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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因法师

◎香港宝莲禅寺
方丈
◎中国佛教文化
研究所执行所长
◎南京大学教
授、博导，生命哲
学研究中心主任
◎湖南践行国
学公益基金会
专家/特聘教授

◎中共湖南省委
党校常务副校长
◎湖南行政学院
常务副院长
◎湖南师范大学
教授/博导
◎湖南践行国学
公益基金会专
家/特聘教授

张国骥

◎中南大学教
授/博导
◎中南大学人力
资源研究中心主
任
◎湖南省人力资
源管理学会执行
会长
◎湖南践行国学
公益基金会理事
长

颜爱民

主讲课程：《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视角看领

导之道》。

主讲课程：《六祖坛经》精要及应用启示、

《空而不空的人生智慧》、《智慧·成就——净
因法师与颜爱民教授对讲<六祖法宝坛经>》

主讲课程：《国学精粹与现代管理导

论》、《国学宇宙观与现代时空论的统一》、

《文化的组织管理机制》、《企业家义利平衡

激励模式把控》、《国学践行机理及国学在

教育和家庭中的应用导论》等。

◎中南大学教授/博
导
◎湖南省政协经科委
主任
◎湖南省政协常委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湖南践行国学公益
基金会专家/特聘教
授

吴金明

主讲课程：《新经济常态下的企业应对之策》。

◎禅宗临济宗、沩仰宗
传人、一诚和尚较早法
嗣、国内著名弘法高僧
◎长沙洗心禅寺、山东
甘泉寺等寺院首座
◎中南大学、北京交通
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
客座教授
◎湖南践行国学公益
基金会专家/特聘教授

妙华法师

主讲课程：《士大夫精神与中国文化》、《理学与
人生》、《中庸之道》。

朱汉民

◎湖南大学岳麓书
院 国 学 研 究 院 院
长、教授/博导
◎湖南省社科联副
主席
◎国际儒学联合会
副理事长,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
◎湖南践行国学公
益基金会专家/特聘
教授

主讲课程：《火中金莲维摩诘》、《超越、格

局、境界——普贤十大愿的现代诠释》、《一花五叶

论禅法》、《善业·事业——妙华法师与颜爱民教授
对讲<十善业道经>》、《人道·天道——妙华法师与
颜爱民教授对讲周敦颐<太极图说>》等。

主讲课程：《湖湘文化与伟人思想》。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内科学
科、学术带头人
◎国家二级教授主任
医师，博导
◎国家级名中医，享
受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
◎湖南践行国学公
益基金会专家/特聘
教授

程丑夫

◎ 湖 南 大 学 教 授/博
导、校督导团督导、院
学术委员会主任
◎湘军名将胡林翼玄
孙女
◎2013 年全国最受欢
迎的五名女教授之一
◎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
金会专家/特聘教授

主讲课程：《中国儒道思想精粹及其应用》、

《苏东坡佛学修养与人生智慧》、《禅宗思想的发展

与精髓》、《儒家的人生智慧》等。

胡 遂

◎湖南省政府文史研究
馆馆员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
化学院教授
◎原湖南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湖南省省社科联
主席
◎湖湘文化研究会副会
长,《故事湖南》主讲人
◎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
金会专家/特聘教授

郑佳明

主讲课程：《中医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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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那是 2012年五一，颜爱民教授去宝岛

台湾旅游。从小就梦想着的祖国宝岛让他
震撼的不仅是台湾的迤逦风光，更是其优秀
文化的传承和民风的淳厚：所有旅游景点食
品、纪念品都是明码标价、货真价实，在大陆
许多旅游点所形成的砍价和防止被欺诈的
心理阴影很快就消解了，感觉非常轻松和舒
畅。尤其是参观花莲慈济总部时，被慈济志
工们的善举所深深震撼：救济他人时的深深
鞠躬、医务人员用嘴帮病人吸允脓疮……这
一切都是那么真诚和悲悯，没有任何做作，
更谈不上身段和架子，他们身上完美地体现
了中华文化的传统美德，他们脸上洋溢的幸
福表情深深打动了颜爱民教授。他当即就
下决心：为人定当如斯！颜爱民教授对同行
的湖南日报记者瞿建波等朋友说：“我已年
介半百，再也不愿为虚名假利去打拼，我会
好好研究慈济现象，我应该会有所行动！”

开局
凭一个想法，一路坚持。从第一期到

十八期，从20个学员到每期近千人报名。
有付出必有回报，有善因必结善果。还

记得第一期，一个 20人的班，有 36名奉献
者承担服务，从酒店出行、餐饮到教室门
口、到茶点，乃至到卫生间，当然包括
课堂每一个细节，都倾注了奉献者

的心血，两天三晚过去了，时钟定格在2012
年 11月 25号晚上十点半，结业典礼结束
时，所有的学员和奉献者全部热泪盈眶，“国
学践行”的力量显露了，开局成功……

初捷
从 2012年至今，从 20人到 800人，所

有的工作和过程都是按着“高质量、高标准、
高要求”的三高原则进行，几百位奉献者都
是利用业余时间义务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默
默奉献，俱乐部的办公室常常通宵达旦，“累
并快乐着”成为人们的口头禅，“辛苦了”被
转化成为“幸福了”，在奉献者中流传。从这
里散发出的正能量、正信息不断地传递到社
会的各个方面，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也改
变了许多人的人生态度和命运：有闹离婚的
夫妻在去办离婚手续之前被人拉来课堂，学
习后抱头痛哭、和好如初；有企业家朋友在
结业典礼上当着全体学员和妻子的面忏悔
自己的失德行为，下决心痛改前非；有很多
人当场在课间给父母打电话表达自己的孝
心。更可喜的是许多学员把国学理念带到
自己的企业和家庭……

真心
颜爱民教授八十年代就读于中南大学

的材料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是一位纯工
科的学子。后来又考入中南大学工商管理
学科的硕士博士，后又晋升为教授博导。

颜教授在从事管理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
中，日积月累，将国学精粹应用于管理之
中，这时的他在业界已享有声誉。

他深知在中国转型发展过程中企业家
群体承担了太多的责任和压力，同时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他们是社会的脊梁，绝大多
数人极具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他们又
居于许多价值冲突和矛盾的焦点，国学对
他们确实有用。并且颜爱民教授在过去解
决企业发展实务项目中已积累了一些成功
经验，国际上，像稻盛和夫们的成功，本质
上也是国学精粹在企业组织中的成功应
用。接下来就是确定目标、构建运行模式、
制定操作方案，将国学践行的目标定为“将
传统文化精髓融汇应用于现代人力资源管
理实践之中，借鉴古代智慧解决现实问
题，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颜爱民教授坚
持认为当下中国最缺失的就是国学精神
之中的“真诚”，我们只要“发真心”、“用诚
意”，就一定能成功，而在当前利欲横行的
社会环境下，能体现“真诚”最好的办法就
是公益，不带任何利益诉求，一定能够将国
学的魅力最有效的释放出来。

同道
在起步阶段，找到志同道合愿意一起来

做公益的国学专家颇为不易。十分难能可
贵的是著名国学专家、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
副会长吕锡琛教授与颜教授一拍即合，成为

企业家国学践行俱乐部的第一位参加奉献
的国学专家，修为颇深的刘猛老师、徐衡老
师也成为最早的奉献教师，剩下的课程内容
主要侧重在国学在管理的应用方面，主要由
颜教授个人包打包唱。记得第一批“奉献
者”（我们自己专门取的名字以有别于宗教
团体的志工、其他的义工及志愿者称号）培
训时，颜老师再三强调，“我们每一位就是国
学的践行人，我们必须秉承国学“至诚”和
“恭敬”的精神，做好学习班每一项服务工
作，将国学的力量体现在国学班的每一个环
节之中，展现在每个人的身上。”韩雪、刘红
为首的奉献者服务团队非常有效的承载
了“至诚”和“恭敬”的国学精神。

定慧
2014年颜教授在英国剑桥大学访学，

他和即将一同前往国内为第八期国学班授
课的剑桥大学博导尹一丁教授漫步在康河
边的Wimpole庄园，颜问尹：“为什么现代
工业文明会发端于英国，而非欧洲大陆或其
他地方？”尹答：“英吉利海峡使英伦三岛得
以免除许多战乱，能很早就产生剑桥、牛津
这样的学府，使得有一批人能安静地思考和
研究”。是啊，“静而定”、“定而慧”，国学俱
乐部的发展乃至中华文化的复兴、中华民族
的崛起都需要“静”、“定”。如何保持长期的
“静”、“定”，这是国学践行班师兄们将面临
的持久考验…… 袁福东 王德明

颜爱民教授专访：一位工科学者缘何发心倡导国学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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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佳明，《雍正王朝》、《走向
共和》、《恰同学少年》等一系列
红遍中国的“湘字号”精神文化
产品的策划人，卸任前还是湖南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湖南省社科
联主席。作为宣讲团的主力成
员，他每年都要赴三湘各地做多
场思想报告，是一位湖湘文化的
挚诚传播者。对他来说，正式卸
任后并不意味着可以休息，恰恰
相反，没有行政事务牵扯精力
后，他更有时间全心投入自己的
探索和研究工作中。

以研究湖湘文化为使命
谈论湖湘文化时，郑佳明
显得驾轻就熟。从被贬谪
至此的屈贾、柳宗元，到

来湘做官的张仲景、韩愈，从游
至湖南的诗人陆游、杜甫，到生
于斯长于斯的王船山、陶澍，从
湖湘各个学派及其代表，到每
一次澎湃的思潮与运动，关于
湖湘文化的脉络他都是引经据
典、手到擒来。

他思索湖湘文化的基因，从
舜帝、梅山文化，到中央文化对
湖南知识结构的改变和对湖南
文明的开化提升；他思索这方水
土养育的湖湘之子生而有之的
壮怀激烈、先锋意识；他说：“身
在湖南，每天接触湖南人湖南
事，特别是湖南的近代历史，必
定会有所探索与追求，研究湖湘
文化是我作为一个湖南的历史
学者的使命。”

在众多的湖湘名人志士中，
郑佳明最敬仰的还是左宗棠。
他说：“他对国家贡献太大。同
治期间，西北暴动割据纷争，左
宗棠平定回乱，收复新疆，是湖
南人的骄傲。他甚至把自己的
棺木也运送过去，以示决心。”

从《故事湖南》中品读历史
除了《雍正王朝》、《走向共

和》、《恰同学少年》这些知名的影
视作品之外,郑佳明还有一份非常
动人的作品——《故事湖南》。

郑佳明曾和湖南经视的领导
聊天，聊到湖南有 6700万人口，
21万平方公里地域，几千年历史，
可以做一档高端纪录片，给中年
以上、拥有一定学力水平的受众
观看。结果双方一拍即合，金鹰
纪实频道很快就推出了《故事湖
南》。“说实在的，我喜欢这个节
目。爱家乡热土才能有情有义，
不忘历史才有归宿认同。悠悠数
千年湖湘文明，承载了多少生命
的追求；滔滔南去的湘江，记忆着
多少慷慨悲歌！如今西风又一次
强势东渐，全球化浪潮席卷而来，
湖湘文化如何薪火相传？湖南电
视人做一档《湖南故事》，不仅是
爱国爱家教育的需要，更是湖南
人情感的需要、审美的需要、价值
追求的需要和文明传承的需要。”
在宣传部工作时，郑佳明就组织
编写了十几本介绍长沙历史文化

的书籍；主持《故事湖南》时，他同
样以一个读书人的形象呈现在观
众面前，不卖弄华而不实的辞藻，
只凭借情景还原的节目制作方
法，感染和吸引观众穿越迷雾，探
寻历史。

正如《故事湖南》的介绍：有
一些记忆，曾经回忆后被尘封；
有一些故事，曾经流传后被遗
忘。穿越时间的缝隙，淘洗点滴
时光，典藏流金岁月。这档使郑
佳明被称作“湖南第一知性主持
人”的节目，浓缩了湖南 60年历
史发展进程，为观众讲述特定时
代发生在湖南的故事。

“求真务实，从头做起”
尽管郑佳明担任过很多显

赫的行政职务，然而在他身上，
你看到更多的是学者的儒雅，而
非官僚的架子。

而立之年回到故土，郑佳明
首先在长沙市委党校当了三年
老师。当时国家进行机构改革，
提倡干部年轻化、知识化、专业
化。在这个背景下，他被推荐担
任党校的副校长。结果市委领
导考察时发现小伙子知识能力各
方面都很不错，便举荐他当市委
副秘书长。领导找他谈话询问意
见，郑佳明心想，秘书长是管吃喝
拉撒的吧，觉得这个职位他不合
适。领导再问：“那市委宣传副部
长呢？”郑佳明回答说：“这个可

以，这个职位还可以一边念书
啊！”担任副部长之后，郑佳明发
现每次开会秘书长总坐在他前
面，问同事为什么，答曰：“秘书长
官大一些。”“哟嗬，一不留神选了
个小官做！”郑佳明丝毫不在意地

开起玩笑。

聊起有名金句“求真务实，从

头做起”，郑佳明笑说这其中有个

小故事。有一天他在省委大院里

碰见熊清泉老书记，熊老对他说：

“郑佳明，你年纪不大，怎么头发都

白了？”郑佳明突然冒出一句话来：

“求真务实，从头做起。”当时只是

调侃，而从那以后，熊书记走到哪

儿都宣传“求真务实，从头做起”，

自己也不染发了，这句话就慢慢传

开了。生活的细节折射出郑佳明

的幽默与通达。他曾说过：“官员

要向后果负责，学者要向真理负
责。”这两句话，正是他为“求真务
实”做的自我注解。

为学，郑佳明从不间断充实
自己的文化修养，用功甚勤；为
官，他依旧保持了自己作为历史
学者的良知和责任意识。整个湖
南都被他深入了个遍，探访民俗，
观察庙堂与江湖，思考社会问
题。尽人事，听天命，正如他喜欢
的岳麓书院的对联所说：“是非审
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
于数”。

谭琴 杨淑岚

他如何与国学结缘？在四十
余载的治学生涯中，身处喧嚣浮
躁的时代里，他又是如何身体力
行地践行圣贤之学，守持自己与
国学的美好缘分？接受专访的时
候，朱汉民教授动情地回忆了自
己与岳麓书院的渊源。

率性选择岳麓书院
什么叫率性？不少人认为率

性就是由着自己的性子来，不加
约束。实际上，率性，说的是要遵
循顺应每个人原本就合乎“道”、
本来是“善”的那个真性情！

朱汉民的父母都是工人，少
年时代正好经历文革，好在朱汉
民喜欢读书，读各种好书。他说：
“那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读
书，现在想来，可能就是一个人的
天性使然”。

高中毕业后，朱汉民在邵阳
做过中学代课教师。1976年粉
碎“四人帮”以后，他参加了 1977

年首届高考，成为湖南大学七七
级师资班的学生。

读大学时，朱汉民第一次踏
入岳麓书院。“那是一个十分沧
桑、残破的院落，由于经历过太久
的历史风雨，成为一个大杂院式
的职工宿舍，歪斜地搭建了大小
不一的厨房、杂屋、鸡棚……”他
感到内心十分难过，却没有想到
自己会一辈子和岳麓书院结缘。

初入大学，朱汉民如饥似渴，
什么书都看。“幸福感特别强。”他
强调说。刚开始，朱汉民比较喜
欢看西方的著作。后来，在阅读
一些中国传统的经典书籍时，他
发现近代西方的民主思想，在中
国战国时期孟子等圣贤的论著里
早就探讨过。

看到《孟子》里说“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二十出头的朱
汉民大吃一惊。也就是说，早于
西方世界两千年，孟子就提出了
西方近代才启蒙的民主思想。接
下来影响朱汉民的是庄子，他是
这样评价的：“我觉得庄子对人生
有很透彻的理解。”

转眼大学毕业，朱汉民面临职
业选择。朱汉民就读的政治师资
班，绝大多数同学的选择，都是到
省委、省政府去工作，而他最终选
择了岳麓书院和国学。“我当时选
了一条所谓的‘黑色’道路，也就是
找一个读书的地方，做学问。收入
低，待遇差，唯一好处是比较自由，
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读书。”

从对国学的先天亲近，到后
来学习了解后的理性思考，朱汉

民已经准确感知和捕捉到自己的
真性情：那就是热爱国学，热爱书
院。这或许就是一条充满智慧的
率性之路。

被国学潜移默化
影响的人生

朱汉民进入岳麓书院工作后
不久，就独立完成了他的第一本
学术专著《湖湘学派与岳麓书
院》。这是学术界第一部将书院
与学派结合起来研究的学术专
著，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赞
誉。后来，他又完成了中国政治
文化丛书《圣王理想的幻灭》，
获得李泽厚先生、中国社科院胡
绳院长等大家的高度赞誉。

1992年，朱汉民走上岳麓书
院的行政管理岗位，并应邀到美国
等地考察拓展眼界，与一些汉学家
交流。那时，朱汉民认识到，文化
是需要交流的。岳麓书院要想发
展得好，不能固守自己，而要随着
时代变迁，不断吸收新东西。

正是国学的的熏陶，无形中
影响了朱汉民，在多次获得机会
可以移民到美国等发达国家发展
事业时，他选择留在了中国，他
说：“国学和我人生的结合，是潜
移默化的。”

在别人看来，一直坚持在岳
麓书院工作，可能是比较冷清的、
淡泊的。他当时写过一句话，“简
朴以清心、淡泊以明志”。谈到自
己对国学事业几十年的坚守时，
朱汉民认为：践行古圣先贤的国
学思想和智慧，不管面对怎样的

外界环境诱惑和冲击，都能始终
守持内心的和谐；而在应对和处
理现实问题时，努力践行和应用
国学中“和”的智慧，平衡自己的
内心，从而坚定自己的信念。

践行是国学的精髓
朱汉民不仅承担着繁重的科

研工作和日常管理任务，还要给学
生授课，时间经常不够用。所以国
学热出现后，很多人邀请朱院长讲
课或兼任社会职务时，他都婉言谢
绝了。唯有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
的邀请，他一直欣然接受。

对于与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
的结缘，朱汉民如是说：“国学践行
公益基金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首先，参与国学践行研修班的
学员，层次都相当高，涉及到政界、
学界、商界、医界等各个领域，大量
的精英参与其中；第二，在践行国

学公益基金会里，大家都很有诚
意地在做所有的事，我非常感
动！第三，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
组织动员能力极强。基于这些深
刻而美好的印象，我很乐意去参
加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的活动”。

朱汉民这样说：“践行国学公
益基金会，是把传统的知识、传统
的价值，和身体力行的实践结合
起来，我认为，这些恰恰是国学的
精髓！”

谈到颜爱民教授，朱汉民表
示：“颜教授作为一位管理学的学
科带头人，他在运作践行国学公益
基金会时，做到了‘中体西用’。一
方面他把管理学的一些先进模式
融入进来；另一方面，他善于把中
国国学的精髓，运用到管理中间
去，所以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具
有持久的精神感召力量。”

文激扬 杨淑岚

朱汉民，曾任岳麓书

院院长二十多年。而朱

汉民主持岳麓书院的二

十多年，正是岳麓书院凤

凰涅槃重生的特殊时期。
毫无疑问，朱汉民对岳麓

书院学脉的延续和发展，

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主编：陈高学
编辑：王德明 刘丽平 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