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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寻找修身齐家立业之道
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负责人优秀传统文化研修班暨第34期文化与管理高峰论坛隆重举行

习总书记说，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

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

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5 月

17 日晚，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负责人优秀传

统文化研修班暨第三十四期文化与管理高

峰论坛（以下简称研修班）在长沙普瑞酒店

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四百多位社会各界

精英从四面八方赶来，聆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智慧的激荡，与古圣先贤做一次跨越时空

的对话，领悟事业经营和人生幸福之道。

此次研修班由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

会、湖南省人力资源管理学会主办，湖南践

行国学公益基金会、人极书院承办，长沙普

瑞酒店协办。在这期研修班中有一半的学员

系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负责人和省社科联、

市州社科联干部职工，他们希望通过此次的

学习能够进一步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认识和了解，增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

入生活，引领生活，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

开班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进行，湖南

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

省人力资源管理学会会长、湖南践行国学公

益基金会名誉理事长陈叔红宣布开班。

出席开班典礼的嘉宾有湖南省社科联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宋智富，省民政厅原

副厅长、巡视员李劲夫，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博导、湖南省社科

联副主席朱汉民，湖南省社科联副巡视员骆

辉，益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杨爱云，大汉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

傅胜龙，中南大学教授 /博导、湖南践行国

学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颜爱民，中南大学文学

与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罗军飞，长沙市委

组织部副部长、老干局局长罗玉环，岳阳市

民政局副局长李建军，长沙市天心经开区主

任刘正文，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心

血管大科主任、教授、博士后萧长江，无极禅

苑院长及太极拳导师黎峥。

当“舶来经验”已经用尽，中国企业家

们开始回头寻找先贤圣典的身影，以

期获得突破发展之道，然而如何把传统文

化的智慧应用到企业管理，从理论到实践

都是一个比较艰巨的课题。

    开班典礼后，中南大学教授 / 博导、

基金会理事长颜爱民，大汉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傅胜龙和朱

汉民院长同台会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

管理》，纵论传统文化应用于现代管理之

道，正式开启本期研修班大幕。在随后的

两天两晚，外交学院原党委书记袁南生博

士解读《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让学员对

贸易战下的中美关系和当今国际形势有

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和理解；中国“ 老子

道学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吕锡琛教授，菩

提书院院长、厦门大学客座教授济群法师

与朱汉民、颜爱民教授进行儒释道会

讲《在传承与创新中坚持文化自信》，引领

学员从儒释道精髓中获取更多值得文化

自信的思想和价值滋养；孔子第 75 世孙、

福州文儒书院院长孔海钦教授讲解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见

解深刻，让人耳目一新；国防科技大学教授 /

博导唐九阳讲解的《大数据思维及影响》引领

学员用大数据思索问题和创新业务逻辑，让

生活更智慧。湖南师范大学黄耀红教授的《农

耕智慧与诗意生存——从 24 节气说起》，通

过 24 节气所蕴含的文化之美、哲学之美、生

活之美，为学员诗意的栖居开启一扇窗；著

名二胡演奏家张音悦老师的《国韵 · 心弦》

凸显乐的教化作用；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附

属医院萧长江教授从《黄帝内经》解读健康密

码，帮助学员开启健康新生活。颜爱民教授讲

解的《文化自信的根基与内涵》《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践行于修身齐家立业》等课程解析中

华文化的核心以及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

含的人生幸福之道。

    那跳跃的“ 一抹红 ”始终是研修班一道

靓丽的风景，开班期间为研修班提供志愿服

务的 100 余名奉献者都是往期学员，他们不

仅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还通过“回家”做奉献的方式成长自己

反哺研修班。老子云：“ 以其无私，故能成

其私。”无私才是最大的收获，在这里，奉献

者们心胸越来越开阔，语言越来越柔和，行

为越来越正直，人生也越来越幸福。

侵润在这场文化盛宴的学员，有家庭

组团学习的李燕、廖峰师兄，有父母和儿子

一起来学习的姜国友、王菊香和姜仁强师

兄，还有自己做奉献者带着两位闺蜜参加

学习的彭进、高晓宇和张幸福师兄，他们带

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来到这里，期待遇见

和成就更好的自己。

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心灵，激发

道德自觉，明白修身做人的道理，明白幸福

快乐的真谛，六年多来研修班给数以万计

的学员传递了精神给养，让学员在修身齐

家治企等方面获得力量和方向。研修班发

起人颜爱民教授说，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唯一目的是把自己做好，然后影响更

多的人做好，把爱传出去

                         （尹飞飞）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

大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

相关文件精神，加强省级社科类社

会组织党建工作和能力建设，促进

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以便于更

好地服务党委政府、服务社会、服

务人民，5月 17 日，由湖南省社会

科学界联合会和湖南省社科联社

会组织行业党委联合主办的“ 湖

南省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党建工

作与能力建设培训班 ”在长沙普

瑞酒店隆重举行。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负责人、党支部书记，以及省社科联、市州社科联干

部职工共 180 余人参加了本次培训班学习。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宋智富做了开

班动员，并介绍了本次培训的内容从坚持正确政治导向、提升党建工作能力、着力加强课

题研究、打造学术活动品牌、积极推进管理创新五个方面对社会组织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

希望。省委“两新“工委办公室副调研员胡亮同志围绕社会组织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

设这一主题进行了专题辅导。接着，省民

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欧策结合工作实

际讲解了社科类社会组织规范化建设需要注

意的几个问题。随后，湖南省德一社会工作发

展中心主任罗栋光围绕学术类社会组织等级

评定与内部治理这一主题进行了专题辅导。

    白天的紧张学习刚结束，参加本次培训

班学习的 180 余名学员马上投入到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研修班（以下简称“研修班”）的课

程之中。本期研修班由省社科联和省人力资

源管理学会联合举办，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

金会和人极书院承办。在研修班两天三晚的

学习中，大家集体诵读学习和深入领会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文化自信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重要论述，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管理》

（会讲）《文化自信的根基与内涵》《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课程进

一步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文化自

信的深入理解。

人们常说，欲人勿疑，必先自信。2014

年 2 月 24 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

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

自己的精神命脉。”研修班的课程设置紧

密围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

极传播正能量，通过系统的学习让每一个

学员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

学员实现中国梦的激情，坚定民族信心与

文化自信。

                       （尹飞飞）

湖南省省级社科类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与能力建设培训班
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修班在长沙举行

天地有节蕴万物 诗意生存悟桑麻

研修班礼赞

——黄耀红博士解读《24节气的生命智慧》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道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

令人行妨 ......”这是《道德经》中老子对人心欲望精辟的归纳总结。当今世界虽然科

技突飞猛进、文化百花齐放，然而人民的内心依然象几千年前的人性一样，欲望如杂草

丛生，心灵与自然的距离日渐疏远。远离农耕生活的城市人往往疲于实现生活中的欲

望，只是偶尔想起 24 节气中的机械日期，而很少静心思考其中的玄妙哲理。古圣先贤依

循天地之道所创立的 24 节气，究竟含藏了怎样的生命智慧？远离农耕生活的城市人该

如何去感悟 24 节气中包涵的诗意人生？ 5月 18 日上午，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

导、教育学博士黄耀红在第 34 期研修班上主讲《农耕文化与诗意生存——从 24 节气说

起》很好的解答了这些问题。在短短的 2个小时里，黄耀红教授为现场 500 余位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爱好者带来带来了一场机富诗意的文化大餐。在他看来，24 节气让我们重新

懂得时空转化，懂得天人合一，懂得相反相成，理解形神互见，懂得天地大美。二十四节

气打开了农历的天空，更打开了我们的生命 ......

黄耀红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导

◎教育学博士

◎著有《天地有节》《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

论》、《吾士吾湘》、《话里有话》等

我喜欢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我喜欢你，因为你

能唤出，我心底最真善的那部分；我喜欢你，因为你，我会从心灵深处满溢出平和与喜

悦。

喜欢处于会场，置身于人群中，享受笔在纸上摩挲的感觉。喜欢踩着柔软的地毯，闻

着檀香的香味，听清晰而洪亮的声音在大堂回响；喜欢看到这么一群人，他们彬彬有礼，

友善和气，他们的笑容让人如沐春风；喜欢听他们说欢迎回家，在这个亲如一家的大家

庭里，有着久违的轻松与愉悦。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在这里，每次老师授课前，全体学员起立鞠躬行礼，老师

授课结束后全体起立再次鞠躬行礼，那深深弯下去的腰，是尊崇，是感恩。在这些老师中

有学者官员、儒道大家、丛林大德、管理学者、音乐家、企业家，其中年长者已至古稀。他

们巧手烹饪，择其精华而授之，让学员收获满满，感动满满。正因为有像他们这样的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得以传承，三千年衣冠风物不至风卷沙埋。

“越奉献，越快乐”。在这里，每次上课前，“红马甲”都会列队欢迎学员入场，鞠躬

90 度，大声祝福：学习愉快！下课时再次列队欢送，鞠躬 90 度，大声祝福：用餐愉快！

在这些 “红马甲”中，有身价不菲的企业家，有职级很高的公务员，有桃李满天下的大

学教授，有笑傲职场的达人，在这里，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叫奉献者。因为他们，这个场

域变得更和谐美好。

“承之一脉，薪火相传”。企业家因为来到研修班突破企业发展的困境，用挣来的钱

回馈社会，造福社会；公务员因为来到研修班更静心沉稳，真正把为人民服务放在心上；

人民教师因为来到研修班，立志把中华优秀传统带到课堂，让学生感受古典文化之美；

白衣天使因为来到研修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病房，提高服务质量，医患关系得

到改善。

因为研修班很多家庭关系和睦了，很多亲子关系和谐了，很多人真正身心健康了。

生命是一场体验，亦是一场场遇见，遇见研修班的那一天，初次见面，相见恨晚，历

经沧桑百转千回后，由衷的想道一句：认识你真好。

    在这里，可以品读人世的沧桑，观阅历史的痕迹，体悟人生的真谛，在这个能量场，

给予的沉积着一个伟大民族不变的精魂；在这里，学会以儒家己立立人之精神立身，以

道家圆融无碍之智慧处世，以佛家觉悟有情之慈悲修心，读儒家而不偏执，读道家而不

诡秘，读佛家而不避世；在这里，发真心，持正念，行正行，所做的每一件事，经历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让自己站的更高，看的更远，让生命变得越来越自由而宽广。

红尘翻滚，总有些东西无处安放；世事庸常，昏暗中总要一些光亮。传统文化，并没有多

么曲高和寡，也没有多么遥不可及，它其实就是一次和风细雨的精神浸润，是一次寻找自我，

成长自我的过程。它传递给我们的精神给养将在未来无数次与自我的抗衡与世界的角逐中转

变为力量和方向。

我坚信在这里种下的种子，日后会开出美丽的花来；我坚信在这里学到的爱意，会让前

方的路越走越宽；我坚信在这里得到的力量，会让我们为之受益终生。

                                                                  （尹飞飞）

    课堂互动

    在课程结束后的互动环节，勇组学员刘秀问道：“现在很多商家为了吸引眼球，以

文字谐音的方式打广告，网络上的一些新词汇也有类似现象，我不知道您对这种现象是

如何看待的？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我们该如何让这种行为减少对公众尤其

是学生的不利影响？”

    黄耀红教授：你提了一个很好的话题。关于这类谐音广告，我觉得一定要正心诚意。

当广告出于一个好的目的时联想是优美的，是充满正能量的，只要联想给我们打开的空间不

是灰暗负面其实是可以理解的。谐音用得好可以起到妙不可言的作用。今天晚上外交学院的

袁南生先生会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现在中美打贸易战，我们希望不要打起来，对双方都没有

好处，我突然想起一个成语叫美美与共，美国与共产党，我们要一起美，共美齐美，用文字解释

的话就是一个和谐的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但也有低俗语言的广告和网络用语，像现

在一些给孩子的儿歌就没有一种很好的审美，这样的语言影响是非常不好，就好像一个庄稼

地里麦子还没有种好的时候，杂草就已经生长了。所以希望所有有良知的的文学家童话家都

用最好的作品去影响我们的孩子，网络也是这样的，用最好的语言文字，最干净最真诚的写作

态度来为这个社会写作，如果做不好这一点，就请不要来制造那些文字垃圾，文字是长在大地

上的种子，春华秋实的大地是最不辜负人的。

    学员聆听黄耀红教授的心得

    勇组刘秀师兄：对文字升起无比的敬畏

    24 节气原本是我们身边普普通通触手可及的事物和现象，而我们却忽视了它们，没有去

察觉。黄耀红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让我特别感动。简单的文字，可以用如此优美的方式表达，

并发掘出其中蕴藏的这么多的生活智慧，给我很大启发。生活中处处都有真情，只是我们缺失

了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文字是最美的存在，古人用简朴精练的文字，记录下自己对生活与生命的思考和总结，让

我们五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生生不息的传承发展。文字是有灵魂的，黄教授的解读让

我深深地沉醉于中华文明的魅力之中，对文字升起无比的敬畏。老祖宗的东西确实值得我们

传承和发扬，第一次接受这样的学习让我的心灵也受到了一次很大的洗礼。

    善组学员刘铁山：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

    我们善组的师兄们对今天黄耀红教授的这个诗情画意的讲课印象非常深刻，这还是我有

生以来第一次听到。课程采用这种图文并茂的优美内容，用静心选择的动植物来诗情画意的

描绘我们的春夏秋冬和人生的轮回，黄教授从小花小草联系到宇宙的空间，这种充满想象力

的授课让我耳目一新，颠覆了我对湖湘文化的印象。一直以来湖湘文化在我印象中是很刚烈

的，但黄教授的课程让我深切的感受到湖湘文化婉转柔美的一面，也让我感受到天人合一的

妙处。

    宽组周亚平师兄：探寻生命的规律和节律

    听了黄教授的课程感触很大。他从文学的角度和对生命的感悟，谈了 24 节气，说到人与

自然的结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人不是一个孤独的存在，而是与社会和自然紧密结合与交融

的。黄教授多次讲到“生命”这个词，也给我很大触动。人作为融于自然中的一部分，更多的

是要修炼自己，同时也要珍惜生命，敬畏生命，爱护自己的生命。以前我是一个不受约束的人，

比较自由自在，觉得为了理想可以付出自己的生命，对自己的生命是一种放纵的状态。这次黄

教授的课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都有着内在的规律和节律，人要遵循生命的规律，

不能去超越它，更不能去透支它。只有遵循大自然与人生的规律，才能让自己的生命活得更有

价值和意义。

                                                                      （尹飞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