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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远古有教育现象开始至1949年。
全书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有权威的文献记载，有真实的历史记忆，规模宏大，内容丰富，共二卷，120
多万字。
本书全面系统反映了湖南教育的缘起、发展和历史风貌，理清了湖南教育的发展脉络，总结了各个历
史时期的经验和教训，在思想开拓、史料挖掘、学术探索、经验总结等各个方面有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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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换句话说，这些纹饰艺术仅仅是“有意味的形式”①，它所反映的真实内容是商周时期湖南先人的宗
教信仰、图腾崇拜和生活理想。
再如凤形青铜器，有岳阳的商代牺首凤鸟兽面纹铜尊（凤夔尊）、芷江的西周青铜凤形器等。
前者肩部为夔龙纹，肩中有三个仰首坐立凤鸟。
将其与后来长沙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帛画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对“风”和“夔龙”的造型十分相
似。
后者外表以鳞状纹羽饰为主，颈中部饰凸弦纹和三角形几何纹，尾羽饰以错齿长三角几何纹，变形云
纹构成凤翅。
铜凤昂首怒目，嘴微张开，冠尾倒翘，作挺立将鸣状，秀丽中显得雄姿勃勃，刚劲里透出端庄祥和，
造型独具匠心。
龙凤形青铜器既是艺术品，同时也寄托着湖湘先民对凤和夔龙这两种动物的图腾崇拜。
“凤”作为纹饰出现在湖南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上，表明这是商周时期湖湘人民以家乡的孔雀和鹰等飞
鸟作为原型创造出来的象征美与善的艺术形象，表达了他们对美好善良事物和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而
“夔龙”则是以毒蛇和蝎等爬虫为原型创造出来的象征丑与恶的艺术形象，表达了他们对丑恶事物和
行为的憎恨和鞭挞。
因此创造和使用这种青铜器的同时，就向年轻一代进行了美与丑、善与恶的道德品质教育，培养了他
们分辨美丑善恶的能力，养成他们美好善良的道德行为。
在艺术创造及其教育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青铜乐器创造。
这就是铜铙、铜编铙和铜镩。
铜铙具有多种用途，在平时用作重大祭祀活动的乐器，在战时用作指挥作战、激励将士士气的器具。
特别是1993年在宁乡出土的一套商代青铜编铙，共9件，通高33.5-53.5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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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湖南教育史(套装共2册)》是由岳麓书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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