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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石门人才辈出的原因 

                   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熊英 

内容摘要：晚清以来，石门一改过去人才寥落的局面，出现了人

才辈出的现象。综计近代石门人才，我们可以将之划分为军政与学术

二大类。究其原因，主要有四：书院和学校的纷纷建立是近代石门文

化名人勃兴的基础；习武之风的盛行是近代石门武将众多的主要原

因；贫穷落后、生计所迫是近代石门名人励志成才的重要原因；家族

的提携和同乡同学的举荐，是近代石门人才辈出重要因素。 

关键词：石门 ；近代 ；人才群； 原因  

石门县地处湘西北门户，是一个拥有 1400 多年建置历

史的县级辖区。这里自古属荆楚之地，秦时隶黔中郡慈姑县，

汉属武陵郡零阳县，三国改隶天门郡，晋属天门郡澧阳县，

南北朝时天门郡治由今大庸县境下迁石门，陈武帝永安二

年，后梁肖察罢天门郡，更置石门郡，隋文帝开皇九年，废

石门郡，置石门县，划归澧州管辖，此后虽隶属有变，而县

名未易。晚清以前，石门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地处穷乡僻壤，

交通欠发达，人迹罕至，故历史上人才极度缺乏。“吾县基

立且千载，未有一人声于史籍者”
①
晚清以后，石门县一改

过去人才寥落的局面，出现了人才辈出的现象。综计近代石

门人才，我们可以将之划分为军政与学术二大类。闻名全国

的军政人才主要有国共两党类别，其中国民党方面的军政人

                                                        
① 【清】阎镇珩《北岳山房诗文集》第 98 页，岳麓书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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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要有林德轩、龚柏龄、龚先舫、李执中、唐俊德、唐荣

阳、唐生海、唐振铎、唐天文、唐明德、郑洞国、龙天武、

上官业佑、覃遵三、陈聪谟、陈襄谟等，共产党方面的军政

领导人有王尔琢、贺声洋、陈振亚、盛忠亮、蔡晴川、王展

程、龙家泉、郑国、陈奇谟等。学术类人才主要有黄道让、

阎镇珩、申悦庐、李执中、郭东史、贾国永、伍家宥等。人

们不禁要问，一个小小的县城，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如此多

享誉海内外的人才，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笔者下文旨在从文

化教育、经济状况、民情风俗与社会生活等方面探寻近代石

门人才兴盛的原因，以飨读者。 

首先，书院和学校的纷纷建立是近代石门文化名人勃兴

的基础。 

晚清时期的石门县隶属直隶澧州，该县西北部山势崎岖、

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东南部平岗交错，沱、渫、

道、澧四水从西北向东南盘桓蜿蜒，属于膏腴之地。一般来

说,教育是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清前期，石门总体上经

济落后，因此教育欠发达，学子们要到百里以外的澧州所属

的澧阳书院、怀德书院、澹津书院、崇实书院、陵阳书院、

萝洞书院等地去求学，山路崎岖，路途遥远，有诸多不便，

而唯一较早创办的一家县属书院天门书院（秀峰书院）是在

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由知县许耀祖集资创建的。晚清同

光年间，随着湖南各地经济形势的好转、湖湘文化的兴盛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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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勃兴，石门及邻近的慈利书院建设如雨后春笋般的兴

建起来了，“近时书院之设，自通都杰邑，讫于荒遐僻绝之

境，所在皆有。”
②
同治年间石门重建了有竹书院、慈利县也

重建了溇江书院，光绪年间慈利又创建了九溪书院、两溪书

院和渔浦书院，从清代湖南的书院的空间分布及数量来看，

长沙、永州、衡州和郴州名列前茅，超出平均值 22.23所，

而澧州的书院总数量接近平均值，达到了 21 所，成为书院

相对发达的地区。而一个地方书院的发达在某种程度上显示

了该地区教育的发达。到清末，私塾已经遍及石门城乡。特

别是 1903年后，随着清末 “新政”的教育改革，众多私塾

摇身一变而为私立小学，县城也办起了高等小学堂和中学

堂。民国初年即 1912 年，石门县中学校建立，石门很多名

人都出自于当地的学校。 

石门近代名人学校教育情况一览表 

    （材料多取之于《常德历代名人》和《石门名人录》） 

                                                        
② 阎镇珩《北岳山房文集》卷七，《渔浦书院记》第 101 页。岳麓书社 2009 年版 

姓名 出生地 出 生 时

间 

就读学校 入学时间 

黄道让 新铺乡黄溪峪 1814年 入私塾 1825 年 

郑协吾 磨市镇商溪河 1822年 太平寺书院 时间不详 

阎镇珩 蒙泉镇阎家坪 1846年 县学生员 1862 年 

申悦庐 新关镇 1884年 县学生员 1901 年 

郭东史 罗坪苏家铺 1884年 澧阳书院 1898 年 

李执中 沿市乡白羊山 1860年 入私塾 时间不详 

王尔琢 磨市镇商溪官桥 1903年 官桥小学石门初

级中学 

14和 1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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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格里的数据表明，在清末新政教育改革之前，石门

人才群求学的方式多为私塾和书院，而新政以后一般都在石

门县立高等小学堂和石门中学。学校教育是他们成才之本，

自身的刻苦用功和努力拼搏则是成才的关键所在。 

    二、习武之风的盛行是近代石门武将众多的主要原因 

石门重武之根源，一方面可以追溯到其县名之由来。关

于石门县名的由来，虽然都有因县城外有岩壁立如门之说，

但是具体地址史书上却有三种说法，据嘉靖《澧州志》所载，

知县谢嘉诏曾撰写了《石门辨》一文，文中记录了东门、西

门和西南门三种有石如门之说，笔者看来不管是哪一种观点

正确，都诚如谢知县所言：“兹二石者，枕江襟流，左阖右

闭，西北之粗恶，遏绝排阻，而不得越；美恶平险，截然如

蔡晴川 两河口蔡家老屋 1903年 石门县立高小 时间不详 

盛忠亮 维新镇热水溪 1907年 新开寺高小石门

中学 

8和 11岁 

伍家宥 苏加铺镇 1895年 县立高等小学堂 1912 年 

覃道善 壶瓶山镇 1903年 石门中学 时间不详 

郑洞国 磨市镇商溪 1903年 入私塾及石门中

学 

8和 15岁 

林德轩 新关镇莫家榻 1877年 入私塾 1884 

唐俊德 水南渡乡焦山村 1888年 石门高等小学堂 1903 年 

唐生海 壶瓶山镇咸泥村 1901年 私塾及石门中学 1917 

上官业佑 皂市镇今白云乡 1908年 南圻竹坝桥小学 1913 年 

龙天武 白云乡竹坝桥 1906年 竹坝桥小学石门

中学 

时间不详 

田载龙 蒙泉镇礼阳山 1894年 石门中学 1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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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蒙，兼具华夷之界限、天地之门户”。
③
另一方面石门的

地理位置也决定了防守的重要，“西北鹤、乐、长、永连接

镇筸，东南武、桃、龙、安临瞰洞庭，下窥澧、岳，上觑川

黔，皆可借径资为户牖。虽非用武之国，实亦扼要之区，团

防不豫，若寇盗何？”
④
可见，石门县是一个交通枢纽，民

众与境外常有往来与交流，人口流动性大。晚清以来，时局

动荡，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染指该地后，为防止盗匪沆

瀣一气，袭击村庄，各地纷纷兴办地方团练，保卫家园。光

绪二十年（1894年）清政府下诏各省县武教师可以设馆授徒，

培养武庠生，于是石门一带涌现出很多武馆，农闲时节青壮

年男子就离家到附近的武馆展开练武活动,待到各武馆的武

教师接到澧州武考执行官的武科考州谕后，教官就会挑选优

等生前往州署赶考。同时清朝的科举盛行选拔武童和武举

人，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穷乡僻壤的青壮年仕途之难的问

题，更加激发了乡民练武的风气。如二都乡有一个著名的武

术教师江茂斋当时在花果山建有武馆，很多农家子弟都慕名

前来学武艺，林德轩早年就是村里最有名的拳击手，后拜江

茂斋为师，成为一名武童生，武庠毕业后又被选送到府学及

武汉文学堂学习，继而进入军界的。江茂斋先生先后教授徒

弟 18 人，有 13人考中武秀才，为家乡培养来了一批军界人

才。唐荣阳早年曾投奔商溪武生陈南轩在水南渡文家村开设

                                                        
③ 朱湘泉校注《嘉靖澧州志》第 254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④ 王浦堂、周训典主编《清同治石门县志校注》第 296 页，石门县政府方志办 2003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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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武馆，得其真传，练就了一身武功，一年后回家又在泥沙

镇平峒村东河开辟跑马场苦练骑马射箭举重功夫，二年后参

加澧州武考，头场考试各门均获第一，第二场因目疾虽未能

如愿，但稍后又考入了湖南警察学校。唐天文也是特别酷爱

武术，家境贫寒的他肯吃苦耐劳，从小就干苦力活，开山抬

岩、伐木放排等重体力活都不在话下，练就了一身轻功，能

飞檐走壁，上房揭瓦，后来投奔同族爷爷辈的唐荣阳，进入

军营，成长为抗日少将。总之，石门出武将的重要原因就是

这里很早就形成了治军经武之风气。 

三、贫穷落后、生计所迫是近代石门名人励志成才的重要原

因 

石门属于湘西北一个偏远贫困县，这里的交通闭塞，经

济落后，百姓生活异常困苦，晚清石门学者阎镇珩曾经如此

勾画石门的贫穷程度：“其治所当山谷穷处，城郭不设，室

屋狭卑，无豪家大族，商贾游贩之利壤薄，以贫民给，生不

舒愉，故其俗务纤啬，急作业，而不暇顾计《诗》、《书》礼

义于人，而聚无一人知文学者，科第仕宦尤不恒有”。
⑤
面对

贫穷和生计的艰难，一部分年轻人选择了勤奋的科举仕途或

者学术研究，希望通过刻苦读书改变命运，更有大部分有思

想的青壮年男子认为与其生活在穷乡僻壤苟全性命，不如外

出闯荡以效豪杰，或许能混出个模样，于是纷纷从军效力沙

                                                        
⑤ 阎镇珩《北岳山房文集》卷七，《石门学田记》，第 97 页，岳麓书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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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过多年的征战，成长为军界的英雄。学者阎镇珩就出

生在一个极端贫穷潦倒的读书家庭，父亲阎燮元因后屡试不

第，得了“狂易疾”，疯疯颠颠，又遇上庸医误诊成了哑巴，

四十八岁时病故。母亲梅氏，双目失明，镇珩靠祖母抚养成

立，八岁时还无钱入学，只得到族兄的学馆旁听。但他聪明

好学，记忆超群，能做到过目不忘，至今石门还流传着他“馈

薪借读”的故事，十七岁时以县学第一名的成绩被补为生员，

尽管后来屡举不第，但其学术造诣深厚，所写文章多次被列

为范文供学人诵读，后人称赞他为学“博通古今，孤介绝俗”，

近现代著名学者郭嵩焘、钱基博、黄濬、张舜徽、方克立等

都对他的学术成就和文风给予了高度评价。历史学家郭东史

也是家境贫寒，十二岁即给姑父家放牛，姑父家办有私塾，

聘请了留日的刘孔阶先生授课。东史好学，工余即当旁听生，

把别人读过的书捡来读，无纸无笔就用棍在地上画。那时学

生放学时要背搭书，许多在籍学生背不全，东史却背得滚瓜

烂熟。刘先生见他聪慧，十分喜欢，主动帮他出书钱，辅导

他，让他半工半读。两年光景，经史、文选、唐诗、宋词，

他样样习学。十四岁时（1898），他又拜师阎镇珩，力攻史

学，十七岁（1901），以第三名的考试成绩入岳麓书院，受

业于长沙王先谦、湘潭王闓运等湖南名师，学问大增。石门

寒门不仅出鸿儒，更出名将，清末民初石门青年因为贫穷而

选择当兵的也很多，这也是为什么湘西出土匪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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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当兵拿枪是穷苦乡下人出头的唯一选择，这些穷乡僻壤

出来的人在部队又肯吃苦，敢玩命，讲究忠义，正所谓“知

交之穷，而义愈著”，故日后都会有大的出息。如前所述抗

日的唐天文少将就是因在家贫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为

了全家不饿死才选择投奔同宗同祖的爷爷辈旅长唐荣阳入

军营。郑国和陈振亚均为磨市镇商溪河人，一个少年随母流

离乞讨为生，一个 12 岁为求糊口到财主家当牧童，走上革

命道路后成长为中共领导人和解放军少将 

四、家族的提携和同乡同学的举荐，是近代石门人才辈

出重要因素。 

   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依然深受着封建社会长期形成和

沿袭的宗法制度和家族观念的影响，家族相帮和乡邻关照始

终是社会的主要凝聚力。对此，林语堂先生分析得很透彻，

他这样表述中国的家族邻里观念：一个人中了状元或进士之

后，他的家人、亲戚、族人、甚至于同镇的人，在情感上和

物质上，都可以靠他获得一些利益。一个人中了状元或进士

之后，衣锦还乡，将一个荣誉的金匾高高放在他的祖祠里，

家人和镇上的人都很高兴，他的母亲也许在喜极而流泪，全

族的人都觉得非常荣耀。在上述思想的支配下，中国人形成

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远亲不如近邻”的互帮情节，

也不自觉地卷入了帮人与求人的生存法则。这种情况越是在

落后闭塞欠发达的地方越发明显。近代石门军事人才辈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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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乡家族成功者的提携、举荐与帮助，以

学派论，阎镇珩是近代石门大儒，学问备受同行高度评价，

近代著名学者黄濬盛记录了对他的印象：“自少好为文章，

以才气自雄，欲追韩退之、王介甫辈而与之齐”
⑥
郭嵩焘见

到阎后也对他称赞有加：“其志趣甚高远，文笔亦俊”
⑦
同乡

郭东史和申悦庐仰慕其学识和才华，相继成为阎镇珩的学

生，最终成为了著名的历史学家；以家族论，石门军界名人

无论是国民党的抗日将领还是革命者有很多都带有家族人

才群的特点，抱团情节明显。如相继担任澧州镇守使和湖南

警察厅厅长的壶瓶山镇平峒人唐荣阳带出了唐振铎、唐生

海、唐生明、唐天文等族人从军立功，唐天文来澧州投军时

约了同族青年唐天柱、唐力阶等；林德轩又带动了堂弟林精

一、林道范、林道喜、林道根等族人从军。此外，就是同乡

地缘同学关系的互相提携，如指引所街乡抗日名将覃遵山离

开家乡走上国民革命道路的就是其表兄北伐名将唐俊德中

将，而覃遵山在石门县立高等小学、石门中学、长沙甲种工

业学校等地读书期间有一批同学好友如郑洞国、王尔琢、黄

鳌、王炳南、陈奇谟、杨万年、陈寿山，这些同学老乡后来

在革命活动中成长，涌现出了五位将军级别的名将。又如抗

日名将郑洞国、王尔琢、贺声洋三人都是石门中学同学，再

加上黄鳌四人又是同期考上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兼同乡。

                                                        
⑥ 李肖聃《星庐笔记》第 61 页，岳麓书社 1983 年版 
⑦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四卷，第 49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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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表明家族和地缘关系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石门近

代名人。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商榷的理由，笔者并非唯心史观，

此说仅供参考。晚清以来湖南人才兴盛，同时堪舆学也流行，

诚如学者们所言“湖南近世，若曾、左、郭、刘诸公，皆信

风水，刘霞仙罢官家居，尤信其说，岁积巨金，命其幼女掌

管以为购地之需。”
⑧
我们可以借用他山之石，从堪舆学的角

度来看分析石门的人才与地势风水的关系，近代湖南著名学

者郭嵩焘在同治年间论述湘乡人才兴盛的原因时曾经如此

述说：“自翟水以下，高山巨嶂重重关锁，以上地势渐敞，

近来人才之盛，亦有由也。
⑨
”用此观点来套用石门的地势，

西北部群山荟萃，东南部平岗交错，地势呈弯把葫芦状，沱、

渫、道、澧四水由西北上而向东南下汇聚，也正好说明了这

个理由。 

 

课题主持人：熊英  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教授，常德名人

研究会会长； 

主要参与者：唐明哲，石门县政协文史委唐明哲，常德名人

研究会会员； 

冉永清，石门县政协文史委主任，常德名人研究会会员； 

                                                        
⑧李肖聃《星庐笔记》第 90 页，岳麓书社 1983 年版 

 
⑨ 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二卷，第 811 页，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