项，不属于其表现的是 C 

A. 重修地方志    B. 扩建学校书院血缘    C. 开展维新运

动     D. 刻印古籍 

16．湖南近代数十年反洋教斗争中各个社会阶层所散发的大量揭帖文告、

诗文论著，最基本的内容是宣扬A 

A. “黜异端，以崇正学”   B. 西方传教士的种种劣迹    C.排弃

西方科技民    D.强调维新变法. 



18．湖南近代反洋教运动的组织者和指导者是 A 

A. 官员士绅  B. 农民    C. 手工业者     D.湘军将领. 

19．论诗推崇宋代诗人苏东坡和黄庭坚，极力主张恢复宋代诗风，成为道

咸时期“宋诗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开 “同光体”先河的是A 

A. 何绍基   B. 曾国藩    C. 吴敏树       D. 黎庶昌 

20．1871年，奏请选派留学生“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

制造诸书”的大臣是 B 

A. 何绍基   B. 曾国藩    C. 吴敏树       D. 黎庶昌 

21．洋务运动时期，湖南人士中还产生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外交.家，其中被

任命为第一任驻外公使的是 A 

A. 郭嵩焘    B. 曾纪泽    C. 李鸿章       D. 魏源 

22．洋务运动时期，湖南人士中还产生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外交.家，其中被

任命为第二任驻外公使的是 B 

A. 郭嵩焘    B. 曾纪泽    C. 李鸿章       D. 魏源 

23．洋务运动时期，湖南人士中有几位比较著名的外交.家和向西方学习的

先行者，下列人物中不属于此列的是 D 

A. 郭嵩焘    B. 曾纪泽    C. 王之春       D. 易白沙 

24．湖南维新人士从船山学说中受到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其中下列内容不

属于此列的是D 

 A. “趋时更化”的进化发展观    B. 民族主义思想   C. 器体道

用说       D. 排满复明 

25．近代湖南的第一份新式报纸，是维新时期创办的 A 

A. 《湘学新报》   B.《湘学从报》)  C. 《时务报》      D. 《湘

报》 

26．1898 年，陈宝陈宝箴委托唐才常主办的报纸是D 

A. 《湘学新报》   B.《湘学从报》) C. 《时务报》      D. 《湘

报》 

27．维新时期，因为梁启超、韩文举等人大力鼓吹变法维新，倡言民权平

等，成为当时湖南思想最激烈之地的地方是A 

A. 时务学堂  B.南学会   C. 公法学会      D. 法律学会 

28．开办学会是维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学堂、报刊三者合一，都

以开民智为主要目的。湖南维新时期学会众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B 

A. 时务学堂  B.南学会   C. 公法学会      D. 法律学会 

29．湖南维新运动中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勇士是C。 



A. 郭嵩焘    B. 梁启超    C. 谭嗣同     D. 魏源 

30．湖南维新运动时期保守人士的代表是 A 

A. 叶德辉    B. 王先谦    C. 徐仁铸     D. 魏源 

31．湖南开设最早的私立中等学校是胡元倓等于 1903 年 3 月创办的 A 

A. 明德学堂     B. 时务学堂   C. 淑慎女学     D. 周南

中学. 

32。在 20世纪初，湖南教会学校中最著名的是由美国雅礼会创办的A 

A. 雅礼学校    B. 宜湘学校  C. 淑慎女学     D. 圣公学会 

 33．发起创办的湖南第一家民办的教育刊物《周南教育》是的是A 

A. 徐特立   B. 宋教仁    C. 徐仁铸     D.黄兴 

34．以下刊物不属于 20 世纪初湘籍留日学生所办的具较大影响的刊物 D 

A. 《游学译编》   B. 《二十世纪之支那》   C. 《洞庭波》     D.

《湖南官报》 

35．在《新湖南》中以论述民族建国主义为出发点，系统地阐述自己关于

个人权利及国家民主的思想的是 A 

A. 杨毓麟.   B. 易白沙   C. 杨昌济     D. 黄兴 

36．黄兴积极致力于发展实业，提出的具体主张中，他认为最为重要的是D 

A. 发展农业，移民实边   B. 开发矿业   C. 改革航运    D. 修

铁路 

37．五四时期，湖南学生刊物巾影响最大的，首推 D 

A. 《大公报》   B. 《工业周刊》   C. 《晨报》     D. 《湘

江评论》 

38．新民学会的宗旨是 A 

A. 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 

B.  推广教育之范围，实导家庭教育之先务 

c.考求教育方法，以备教员之用 

d. 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宣传新思想 

39. 五四时期，由湘省教育界知名人士发起组织,对新文化启蒙最力的是 B 

A. 健学会   B. 南学会   C. 文化书社     D. 船山学社 

  

三、多选题 

1，宋元明清时期湖湘史学的主要特征有 

A.史学人才和史学著作不断增多。 

B.史学思想逐步走向成熟。 



C.出现了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史学家。 

D. 引入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史观。 

答案：A B C 

2，关于王夫之的史学成就，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根据《资治通鉴》而撰写了一部历史评论《读通鉴论》，以经世致用为

立足点。 

B. 认为史书的作用，就是“述往以为来者师”，使后人能够认识到历史的

“得失之枢机”，作为现实的借鉴。 

C. “势、理、天”三者合一的历史哲学体系。 

D. 用历史进化论的观点对传统的历史观进行了总结式的大清理。认为历史

发展的总趋势是今胜于古。 

答案：A B C D 

3，以下作者属于近代湖湘史学家的有 

A. 魏源 

B. 王闿运 

C. 陈天华 

D. 蔡和森 

答案：A B C 

4，下列史学著作属于的近代湖湘史学的有 

A. 《中国革命史论》（未完稿） 

B. 《海国图志》 

C. 《二百年来之俄患》 

D. 《社会进化论》 

答案：A B C 

5，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湖湘史学的特点有 

A.爱国主义贯穿始终 

B.在史料的选择上重经轻史 

C.讲求编纂体例的创新 

D. 批判君史，倡导民史 

答案：A C D 

6，以下作者属于现代湖湘史学家的有 

A.蔡和森 

B.王闿运 

C.李达 



D.翦伯赞 

答案：A C D 

7，下列史学著作属于的现代湖湘史学的有 

A.《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B.《中国近代史》 

C.《二百年来之俄患》 

D.《中国史纲》 

答案：A B D 

8，湖湘文化的重要的优良传统有 

A．以推崇屈原,贾谊精神为特征的爱国主义传统 

B.敢为天下先的独创精神与艰苦奋斗精神 

C.汇合百家,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 

D.独立自主，抵抗外来文化的传统 

答案：A B C 

9，关于湖湘医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春秋战国时期，湖湘医学有了较大的成就，这主要体现在马王堆三号汉

墓出土的古医术中。 

B.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古医书中，最重要的一种是《阴阳十一脉灸

经》，它是我国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古医方书。 

C. 张仲景确立了“望、闻、嗅、切“四诊法”，被后世称为“医圣” 

D.清代湖湘医学有了较大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出了一大批名医和医学著作。 

答案：A D 

10，下列各项中，能够体现湖湘天文学发展的著作有 

A.《天问》 

B.《五星占》 

C.《神农书》 

D.《天文气象杂占》 

答案：A B D 

11，关于湖湘道教发展的过程，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A. 道教传入湖南是在西汉。 

B.隋唐五代，为湖南道教的鼎盛时期。 

C.宋元明时期，为湖南道教分派的时期。 

D.清代至近现代，湖南道教的衰落时期。 

答案：A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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