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
道
而
行

返
本
开
新

一
念
仁
心

开
班
传
道

国学践行公众号

2016年11月25日

总第 6期

主办单位：湖南省人力资源管理学会 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

名 师 专 访4 版 主办单位:湖南省人力资源管理学会 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
主编：颜爱民 执行主编：刘丽平
编辑：杨博智 刘慧萍 汪念

国学践行二维码

吾道南来 于斯为盛
——湖南省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发展历程及成果概述

孔毅夫

记者：肖教授您好！听说
您即将在第 20期国学研修班为

我们解读 《身心健康与积极人

生》 的话题，特别期待！您能

先简单介绍一下身体健康与心

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吗？

肖涛：我们所讲的就是身
心健康，它是“健康”的一个
元素。因为我们身心是合一
的，两者相互关联。心理的疾
病会引起身体的疾病，而身体
的疾病也会造成心理疾病。所
以“身心健康”是一个紧密联
系的完整的概念。身体上的疾
病只是物质上的一个表现，其

根源是我们的心理状况。在世
界心理学领域，这个理论已经
被广泛认可，称之为＂心理·神
经·免疫＂，通俗地讲就是我们
身体生病其实是我们的心理出
了问题，之后反映到人体的神
经系统和免疫系统，最后呈现
出疾病的外在表现。

记者：您为什么要特别强
调身心健康问题？

肖涛： 2016年 8月 26日，
习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健康中
国 2030”规划纲要。会议指
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要坚
持预防为主，推行健康文明的
生活方式，营造绿色安全的健
康环境，减少疾病发生。长期
以来，我们关注的是“疾病”，
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健
康”，即由原有的“生理模式”
转变到“心理模式”，从而提出
了新的健康理念—— 全生命周
期的健康。我们应当从人的发
展生命周期出发，对婴儿出生
前后期、幼儿期、儿童期、少
年期、青年期、成年期、老年
期等不同阶段进行各种持续的
人力资本投资，建立覆盖人的
生命周期大健康战略体系。 全
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19日至 20日
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
并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

有全面小康。可以说这次大会
把“健康中国”上升为国策。
作为医疗工作者，落实“健康
中国”，实现全民健康，我们责
无旁贷。

记者：您认为具体应当如
何落实？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起

来，我们有何优势？

肖涛：习总书记也多次提
到了“文化自信”，我们要利用
中国人自身的智慧，挖掘中国
五千年的文化内涵与智慧，把
中医发扬光大，做到中西结
合，把健康问题提到了更高层
次，解决中国人自身的健康问
题。毛主席早就提出要洋为中
用，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
其糟粕。而我们现在尤其要做
到西为中用。这几年，我们也
看到了西医的一些固有缺陷，
我们应该积极发掘中医。但是
目前专业人才稀缺，让我们的
中医在传承上有所不足。另
外，我们还要把中医的哲学和
西医的方法学相结合，也就是
总书记所说的，哲学如同天
线，方法学就是地器，探索中
医的新的发展之路。

记者：您刚才提到要挖掘
中国五千年的文化内涵来解决

健康问题，您作为医学专家和

心理学专家，您是怎么挖掘和

运用国学智慧来解决医学和健

康问题的？

肖涛：我认为，中华文化
中有多内容，比如《老子》《论
语》《黄帝内经》等等有很多地
方值得医学借鉴，比如国学中
的大系统理论，把人看成一个
整体和系统是值得推广的，这
也是我们一直所忽视的，如能
把国学的系统理论与方法学相
结合，会对医学有更好的促
进。2012年开始，我们便开始
进行医务人员的心理调适，提高
这个群体的心理健康水平，以开
放的心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专
门设置了传统国学和西方医学
相结合的内容。再比如将国学
的智慧与西方心理学巧妙融合
解决医患矛盾等等。还有刚刚
我们说的健康的理念，是要转变
过去的关注疾病，治病，到防范
于未病，保持健康。这在我们中
国战国时期就已经达成共识，大
家都知道，战国时代扁鹊善于治
已病，而扁鹊哥哥却善于治未
病，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亚健康”
状态就把问题解决好，从而保持
健康。所以，我一直不遗余力地
在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进
行宣讲身心健康的概念，希望能
为实现“健康中国”尽一己绵薄
之力，所以，我欣然来到国学班，
播下身心健康的种子，期待收
获“健康中国”的春天！

国学之兴，民族之幸。潇湘洙泗、理学之邦，一群志于弘道之士，秉

承湖湘文化经世致用之传统，以敢为人先之担当，在湘楚大地发起国学践

行之公益，助推民族文化之复兴。四年披肝沥胆，国学于斯为盛。

相遇太晚
终相遇

——第 19期学员陈颖国学践
行分享会小记

湖南国学践行的发起
缘于颜爱民教授与慈济的
机缘。2012年5月，颜教授
在台湾花莲的慈济总部参
观慈济志业时，被慈济志工
匡时济世、舍利取义的善举
所焕发的人性光辉深深震
撼，也触发了颜老师的一念
仁心，遂决定效仿慈济，用
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去影
响更多的人。回到长沙后，
颜老师倡导国学公益之心，
感召了自己的学生和友人，
也得到了湖南省人力资源
管理学会陈叔红会长的高
度评价和坚定支持。他们
和颜老师一起创立国学践
行俱乐部，发起国学践行。
为了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他
们首先将国学践行的对象
定位为企业家。2012年 11
月，首期企业家国学践行研
修班在长沙御景龙城正式
开班即获得意想不到的成
功，令参加学习的二十名企
业精英收获颇丰。免费教
学、零成本运作、所有人都
是“奉献者”、每个人都是
“主人翁”的模式渐已成
型。颜老师也更加坚信：这
个时代的企业家需要国学
精神。秉承国学践行的宗
旨，接下来四年，企业家国
学践行研修班成功举办了
19期，累计近 7000名社会
精英参与学习，从中受益。
研修班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正急剧扩大。学习和践行
国学，俨然成为星城的一种
人文风尚。

  师资道合，群贤毕
至，必有能量聚集。颜老师
深谙此道，对于大德之师，
颜老必亲自登门礼请，用的
是古时对贤士的敬邀之
礼。“只要是真正有责任的
知识分子，一定能了解我们
的发心，一定会不计报酬，
答应下来。”一念仁心，必有
回响。一时之间，国学践行
俱乐部道合之师云集，他们
中既有通达人性的政界精
英，又有满腹经纶的国学大
家，还有经世致用的经济和
管理学家，更有积淀深厚且
付诸实践的企业家。他们
在国学践行研修班的讲坛
上传道授业，各展所长。这
些专家学者、高僧大德、行
业精英，横跨儒释道三家，
他们将传统文化精髓融汇
应用于现代管理实践之中，
借鉴古代智慧解决现实问
题，将继承传统与开拓创新
相结合，共同为国学研修班
学员打造了一个系统领悟
数千年中国智慧的精品课
程。所以，每一期的国学研
修班，必是思想的盛宴，必
有能量的聚集。颜老师如
此总结这样的“能量聚集”：
“凭借当今时代被认为最重
要的元素——利的缺位，而
具有强大的能量。”没有
“利”的吸引之下为何会有
这种广泛的“能量聚集”
呢？我想除了国学践行俱
乐部的精心组织和精神感
召外，更多的是国学之道本
身的魅力吧！

大道至简，知易行
难。唯有践行，方解其本
真。践行，是国学的本
质，是国学的灵魂。国学
践行研修班老师的免费
授课、组织的纯公益零成
本运作、奉献者的全程服
务本身都是践行“利他至
上”的国学精神的体现。
每一期国学研修班上，穿
红马甲的奉献者都成为
一道最亮丽的风景。从
进入课堂前的行礼，到资
料的印制、助教的陪同；
从时间的控制、氛围的掌
控到及时的报道，整个活
动流程一丝不苟。他们
来自各行各业，有企业
家，有政府官员，也有大
学教授。但是在这里，没
有身份的差异，因为大家
都曾受惠于国学教育，有
着“践行国学、为国分忧、
造福社会、成就自我”的
理念。正是在这样一个
充满正能量的爱心团队
的感召下，很多人在这里
找到了精神家园，不仅自
己参与其中，而且发动亲
人朋友学习和践行国
学。还有很多学员把国
学理念带到自己的企业
和家庭，改变了企业的困
境和人生的命运。如今，
奉献者的队伍日益壮大，
现在登记在册的已经有
1000余位。他们将用时
间、汗水和对国学赤诚的
爱让国学践行变得越来
越实，越来越美。

在国家转型与变革的关键
节点，国学践行既要在内容上
循道而行，也要在形式上适时
创新。湖南国学践行俱乐部不
带任何利益诉求，其公益性引
发了很多自觉自愿的捐赠。
2016年 3月 16日，湖南践行国
学公益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
监事会、专家委员会正式宣告
成立，组织运行走向正轨。在
大家的集思广益之下，国学公
益基金会围绕国学践行公益事
业进行了全方位的创新。除了
继续完善公益商店运作模式
外，还确立了四大国学研修项
目和六大国学践行项目。国学
研修项目有每年开设 6期的企
业家国学践行研修班；有已成
功举办 15届的国学公益大讲
堂；有旨在培养国学践行奉献
者骨干和深入基层践行师资的
经典专修班，还有践行文库项
目的筹划和出版。六大国学践
行公益项目则包括润心社的爱
心助学公益、“和美乡村”建设
项目、湖南省国学流通中心等
国学践行馆的设立，湖南省中
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国防科
大附中、附小、万婴教育集团、
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株洲西迪硬质合金科技有限公
司、星城监狱等国学践行基地
开展的国学智慧研习及践行活
动，还有正在筹建中的国学践
行书院。湖南省国学公益基金
会正是要通过这些国学研修和
践行的公益项目，把基金本身
所赋予的文化和公共价值体现
出来。在这里，每一个国学公
益基金的活动，都是大家践行
国学的平台，人人都可以做自
己的主人。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国学践行，正当其时。

9月 30日，株洲市国土资源局
会议室，刚刚从第 19期国学践行研
修班结业的宽组学员陈颖师兄举行
分享会，与国土资源局 20余名干部
及第 18期两位师兄分享她的国学践
行学习之旅。

从开始的质疑到后面的震憾，
陈颖师兄介绍了与国学践行研修班
结缘的过程。高密度的学习、高能
量的传递、高水平的授课，让她深感
国学博大精深，遗憾自己与国学相
遇太晚。

国学践行需要传承，陈颖师兄与
大家分享了她的感受、认知与体会。
她最感动的是奉献者及学员甘愿放
下身姿，放下工作生活的纷扰，沉静
下来学习并践行。她认为国学博大
而谦恭，教化却柔软，让她懂得了要
学会感恩、学会思辩、学会奉献。

陈颖师兄原汁原味地分享了老
师们的真知灼见。如唐浩明的君子
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浑的意思
是做人不要太精明太武断；忙，左边
是心，右边是亡，忙得心都要死了，我
们不要太忙，要多留点时间给家人朋
友；一个人不能过渡占用社会财富和
浪费资源；能量有多大，就做多少事，
做了不求回报，就不会有怨恨；所有
的事物都是自己的能量场所吸引而
来，所以我们应该反观自己。

陈颖师兄推心置腹的分享引起
了大家的共鸣和热烈讨论。第 18期
张师兄结业后立即报名成为第 19期
奉献者，她说，她对师兄们深深鞠躬
的那一刻，就是在与自己的心灵链
接并对话，不禁泪流满面。

分享会上，大家觉得受益匪浅，
认为国学重在践行，从自己做起，从
小事做起，努力做一个践行者，将能
量传递下去。真正能够留给子孙的
东西是文化，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推
广传统文化，无论是国学还是西方思
想，最终是要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

·青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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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凭着赤诚的“鲁冰花”情
怀，用生命教育的实践创造了一
个生机灵动的教育桃花源，为此
感动了他的学生，也感动了所有
人。他是谁？他就是让教育回
归生命本真的梦想实践家、台湾
教育年度大奖的获得者——台
湾新北市水源国小的教导主任
杜守正老师。

教育是生命绽放的引领
杜老师大学时代是读工业工

程管理的，他与小学教育结
缘，是大三那年受到电影《鲁
冰花》的触动，想到偏远地区
照顾那些需要照顾的小朋友。
水源国小有山、有水，还有一
群可爱的孩子们，这儿就有点
像鲁冰花里的小学校，他心中
的理想也在此生根发芽 ……因
为有教育的情怀，十余年的教
学生涯，他乐在其中，感动在
其中。他把教育看成是人生中
最幸福的事情，因为自己通过
教育去引领孩子生命的觉醒与
绽放。他把生活中这些感动的
经验看成是教育的源头，因为
他觉得这些感动可以让孩子享
受生命成长的喜悦，以此唤醒
孩子内心本自具足的善良、智
慧与爱。这种生活教育的体
验，让他找到了开启教育桃花

源的钥匙。在他的教学中，他
会让学生规划自己的前程，经
营自己的世界。他聆听学生的
心声，尊重每个学生的意愿，
放手让学生自己去摸索自己的
前程，以此获得宝贵的生命体
验，而这些可以让孩子珍藏、
记忆的东西，将永远散发出它
吸引人的教育魅力。杜老师还
强调，既然教育是引领生命的
绽放，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教育
者本身有一种热爱生命、热爱
生活，并且在现实的生命进程
中真心真意，积极思考，努力
坚守拼搏的态度。每个人都可
以做到，关键的问题是你想不
想去做？如果把这个问题想明
白了，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
成功幸福的教育人生。

课程是生活体验的呈现
“我一直觉得课程，不要去

定义它，课程是长出来的，课
程来自哪里？在我看来，课程
来自现实的生活的体验。”杜老
师这样说到。在教学中，杜老
师经常会把生活中的一些创意
和经验融入到课程里，与学生
一起分享。刚开始只是以一首
歌或一个活动为起点，后来，
渐渐累积为有系统的教学，而
这些教学课程，都是生活体验

的呈现。为了把“回家的路”
发展为融合自然、美劳、音
乐、乡土等的《探索水源》的
课程，他先是带着小朋友溯水
探源，沿着学校旁的旧沟渠往
上走，观察周边的生态与地
型。之后，孩子们经过讨论，
把这条无名的大沟渠命名为
“水源溪”。而且，每个孩子把
溯源时印象最深刻的动物与植
物捏成陶板，放在水源溪旁的
围墙上，一个水源溪生态的缩
影于是成形。对于这种体验式
学习，杜老师说：“无形中，走
过了，大家对于这方土地会有
情感，情感是走出来的。”这样
的教学实践，没有豪华的设备
与教材，没有冠冕的课堂名
称，杜老师做的就是把学生的
生活融入并累积在课程里。在
生活课程中用心分享孩子成长
的过程，杜老师在自己的涂鸦
本里写着：“我希望，能在孩子
心中埋下一颗待发芽的种子，在
春风来临时，长出新枝，带他走
一辈子。”

音乐是美好心灵的播种
杜老师说，“坦白告诉各位，

其实我连五线谱都不懂，但是我
会作词、作曲，因为什么？因为
我的源头来自孩子的感动，之后

我谱了曲、写了词，感动了孩
子。所以，真的是要谢谢孩子们
给我的感动，触发我这颗种子，
让我会作词作曲。”音乐已经成
为杜老师和学生交流的重要手
段。音乐不仅是音乐课，也是作
文课，有时候布置作文，有的同学
“信手拈来”，一段文字往往就很
感人，他就谱上曲，让大家一起传
唱。因为曲子来自学生们的现实
生活、是孩子内心心灵世界的真
实表现，所以唱起来有一种打动
人心的力量。所有人都陶醉在音
乐的美好中，仿佛心中有一粒种
子被悄然唤醒，开始生根、发芽
……这位灵魂歌者，用音乐传递
着爱和感动的力量，给孩子们的
心灵播下了美好的种子。

生命是多么的珍贵和美好，
我们生活在世间，一定要让自己
的生命活出更高的意义，而且还
要引领更多的生命活出更高的
意义！我们今天学习和践行国
学，也承载着这样的意义和使
命。真的希望，未来能多出现一
些像杜老师这样的老师，也真的
希望未来的孩子真的像花一样，
不论生长在什么地方，不论周围
是怎样的环境，都能得到爱的教
育，都能自然的、自由的绽放。
愿所有的孩子都可以用这样的
方式活一生！

杜守正

○荣获台湾教育年度

大奖（全台湾小学教师每

年仅有一位）

○台湾新北市水源国

小教导主任

○新北市艺术与人文

辅导团团员、研究员

○台湾知名班主任

本期主讲：家庭教育

和学校教育之道

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
加快，人的压力越来越大，亚
健康问题比比皆是，健康已
成为人类关注的焦点。怎样
留住健康、青春与美丽？怎
样能活得长寿而有质量？怎
样才能拥有健康而积极的人
生？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
访了医学博士（后），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教授，国家 863
首席专家，湖南省心理卫生
协会副理事长，湖南省康复
医学会心理康复专业委员会
肖涛主任委员。

肖 涛
○医学博士(后）主任医师

／教授／博士生导师
○国家 863首席专家
○中国医促会肿瘤整形外

科专业委员副主任委员
○中国抗癌协会肉瘤专业

委员会委员
○湖南省心理卫生协会副

理事长
○湖南省康复医学会心理

康复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湘雅二医院院长助理
○湘西茶文化研究会会长
本期主讲：身心健康和积

极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