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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惧严寒 为爱相聚
汪念

当我们有正向心念时，就会接收
到一种正向能量；当我们存在负面情
绪时，也会接收到相应的负向能量。

什么力量促使亚东师兄一期又一
期在国学班坚持做奉献？

亚东师兄打趣说：“国学班就是一
个酸坛子（正能量场），我就是个白萝
卜。白萝卜要变成酸萝卜（具有正能
量的人），就要在坛子里泡很长一段时
间。所以要经常参与奉献，长期泡在
酸坛子里，把自己泡成酸萝卜，自然能
给身边的人带来正能量。”

亚东师兄是国学班第 13 期学员。
从第14期开始，亚东师兄一直在国学
班的各个岗位做奉献。“付出无所求，
还要说感恩。”亚东师兄说这不是一句
空话。因为奉献，他获得了很多很多。

“没有做公益之前，我的认知很狭
隘，觉得人要多获取，多赚钱，争名夺

利。这样的生活，带来的是各种压
力。越奉献，内心就越轻松，越丰盛；
内心越丰盛，外在的需求就少了。心
量越大，遇见的事儿都不是事儿；心量
越大，能力越强，越有智慧，烦恼就越
少，心境自然就好。参与奉献也会开
阔眼界，发现自我的渺小，认识到圣贤
的伟大。眼界开阔了，对事物的理解
能力和看法，会越来越不同，人生会得
到强有力的提升。”

亚东师兄说，真正的奉献源于内
在生命之光，既敞亮自己也温暖他
人。当我们选择奉献，会接通宇宙相
应的高频能量场，作用于我们的生命
体，提升我们的生命频率。此时内心
的感受是充实，是无以言表的宁静与
平和。同时，生命频率的提升也会起
到净化环境、积极影响他人的作用。

（黄燕菱）

教务组李亚东：
付出无所求 还要说感恩

连续三届的奉献者何兰说自己是
为报恩而来，2017 年她的身体拉响严
重袭击警报，是国学班让她在黑暗中
看到一孔亮光，是亲朋好友的陪伴让
她重装出发。她说：劫后余生，刚好报
恩。

2017年3月，何兰被检查出罹患乳
腺癌，外科手术，持续化疗，心灰意冷
之时，她写下遗嘱：如果不治，拜托哥
哥嫂子帮助培养儿子长大成人，越洋
留学，学成报国。

生命最黑暗的时刻，对国学班早
有耳闻的母校闺蜜谭同学邀她参加 6
月底举办的第 29 期国学班。“天人合
一”“性命双修”“历事炼心”“安住当
下”，一些闻所未闻的国学修身养性观
点扑面而来，特别是萧长江教授的“把
坏事当好事”“把疾病当朋友”的中医
辨证观，对她触动很大。

一场大病，没有击倒她，反而为她

打开另一扇窗。7月份起，每期国学班
就多了一位叫何兰的助教。

每期组员的构成不同，对国学的
理解不同，参训目的有别，作为助教，
需要不断更新知识，保持空杯心态，自
加压力自我勉励不断精进。她觉得，
倾听组员讨论是最受益的环节。大学
生中学生，大学老师，现役军人，企业
家，普通劳动者，各种职业各种看法各
种观点各种碰撞，也让自己对同一事
物的理解变得立体而丰满。

在工作中推广国学，与同事圆融
相处，日行一善，读书打卡，运动打卡，
义工接龙，践行国学的何兰简单而充
实，快乐而幸福。

何兰说，虽然自己是癌症患者，但
早已不关心五年或八年生存率，她只
想知道下一期国学班什么时候在哪里
开班，组委会还需要她做些什么，以便
提前准备，从容上阵。 （刘连松）

汤群师兄总是给人如沐春风的感
觉，似乎不染世俗的烦恼。她笑称自
己是玩进国学班的。从第23期国学班
开始，她一直在做奉献者，都是在宣传
组，“因为宣传组很好玩”。

从小就是学霸的汤群师兄，真心
热爱学习，尤其喜欢中国博大精深的
传统文化。她的书柜里，儒释道和灵
性成长的书籍占据了所有地方。连她
和爱人的美满姻缘，也是因为她在车
上手捧《呼啸山庄》阅读的娴静模样，
深深地惊艳到身边的男士。

国学班的老师都是国学界泰斗，
传达的大爱大智慧让她很震撼。每次
上课前诵读“横渠四句”，总是让她热
泪盈眶。她最想去的奉献岗位是助教
组，理由很简单，当助教可以听课学
习，也可以近距离接触学员，传播国学

大爱。
国学班的师兄都很爱学习，她在这

中间也得到了很多学习资源，比如“力量
之源”“识丁计划”“时间管理”等等。

学得再多的知识，如果不能践行
出来，就是脑袋里的一堆理论而已。
国学班结业，汤群师兄加入了悦行汇，
成为议事委员，主持，跳舞，分享。开
始，她上台就恐惧紧张，现在变得大方
自如。

在生活中，汤群师兄也时刻关注
自己的起心动念。行有不得，反求诸
己。“跟别人有分歧时问自己：为什么
我是对的，别人不对？”她跟所有人都
能相处得很好。

能借用老祖宗智慧的人，总是会
得到上天的青睐，这就是汤群师兄幸
福快乐的秘诀吧。 （戴彤羽）

助教组何兰：
劫后余生好报恩

助教组汤群：
快乐自己 善待他人

同坐大堂读经典 不觉冬至几多寒 宽组欧玉兰：
要在全院推行国学病房

勇组于霞：
不断学习修炼 提高人生境界

于霞师兄来自廉溪先生的故乡道
县，曾任周敦颐纪念馆馆长、道县旅游
局局长，现任道县县委办公室副主任。

她说，两天三晚的学习，最让我感
动的是国学践行公益基金会这个组织，
此次参加活动的学员师兄，加上奉献者
团队，应该有好几百人，活动的组织筹
划，课程内容的编排，细节的安排，一切
工作有条不紊，非常有序。这样规模庞
大的公益活动，几年坚持做下来非常不
容易。

第二个让我感动的是整个奉献者
团队。他们站在台前幕后，忙里忙外，
到处可以瞧见他们的身影，“师兄好，学
习愉快！用餐愉快！”让我这个参与者
内心感受到一份平和与温暖。

通过国学班的学习，能让我更好地

认识自己，提升修为。国学是古圣先贤
千百年来的智慧结晶，掌握“看似无用”
的国学，可以增强我们对于生命的感
悟，更好地认知自己，并且不断地提升
自己。

另外，学习国学需要名师引领，需
要将国学的求知与实践统一起来。国
学的求知必须落实于生活实践，因为实
践才是国学知识的源泉、动力和目的。
我们学习经典，重读经典，从先贤那里
得到启蒙与智慧。理学奠基人周敦颐
有句名言：人希士、士希贤、贤希圣、圣
希天。这就告诉我们，人活在不同的境
界之中。只有不断学习修炼自己，才能
让自己走向更高的人生境界。作为周
敦颐的后人，我们理应做一些自己力所
能及的事情。 (黄燕菱)

十二月，长沙望城，天很冷，但心很暖。
因对国学的热爱，师兄们如约而至，一同见
证第32期国学班的精彩绽放。每一次国学
班开班，都是师兄眼中的“回家”之旅，幸福
而又让人期待。

13 位来自各个领域的名师大家精选课
题，100多位奉献者辛苦筹备月余，371位国
学爱好者满心期待，社会各界关心支持，天
地佑护，方成此殊胜场域，能量四溢，古风古
韵。

毕业多年之后，再次回到书声琅琅的课
堂，在众多名师的引领下学习古圣先贤的智
慧，集体诵读国学经典，浩然之气充溢在会
场的每一个角落，传统文化之光穿越千年时
空，流淌在现场每一个人的身上……

在两天三晚的时间里，学员们在这里聆
听，感悟，思考，在这里总结，升华，蜕变，在
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中感受国学大美。从
接触到了解，从感兴趣到报名，从潜心修学
到矢志践行，很多师兄在一期一期的国学班
之后走上知行合一的致良知之路，在这里遇
见和成就更美的自己。

从文化自信到中美贸易战，从国学与管
理的融合应用到湖湘文化的溯源解读，从

“天人合一”思想到理学的人生追求，从身心
健康到国韵之美，从工业 4.0 到大数据思维
……第32期国学班，每一堂课程都是名师授
课，老师们将多年的真知灼见浓缩在短短的
一两个小时，把最精华的部分呈现给学员，
细致解答学员的疑惑，无私藏，有大爱。

特别喜欢师兄们专心听课、认真做笔记
的样子，心无旁骛，细致聆听，生怕错过老师
们的精彩讲解。负责摄影的师兄也很喜欢
抓拍，因为想记录师兄们精进不息的瞬间。

特别喜欢师兄们分享时的娓娓道来和
灿烂笑容，那是收获，是喜悦，是遇到知音时
的相逢恨晚。每次行走在小组分享的人群
中时，我的心特别的宁静，非常希望时间能
过的慢一点，再慢一点……

在 6 年多时间里，国学班从第 1 期的 20
多名学员到如今的每期300-400人，从最初
的10多名奉献者到如今的2000多名注册奉
献者。2000 多个日子里，我们秉着“横渠四
句”的宗旨践行国学，造福社会，把爱的火种
一直传递到今天……

在国学践行这个大场域，我特别喜欢那
一声声亲切的问候：“师兄好”“夜梦吉祥”！
每一句问候都让人倍感温暖；特别喜欢和师
兄们一起90度鞠躬迎送学员，每一次鞠躬都
是身心的洗礼……

特别喜欢师兄们台前幕后默默付出的
身影，特别喜欢师兄们那扬在脸上的自信，
和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儒雅与谦卑。每一
位奉献者，都是一把传递国学大爱的火种，
都是一首感人肺腑的诗歌，基于共同的热爱
与信念在自己的人生路上践行，绽放……

我想说，再多的语言也描述不了这里的
感人画卷，再优美的文字也写不尽师兄们的
成长与喜悦。国学班只有自己亲身体验之
后，才有发言权，才能见识到她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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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第四次参加国学班了，师兄
们问我：“你 62 岁了，为什么还在学国
学？”我的回答是：“人生一世，草木一
春，人活在世上，要有理想和追求。”

因为人生的经历不同，所学的知识
有限，参加国学班给我很多启迪，弥补了
我们50后知识的欠缺。再则，活到老，学
到老。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要想有所
作为，就必须紧跟形势，与时俱进，不断
更新自己的思想观念，加强理论基础的
学习，人就会不断地进步和进取。

参加多期国学班，我收获满满：一
是加强了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了解；
二是知晓了儒释道的起源和历史作用；
三是进一步完善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
观、价值观；四是提高了自己的演讲能
力和写作水平。我是长沙市“五老金牌

讲师团成员”，连续三年参加望城区市
场局“五老讲师团比赛”和老干局演讲
比赛，均获二等奖，所写稿件及演讲的
技巧都是在国学班上学到的，终身受
益。

我出生在 1956 年，已花甲出头，
1979 年 2 月 17 日我参加了中越自卫还
击战，出国作战 23 天，冒着枪林弹雨，
舍身忘死，保家卫国，英勇杀敌，荣立两
次三等战功，火线入党，光荣负伤致残，
享受革命伤残荣誉军人的待遇。回国
后，我参加了广西英雄报告团，党和政
府给我很多荣誉，这些都是部队领导和
战友们帮助、教育的结果。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退伍不褪色，
退休不退步，我的座右铭是：生命不息，
学习不止。 （彭忠祥）

廉组彭忠祥：
生命不息 学习不止

欧玉兰师兄来自南华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护理部，带领单位 30 多位护士
长和护士来国学班学习。迎着她慈爱
目光的那一瞬，让人的心都要化了。

欧师兄作为护理部主任，护理队伍
中有许多年轻的护士们。“他们大多是
独生子女，在家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
而在医院工作特别需要爱心、耐心和细
心。”恰巧，欧师兄认识了萧长江博士，
经萧博士推荐，她来到了第 21 期国学
班学习。会场组织的有序，老师们知识
的渊博，以及奉献者的无私大爱，都让
她感动。她笑称，在这里感受到了共产
主义的和谐氛围。

回到单位，她便开始倡导国学，从
第 22 期国学班开始，她们医院陆续有
护士来参加学习。邀请萧博士去她医
院上课，她还带队到萧博士所在的科室
参观学习和进修。在她的倡导下，南华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也成立了国学病房，

开展国学践行活动，举办国学知识竞
赛，将国学经典语录贴在墙上激励病
人。考虑到人生病了，都会心情不好，
还做了便签发给病人，鼓励他们树立战
胜疾病的信心，教给他们健康的生活方
式，排解不良情绪的方法，改善他们的
心态。同时，也向病人和家属传播国学
知识，宣教养生，养性方法。医院里印
了 1 万册《弟子规》放在书架上免费取
用，医护人员经常陪着病人一起读。

传统文化浸染下的医院，氛围明显
改变了，医患关系、医护关系非常融洽，
护士对职业的认同感提高，国学病房这
两年的护患关系明显好转。“我觉得还
不够，今后要在全院逐步推行更多的国
学病房，所以这次带了30多名护士长、
护士来学习，让他们亲身感受传统文化
的魅力。刚学习一天，他们也像我当初
一样深受触动。”

（戴彤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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