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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研究应结合区域文化走向深入1 

周秋光 

【摘 要】：谭嗣同的研究在全国、在湖南可谓已经达到极限，但并非再研究谭嗣同已经没有意义。当今类似谭

嗣同这类人物的研究已呈现逆向深入的发展趋势。谭嗣同研究继续走向深入，首先必须立足现实，把历史研究和立

足现实结合起来，做对区域发展有益的事。其次可以尝试结合区域文化从六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一是研究浏阳这

块产生谭嗣同的土壤；二是研究影响谭嗣同成长的思想渊源；三是研究浏阳谭嗣同的师友，特别是他的同伴；四是

研究谭嗣同之最的特别性；五是研究谭嗣同对于浏阳、对于湖南、对于全国、对于后世的影响；六是研究如何继承

和弘扬谭嗣同精神，如何保护、传承这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与厚重的历史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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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戊戌维新与谭嗣同殉难 120 周年纪念。谭嗣同的研究在全国、在湖南可谓已经达到极限。据考查，在中国知网和民

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搜索引擎上，以“谭嗣同”进行全字段搜索，至今共获得文章 4300多篇，而以“谭嗣同”为主题词进行搜

索，也约有 800篇；在读秀学术数据库中，以“谭嗣同”为全字段进行搜索，发现迄今为止，关于谭嗣同的图书达 4800 余种。 

回顾一个多世纪的谭嗣同研究，大体可分为四个研究阶段，即清末民初（1898-1919）；民国时期（1920-1949）；新中国

成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1950-1976）；改革开放以来（1977-至今）。 

在第一个阶段，正处在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对谭嗣同的评说，政治宣传多于学术探讨，多数人是利用谭嗣同

去服务于其政治的需要。而真正从学术的角度去研究谭嗣同，是在第二个阶段才陆续展开，期间发表的论文仅 10多篇，因这一

阶段正处于抗战时期，人们着墨较多的是介绍谭嗣同的生平和爱国主义精神，此外还涉及到《仁学》的主要内容、谭嗣同的哲

学思想、宗教思想和思想启蒙等，因此这一阶段的研究带有明显的起步时期的拓荒色彩。 

新中国成立后，谭嗣同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们对谭嗣同的研究史料开始了系统而全面的分类整理，《谭嗣同全集》、

《谭嗣同年谱》均陆续出版，一些学者的著述及普及性的小册子也相继面世，并且截至“文革”前，发表的有关谭嗣同的学术

论文已有 60多篇，各种现象显示出此阶段的谭嗣同研究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有了空前的发展。不过也应当提出，由于受

当时特定政治气候制约，研究者总是努力从党性原则出发，热衷于论述谭嗣同的哲学派别和阶级属性。50 年代中后期，出现了

一场规模不大的关于谭嗣同思想属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的争论。由此，本已形成的良好研究趋势在这种简单化的“左”的思

维裹挟下逐渐发生了转向，到“文革”发展到了顶峰，正常的谭嗣同的学术研究随之步入歧途。 

文革的结束和随之进行的改革开放，为谭嗣同研究重新走上正轨拉开了序幕，使其在历史的新时期乘势而上，谱写出了光

彩夺目的新篇章。新时期里，关于谭嗣同的研究史料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和整理，比如《谭嗣同全集》大幅度充实，《谭嗣同

资料汇编》、《谭嗣同诗全编》等出版，为谭嗣同研究的深化和拓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经历了“文革”寒冬后的省思，这

时期多数学者突破了划分“派系”的僵化的“左”的思维模式，开始用现代的新理念去重新诠释谭嗣同。据统计，1978年到 1999

年的 21年间，发表的各种学术论文有 200多篇，研究的角度和范围也相当广泛。除了继续对《仁学》及谭嗣同的哲学思想进行

深入研究外，不少学者还论述了谭的民权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人口思想、道德伦理思想、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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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逻辑思想、历史哲学思想、思 

维方式、人生观、人本主义思想以及性科学思想。谭氏与其他维新人士的交往及思想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一定成果。谭嗣

同为什么在北京等死、为什么信佛、为什么写《仁学》、为什么去找袁世凯等专门问题，亦有人著文评论。还有学者研究了谭

嗣同与洋务运动、与辛亥革命、与清前期浙东学派的关系。关于谭嗣同的一些史实的考订也有一定的进展。1997 年在中国人民

大学召开的“海峡两岸谭嗣同思想学术研讨会”和 1998年在浏阳召开规模盛大的谭嗣同国际学术研讨会，涌现了大量新且高质

量的研究成果。从中国知网上考查发表的论文情况看，以“谭嗣同”为主题的学术论文数量在 1998、1999这两年达到了最大值，

均为 32篇。 

在港台方面，谭嗣同研究也颇受重视。据不完全统计，自 50年代至今，港台报刊上发表了有关谭嗣同的文章数十篇。另外，

谭嗣同也是许多研究汉学的外国学者的关注点，尤其是日本学者一直对其怀有浓厚的兴趣。仅据粗略估计，从 50 年代到 80 年

代末，日本学者就发表谭嗣同研究论文近 40篇，他们在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上往往具有时空性和细腻性的特点，这对中国学者

是有所启发的。①2 

前面提到的谭嗣同的研究在全国、在湖南已经到了极限，是不是说再研究谭嗣同就已经没有意义了呢？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察到当今的谭嗣同研究已呈现出从全国一级研究走向省一级研究，又从省一级研究走向了市县一级研究的态势，我以为这

种态势是一种逆向深入。这种逆向深入，在当今史学界，已经成为一种趋势。是一种逆向发展的趋势。所谓逆向，就是违背了

常规。但是这种逆向又是不可避免的，是必然的，是需要的。这种逆向发展的趋势从本世纪初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也就是说像

谭嗣同这样一级的研究人物，外面能做的，已经都做了；外面做不到、看不到的，恰恰是谭嗣同故里的优势。一般说来，外面

的人研究谭嗣同研究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认为再研究不会有什么大突破了，就不会再做下去了。而只能是谭嗣同故里即湖南

浏阳这样的地方，出于对谭嗣同的情感，才会继续深入地把谭嗣同研究不断地做下去。其实除了浏阳研究谭嗣同，全国其他许

多地方，也都在研究他们各自的地方名人。例如我参加过的，如浙江乐清研究朱镜宙，湖南耒阳研究蔡伦与罗含，广东惠州研

究廖仲愷，广东中山研究孙中山等等。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逆向发展的趋势。其实是史学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需要寻

找新的门径，就会出现这样的趋势。 

那么谭嗣同故里研究谭嗣同，应当怎样走向深入呢？首先，我觉得必须立足现实。把历史研究和立足现实结合起来，通过

研究历史做对地方发展有益的事。100多年前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提出了“一切真正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①3，这个命题是

强调研究历史必须关注现实，通过关注现实可以更透彻地解读历史。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历史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但历史

的生命力恰恰是在现在的现实中存续的。历史如果不能为现实所用，就没有了生命力，那么研究历史又有什么用？ 

其次，可以尝试结合区域文化从如下六个方面展开深入研究： 

其一，要研究浏阳这块土地，这是产生谭嗣同的土壤。浏阳这块土地，为什么会产生谭嗣同这样的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浏阳不仅产生了谭嗣同，还产生了唐才常、刘善涵这样一批人。浏阳这个地方真是人杰地灵。不仅有革命家，还有艺术家，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长沙首屈一指。特别是浏阳文庙的古乐，成为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邱之稜把浏阳古乐打造成了山东曲

阜祭孔的古乐，而且流传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像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这是浏阳人干出来的，很了不起的。还有欧阳家

族（欧阳予倩、欧阳山尊）、王氏家族（王人美、王人艺）。还有浏阳的花炮在全世界也很出名。所以我们要研究浏阳为什么

会这样。谭嗣同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这块土壤为什么会产生谭嗣同、唐才常？这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的。 

其二，要研究影响谭嗣同成长的思想渊源。一个人，他生存的环境和条件，对于他的性格特征会有很大的影响。那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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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以外，就是他思想的渊源了。谭嗣同作为湖南人，他是受惠于故里与湖湘文化这种思想渊源的。我们要将浏阳联系到湖湘

文化，联系到从宋代以来的湖湘学派思想传承对于谭嗣同的影响。谭嗣同肯定是这个思想传承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这里

有一个继承的关系。当然这一些，学界已经做了深入研究了。然我们也不能只研究这些就够了。我们还要把浏阳与江西联系起

来，浏阳与江西有地缘关系，周敦颐在江西讲学，他的学术是被两个福建人（即胡安国胡宏父子）从江西传到湖南的。那么浏

阳与这种传播有否关系呢？还有，为什么浏阳会办兴办算学社，而且率先全国？在谭嗣同之前的浏阳先贤，肯定是做了功课的。

因此，我们也要研究浏阳本土的先贤对于谭嗣同的各种影响。 

其三，要研究浏阳谭嗣同的师友，特别是他的同伴。他们在谭嗣同成长的道路上对谭嗣同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谭嗣同遇难

以后，会有唐才常这样的人挺身而出，起兵“勤王”？自立军起兵这一点，学术界也做过研究。但是我们浏阳要有我们浏阳的

说法。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冲上去，这叫英勇赴死。这是何等的一种情怀，一种友谊!这说明了谭嗣同的人格魅力，说明

了他在友朋心目中的地位！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同为浏阳人的谭嗣同与唐才常，他们都有许多相似的共同点，这就是地方

文化所赋予他们的共同的价值取向与性格特征。 

其四，要研究谭嗣同之最的特别性。我认为谭嗣同有五个特别突出、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可以是谭嗣同之最，具有特别性

或唯一性。我梳理谭嗣同的五个之最：一是他在他的家乡浏阳兴办了一个算学馆，这是全国第一个变法维新的机构，开地方维

新求变之先导，这算不算谭嗣同之最？所以谭嗣同说得上是开全国地方一隅变法之先导的一人。二是他在湖南维新运动中，把

湖南维新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成为全国最有朝气的一省，当然这不是谭嗣同一个人完成的。但是我告诉大家，我是专门对这段

历史做了梳理的，也澄清了一些不实的言论。我发现谭嗣同在这段历史中是个灵魂和标杆式的人物，很多的举措都跟他连在一

块。比如移风易俗的湖南不缠足会，当时湖南兴革的一系列举措。还有湖南的电灯，谭嗣同专门写文章发表在《湘报》上予以

宣传介绍①。不仅这样，谭嗣同还是湖南发起维新求变最先觉醒过来的一个人。在 1896 年以前，湖南还是全国最守旧的地方。

沿海地区兴办洋务运动都三十年了，湖南还无动于衷的，固守着过去的一套。所谓守旧就是排斥新事物，排斥到什么程度呢？

湖南要搞小火轮，从长沙到汉口，好多人都反对。曾国藩这么一个有名气的人，他死了就因为用轮船把他的灵柩运到长沙来，

长沙人不准上岸。宁乡人周汉反洋教，把外国人用漫画画成猪精，闹得沸沸扬扬，外国人不敢踏进湖南一步。长沙被认为是铁

门之城。曾国藩组织湘军救了清朝，让湖南人居功自傲沉睡了 30 年。湖南这头睡狮醒过来是在 1895 年，其时恰巧逢湘军在牛

庄也一败涂地。昔日湘军的神话在辽东战场上破灭了。这时候谭嗣同在写给欧阳中鸽的信中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

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致精思。…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远验之故籍，近咨之深识

之士。不敢专己而非人，不敢讳短而疾长，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含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

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②4。这段话表明了谭嗣同要学

西方、学曰本，要屏弃守旧湖南的姿态，是当时湖南最早觉醒的一人，在全国他也是走在前面的。三是由于谭嗣同的激进，维

新变法从湖南又转到了北京。戊戌政变时他又不肯逃走，“我自横刀向天笑”，血溅菜市口，成为近代为变法而流血的第一人。

当然我们说在古代还有商鞅这样的人。但是在近代资产阶级维新变法中，他是流血变法的第一人。四是他的《仁学》，其思想

价值在同代人中是无与伦比的，所以他被誉为是中国冲决封建思想罗网的第一人。五是他的友朋之道，侠义之心，也堪称当时

全国之最。他曾经指出：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无纤毫之苦，有淡水之乐，其惟朋友乎！顾择交何如耳，所以者何？一

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意，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①5。所以他特别重视友朋。他对朋友的真诚，

侠肝义胆，见义勇为，为朋友两肋插刀，在当时无人能及。所以在他死后，有唐才常、梁启超这样的人为他未完成的事业竞相

奔走。 

第五，要研究谭嗣同对于浏阳、对于湖南、对于全国、对于后世的影响。这是我们以前做得不够的。以前我们只研究谭嗣

同的变法维新事迹，对于谭嗣同受了谁的影响，而谭嗣同又影响了谁，研究甚少。谭嗣同是湖湘文化传承链条上的一人，对他

影响最深的一是王夫之，二是魏源。可是谭嗣同对于后世的影响，即谭嗣同身后受他影响的是些什么人，以前研究者几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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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过。其实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去总结和梳理的。特别是到了今天，谭嗣同走了这么长的时间了，竟然还有张维欣这样的谭粉。

这说明谭嗣同的人品和人格，对当代年轻人，特别是 80后，90后，都还有影响。也说明谭嗣同活在当代，在今天的现实中还具

有生命力。这是我们今后要做好的一门功课。 

第六，要研究如何继承和弘扬谭嗣同精神，如何保护、传承这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与厚重的历史财富。这方面研究在以前

都还是空白，这种研究的空白浏阳人完全可以自己填补。我们要精心设计如何通过一些有效的载体，把谭嗣同的精神和影响鲜

活地再现在谭嗣同故里浏阳的地方历史和现实文化中，也就是说浏阳如何打好谭嗣同这张文化牌，建设好谭嗣同文化园，构建

以谭嗣同等一大批浏阳历史人物为代表的浏阳地方人文精神。所以我说谭嗣同研究在全国、全省虽然已经到了极限，但是在浏

阳谭嗣同故里来说，却大有文章可做。浏阳应当有一批研究本乡本土的地方文史专家等，也可以用文学的笔去写史学，这样可

以别开生面，为谭嗣同故里的区域文化繁荣增光添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