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践行公众号

我是中华儿女，我是炎
黄子孙，今天我在这里宣
誓，做一个国学践行人。
弘扬国学，助推民族复
兴，传播国学，倡导公益
文明。正大光明做人，恪
守仁和礼恭。国学和谐之
道，国学君子之行，我要
践行！

我是中华儿女，我是炎
黄子孙，今天我在这里宣
誓，做一个国学践行人。
研 习 国 学 ，反 对 封 建 迷
信，热爱国学，追求修齐
治平。融汇中西古今，立
志经世致用。国学通达之
理，国学知行之路，我要
践行！

注：《国学践行之歌》
由颜爱民教授作词，曹志
强师兄作曲并演唱。

国学践行之歌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艰苦
岁月里，湖南郴州有一位少年，
刚读完小学就跟随父母下放至
农村。然而，他对知识的追求并
没有因此而停止，他一边劳动一
边努力自学，后来成为一名著名
学者和教育家。他，就是中南大
学原常务副校长黄健柏。

一段经历，自学成才
谈及下放农村这一段经历，黄

校长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
黄校长出生在上世纪五十

年代，因为要跟随父母下放至农
村，小学成绩优异的他不得不接
受一个残酷的现实——他可能
永远无缘于学校教育。命运的
这般安排，或许会让很多人感到
迷惘甚至绝望。但这个坚毅的
少年却没有。他说：“正是在这
个过程中，我深刻领悟到‘一份
耕耘、一份收获’的道理。”他决
心要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去耕
耘和播种这块知识的土壤，收获
知识的果实。

繁重的劳动未能阻挡这位
少年求知若渴的脚步。他开始
自学，劳动之余挑灯夜读成了他
每日的必修课……他坚持不懈，
先后自学完成了初中、高中的所
有知识。说到这里，黄校长顿了
顿补充说：“我自学了初高中的
知识，我这个小学毕业生后来竟
然被邀请去当初中老师，当时我
还有点小自豪。现在想起来，更
多地是觉得这件事情未免有些
滑稽：小学生被拉去教初中生！

由此可见，当时农村的教育资源
有多么缺乏，教育条件是多么的
差！”

令人欣喜的是，这个没有接
受过系统完整的中学教育、却还
教过初中的“小学生”，凭借自身
的努力考上了中南矿冶学院（现
已并入中南大学），成功敲开了
大学之门。
《诗经》有云：“日就月将，学

有缉熙于光明”。在贫瘠的土地
上努力生长并花开满枝的黄校
长，早在年少时就以实际行动给
了这句名言生动且有力的诠释。

两本著作，投身科学
说到读书，黄校长对一件事

情至今难以忘怀：那时候，在农
村劳动时非常辛苦，好不容易有
了一次机会去新华书店。刚进
书店，他就被哲学家艾思奇的
《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
和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的《基
本粒子》两本书所吸引。他坦
言，正是这两本现在看起来极其
常见的书把他内心那粒科学的
种子激活了，这粒种子慢慢在他
心里生了根、萌了芽……

1978年，他进入中南矿冶学
院工程测量专业，并于1989年取
得控制测量研究生学历，1999年
晋升为教授，1997年被选列为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跨世纪
学科带头人”，2003年起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05年
博士研究生毕业，是国家社科基
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863”

计划专家组成员，湖南省重点学
科“工商管理”负责人……

在产业经济学领域，黄校长
长期关注我国金属资源、电力等
国家支柱性产业发展中的重大
问题，先后承担了包括国家社会
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产能过剩矛
盾突出的行业发展趋势和调整
化解对策研究”、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基于系统动力学的有
色金属价格波动机理与预警研
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厂网分离’条件下输电服务定
价机制的经济分析与系统动力
学模拟”、国家发改委软科学研
究项目“高技术产业对经济转型
的促进机制研究”等国家级课
题。在企业理论的研究过程中，
黄校长把行为经济学、契约理
论、激励理论等学科结合，系统
地研究公司治理理论。在这一
领域，黄校长先后主持了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公平偏好与过
度自信心理偏差对激励契约设
计和效率的影响研究”、教育部
科学技术重点项目“我国经理人
市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相关
研究成果发表在《管理世界》、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管理
科学》等国内外重要刊物和学术
会议上。

三生万物，结缘国学
被问及主攻管理科学和工

程专业的黄校长如何与国学结
缘时，他用《道德经》里面的“道
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作答。他与国学践行的“姻
缘”是颜爱民教授牵的线。起
初，颜爱民教授邀请黄校长到国
学研修班的现场指导工作。随
着对国学践行的越来越深度的
参与，黄校长越来越发现国学践
行意义重大，并表示将深入挖掘
和弘扬国学精粹。

言必行，行必果。作为湖南
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专家委员
会主席，黄校长将互联网思维与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为研
修班的学员传道授业解惑。他
还主张让学校进一步重视思想
道德教育，广大师生应该系统地
学习传统文化，并做到知行合
一，让国学践行精神深入人心。
同时，他也表示：让国学深入每
一个人的心里不是一件一蹴而
就的事情，路漫漫其修远兮，只
要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国学学习
和践行的队伍，全社会将会更加
光明和美好！

寄语学员：勿以善小而不为
说到给国学研修班学员的

寄语，黄校长慎之又慎的给出了
《三国志》中的这一句：勿以善小
而不为。对于来自社会各行各
界精英的学员，因为爱好国学、
爱好中华传统文化而聚集到了
一起进行相对系统的学习，学习
的目的是要能让人见贤思齐，见
不贤而内自省。一人善，则全家
善，全家善，则社区善，慢慢地，
随着影响半径越来越大，世界也
将更美好，这也是儒家的“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另一种
诠释。

后记：在命运赐予的那条布
满荆棘的蜿蜒小路上，黄校长用

自己的双脚踏踏实实丈量每一

寸知识的土地，进而走出属于自

己的康庄大道。在他每一个深

深浅浅的脚印里，都藏着一个坚

定的信念：笃学不倦、奉献不已。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宋朝张载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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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践行之歌 激情唱响大湖之南
刘慧萍 刘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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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11月，由颜爱民教
授创立的湖南省人力资源管理学
会国学践行俱乐部，首开“企业家
国学践行研修班”于麓山之下，湘
水之滨。旨在“以国学精粹立心，
承华夏之道统，传文明之甘露。
期圣贤教化之道，薪火相传，祈国
人性灵之方，绵绵不息……正本
清源，造福社会，成就自我，快乐
人生。”

研修班以俯瞰东西方文化的
全新视角，通过两天三晚的身心
净化之旅，让来自全国各地的社
会各界精英，在这个精心组织、系
统领悟数千年中国国学智慧的精
品课程中共同修学，课余分组讨

论，旨在通过解读历史，阐述儒、
释、道智慧，将传统文化精髓融
汇、应用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实
践中，借鉴古代智慧，解决现实问
题。课程结束后，学员回到各自
的家庭、单位和日常生活中，以至
诚之心践行国学，开启幸福人生
新模式。

自此，湖湘子弟举国学之大
旗，由大湖之南开始激情唱响一
首首“国学践行”的“大地飞歌”。

三湘儿女身体力行，践行渐
美，从中华文化中汲取力量，构筑
和谐家庭，突破事业瓶颈，成就幸
福人生，奏响一曲曲和谐美好，感
人至深的践行之歌——

这一个个动人的故事，是

践行路上一串串动听的音符，

从 2012年传唱至今，已成功唱

响十八期纯公益“企业家国学

践行研修班”，吸引来自全国

各地近 6000名企业家、政府

公务员及文教卫精英人士参

加学习并成为会员；已成功唱

响十余期大型国学公益论坛，
社会各界国学爱好者数万名

参加论坛……我们唱着这首

歌，走进学校，走进社区，走进

医院，走进乡村；我们唱着这

首歌，走出三湘四水，走向五

湖四海……

刘海鹏是第十八期国学践行研
修班信组学员，从事成人继续教育
工作，早年创业，努力打拼，颇有成
就。生意越忙，应酬愈多，喝酒打
牌，通宵达旦……妻子对此颇为不
满，两人为此吵架怄气。刘海鹏感
觉迷茫，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在朋友的引荐下，刘海鹏参加
了第十八期国学践行研修班。妙华
法师、净因法师和颜爱民教授三师
同台，思想碰撞，智慧生发，他瞬间

醍醐灌顶，顿悟人生。
刘海鹏由衷感叹道：“这里的确

是一个方向的校准仪，心性的修炼
场，能量的补给站，这个能量场，让
我打开了思路，找回了斗志。”回到
家里，他一改晚睡晚起的习惯，早早
地起来送妻子上班。妻子又惊又
喜，既为丈夫的温情所感动，也为国
学的魅力而震撼。

两个月来，刘海鹏坚持接送妻
子上下班，风雨无阻。他说，作为一

个男人，对于人生的每一个角色，都
应该有自己的担当，不能以忙事业
为名忽略了家庭责任。

事业上，刘海鹏也有了新的拓
展，记者采访当天，正好是“学都装
饰设计有限公司”成立之日。刘海
鹏说，通过国学践行班的学习，他更
深切地感受到艺术的魅力，创办“学
都装饰设计有限公司”，开办“室内
设计培训学校”，让人人都成为自己
生活的设计师，享受高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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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学践行研修班结业回家后，我每天接送老婆上下班，没有间断过,我准备一直坚持下去。”

袁媚英是第十四期智组学员，
一直在医疗领域工作，非常注意饮
食健康。她的公公婆婆是四川人，
平常做菜喜欢多油多盐，看到两位
老人这么肥胖，又有“三高”，她规劝
他们少油少盐。婆婆抱怨：“我都这
个年纪了，几十年了都没有人管过
我，你这个小辈还来管我……”袁媚
英特别委屈：明明是出于一片孝心，
婆婆却把她成了恶媳妇。

参加第十四期国学践行研修

班，她和大家一起诵读《弟子规》，读
到“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
贤”时，她的眼泪哗哗地流出来。那
一刻的至诚感通，让她一下“顿悟”
了这十二个字的深刻内涵。她突然
领悟到：父母不理解子女的时候，正
是考验子女的时候，子女只有无条
件地去尽孝，才是“孝方贤”。

研修班结业之后，袁媚英努力
践行“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从日常
生活中做起，关心家人、嘘寒问暖

……当她的心态转变，用正念、用恭
敬心去对待身边人的时候，她发现
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婆婆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有
了显著改善，体重明显下降。婆婆
尝到了甜头，心态和精神状态比以
前好多了，时常打电话给儿媳，主动
帮忙照顾孩子。袁媚英感觉到自己
整个身心系统的能量场都得到了优
化和提升，内心沉寂了许久的东西
被唤醒了。

“当我和大家一起诵读“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时，眼泪止不住哗哗地流了出来。”

2013年，蒋学文调任株洲市芦
淞区交警大队大队长。芦淞区是商
贸中心，车流人流密集，保畅任务艰
巨。作为大队长，该怎么挑起这个重
担呢？朋友推荐他参加第十三期国
学践行研修班，他说：“两天三晚的课
程，不但为我解了惑，还给了我负重
前行的勇气和信心。我相信，我能带
好这个队伍。我的信心和勇气来源
于国学，当务之急，我要让我的队友
们感受国学魅力，体会国学智慧。”

说干就干。2014年初，他邀请
株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余霞初来大
队开展主题为《积善之家 必有余
庆》的国学讲座，余霞初副部长引经
据典，详细阐述国家、团队与个人积
累善因修得善果的事例，并且指导
民警将积善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做
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

民所谋”，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最终必有余庆。积善这种人生
智慧，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原理。

蒋学文又邀请中南大学吕锡琛
教授来讲授《无为而无不为》。吕锡
琛教授引导交警将道家“无为”之精

妙融汇于执法理念和方式，不该干
的不能干，该干的必须干……

通过学习和践行，交警纠章时，
会更详尽地说明处罚理由，更耐心
地交待注意事项，与驾乘人员的冲
突明显减少。株洲市交警系统综合
考评，2014年，2015年，芦淞交警大
队蝉联全市第一名。蒋学文感慨：
“这份可喜的成绩，是大队所有干警
同心同德、尽职尽责的结果，也是国
学智慧潜移默化的结果。”

大队民警贺大齐，工作认真，业
务能力强，但是脾气躁，性子倔，常

常与家人发生争执。听了讲座后，
大齐感触很深，找到蒋队说，父亲去
世早，母亲拉扯他长大不容易，可是
他三天两头和母亲吵架，真是不应
该，以后一定好好孝顺母亲，对妻子
孩子，也要多体谅多关爱。

对于常年风吹日晒三餐不正点
的路面交警来说，健康是个大问
题。2015年底，他邀请肖长江教授
来大队讲授《素食与养生》，切身关
注队员的身心健康。

蒋学文推荐多名民警参加研修
班。民警廖育荣和爱人一同学习归
来，触动特别大，他说，法律法规可以
规范人的行为，但心灵的净洁需要文
化的自我觉悟。腐败等社会乱象是
因为思想观念有了偏差，国学的精妙
智慧恰好是纠偏法门。队友们的觉
悟和改变，超出了蒋学文的期待。

“我的信心和勇气来源于国学，当务之急，我要让我的队友们感受国学魅力，体会国学智慧。”

不管大家是否承认，“国学
热”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一个非常
重要的文化现象。从国家领导
到普通民众，从企业精英到少年
儿童，很多人都在有意识地学习
中国传统文化、阅读国学经典。
与此同时，一些象牙塔里的教

授、书斋里的学者，也渐渐走出
自己的学术“理想国”，进入大众
的视野，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民
众传播国学经典的内涵和智慧。
“国学热”在当前社会意味

着什么？少儿读经应当如何看
待？非专业的社会人士应如何
正确学习和应用国学？带着这
些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南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老子
道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吕锡
琛教授。

记者：尊敬的吕教授，您好！
作为一名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特

别是道家哲学的知名专家，您本

可以在安静的书斋里继续开拓自

己的学术疆域，可您却把大量的

精力用在了国学的大众普及和传

播方面，您为什么会这样做？您

觉得这样做对您的学术成就会有

影响吗？是否会得不偿失？

吕锡琛：中国传统学术的特
点就是“知行合一”，学问和践行
一定要密切相连。学术界也有
一种“埋头做学问”的倾向，我们
也允许有人这样做。但我觉得
我自己应该走出书斋，应该让国
学进入到生活当中来。因为国
学自古以来就是在生活当中
的。国学研究和国学践行相结
合，学术研究也会更有生命力，
会有更好的思想创造出来。

我从2000年开始，就开始把

国学，特别是道家哲学和心理健
康与保健、企业管理、伦理道德
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我觉得，
这样可以开辟一个新的领地。
中国学术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
“经世致用”，特别是我们的湖湘
文化，很注重这个精神的传承。
作为湖湘学人，我们有责任将
“经世致用”的精神弘扬下去。

记者：当前整个社会可以说
是掀起了一股“国学热”。您怎

样看待这种现象？当代人学习

国学真正的意义和价值何在？

吕锡琛：国学的再次兴起其
实是一个必然。中国这个大国已
经崛起了，政治、经济各方面都在
提升，那么，其背后一定要有一个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否则，中
国就是一个“没有脑子的巨人”。
国学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符
合我们这个时代的需要。特别是
在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
下，上上下下都开始学习国学
了。当然，国学里也有一些糟粕
的东西，如官本位、裙带关系、尊
卑有别等，这些东西应当抛弃。
国学中那些穿越时空的伦理道
德、自律自立、关怀他人等思想都
是值得我们传承和弘扬的。

记者：对于少儿读经教育您
怎么看？今天的少年儿童如何

正确阅读和学习经典呢？

吕锡琛：教国学，有一个很重

要的问题，就是师资的问题。国
学老师自己首先要有一个健全
的人格。现在大多数国学班，很
多老师都不是搞教育的，或者不
是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所以，就
导致读经运动中泥沙俱下。

孩子们需要读经，趁着年轻
记忆力好的时候，背诵一些国学
经典对以后成长很有好处。但
是如果放弃各种科学文化知识，
专一搞读经就走过头了。对于
没有理解能力的小孩子，可以背
诵一些。但一旦有了理解能力，
就应该依据孩子的理解能力对
经典进行适当的解读。背诵和
理解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记者：热爱国学的很多人都
来自不同的行业和领域，对这些

并没有多少国学功底的人说，应

如何正确学习国学和应用国学？

吕锡琛：成人学习国学、阅读
经典，首要的是选择比较好的版
本，一些古籍类出版社出的经典
一般是不错的。另外，成人读经
和小孩子不同，不是单纯的学
习，而是一定要和理解、和自己
的生活工作等结合起来。

我觉得，企业家学经典、用经
典，这种现象非常好，中国历史
上那些治国很好的人，都是能管
好自己的人。管好了自己，才能
管理好别人。当然，有些企业领
导让员工单纯学习《弟子规》，这

也不对，是把《弟子规》完全当成
工具了，成为一个控制员工的东
西了。同时，让小学生一味读
《弟子规》，完全照着《弟子规》的
内容去做，也很有片面性，这是
一种盲目的顺从。《弟子规》中有
一些社会的基本规范，值得学
习，但其中也有很多糟粕，很多
内容并不适合现在的情况，比如
“亲有疾，药先尝”，还有“父母
命”一定要从吗？这样的话，自
己的独立思考能力怎么培养呢？

记者：您自己学习和研究国
学有什么方法或秘诀吗？如果

让您给我们推荐几本国学的入

门书籍，您会推荐什么？

吕锡琛：秘诀也谈不上，就是
多读经典，特别是要结合我们时
代的问题来学习，而不是把它完
全当成学问来学。西方有一个
诠释学，特别强调视域的融合，
这是很有启示的。我们这些读
经者、解经者，应该和古圣先贤
在视域上有一个重合，面对我们
的当下的问题去解读经典，让经
典绽放出新的思想和意义。
要推荐书的话，建议可以读刘

笑敢的《老子古经》，文选德的《道
德经诠释》，陈鼓应的《庄子解
读》，郭齐勇的《中国智慧的探
索》。这几本都是很好的书，建议
大家可以好好读一读，一定会有
收获。

湖南学都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董事长，研修班第十八期学员

袁媚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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