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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古以来，长株潭一直引领湖南经济的发展。
长株潭传统生产方式的形成是基于长株潭特殊的自然环境、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之上的演化结果。
生产方式是文化生态的集中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讲，长株潭传统生产方式的形成也就是长株潭传统文
化生态的形成。
分析长株潭传统生产方式的形成对长株潭都市化文化生态的构建富有重要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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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谭嗣同之后，长株潭先进人士的&ldquo;仁民&rdquo;思想大多发展成了民权主义思想，如黄兴就
提出：&ldquo;盖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
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起而担负国家之重任，此固理之至明，而亦情之至顺也。
&rdquo;①蔡锷也认为：国家是&ldquo;公共的国家&rdquo;②，&ldquo;古今名将用兵，莫不以安民爱民
为本&rdquo;③。
然而，在很长时期内，湖南人并没有将民权主义与民本主义正确地区别开来。
民本思想仍在深深地影响着他们。
早年毛泽东就有着强烈的民本思想。
1913年，他在《讲堂录》中记有：&ldquo;人心即天命，故日天视自我民视。
天命何？
理也。
能顺乎理，即不违人；其得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
&rdquo;1919年7月，他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又提出：&ldquo;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
主义，庶民主义。
&rdquo;而他在这一时期提出的人世救民，&ldquo;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圣域&rdquo;，以
及&ldquo;民众的大联合&rdquo;的思想，可以说是其民本主义思想的直接体现和发展。
他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不断地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最终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爱物是长株潭人重要的传统道德规范之一，也是仁爱规范的进一步扩展。
正如康有为所说：&ldquo;孔子之道有三：先日亲亲，次日仁民，终日爱物，其仁虽不若佛而道在可行
，必有次第。
乱世亲亲，升平世仁民，太平世爱物，此自然之次序，无日躐等也，终于爱物，则与佛同矣，然其道
不可易矣。
&rdquo;（《大同书辛部&middot;四禁》）所谓爱物，就是要爱惜除人以外的山川草木、鸟兽鱼虫等一
切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事物。
程颢说：&ldquo;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rdquo;（《二程集&middot;河南程氏遗书》卷二）王阳明还认为，人之仁应当与孺子为一体，与鸟兽
为一体，与草木为一体，与瓦石为一体，即&ldquo;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rdquo;（《王阳明全
集&middot;大学问》）。
这就把中国古代的&ldquo;天人合一&rdquo;思想，赋予了有具体内容的&ldquo;仁民爱
物&rdquo;&ldquo;民胞物与&rdquo;的新高度。
　　二、尽忠报国　　在长株潭传统道德中，忠是一项非常重要的道德规范。
挖掘、梳理&ldquo;忠&rdquo;的道德内涵，继承和弘扬&ldquo;公忠&rdquo;这一传统美德，对当代长株
潭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株潭人的&ldquo;忠&rdquo;突出表现在对国家、民族的忠诚。
战国时期屈原的事迹，司马迁有生动的记述。
他写道：&ldquo;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
作《离骚》。
&hellip;&lsquo;屈平既嫉之，虽放流，蜷顾楚国。
&hellip;&lsquo;被发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形容枯槁&rdquo;，乃作《怀沙》之赋，自陈忠志，最终报国无门，悲愤交加。
&ldquo;于是怀石遂自沉泪罗以死&rdquo;（《屈原贾生列传》）。
屈原忧国忧民的忠国思想一如滔滔清浪，万古不息，感染着一代代后人。
　　在明末清初之际，长株潭是南明政权抗清的主要战场之一。
当时，不仅广大人民群众与南明官兵一道奋力抗清，而且一大批士人也纷纷走上抗清的第一线。
王夫之、夏汝弼、管嗣裘等人，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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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把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提出了&ldquo;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rdquo;的命题
，把那些祸国殃民之辈斥之为&ldquo;罪人&rdquo;。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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