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期国学研修班现场，有一
位听得非常认真的美国学员，他是
来自惠组的杨文利师兄（英文名：
Asron）。因为曾经接受过系统的
汉语学习，杨师兄用非常流利的中
文接受了笔者的采访。问及对于国
学班的初印象，杨师兄说这里的人
都很谦虚、很上进、很好学，虽然
是周末，却有这么多爱好国学的人
聚在一起学习到晚上十点，这种氛
围他从来没有体验过。但令他印象
最深刻的是这里的人都很守秩序和

规则。虽然他对学习规制的文化内
涵还不是特别理解，但他很认同这
种方式。他说：“一个几百人参加
的活动，肯定要有一定的规则和秩
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坏习惯，规
则和秩序可以使每个人都约束好自
己静心听课，让环境和心态都得到
改善。”

谈到上课的收获，杨师兄很坦
诚。他说：“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并
不了解，但我对现代中国的商业有
浓厚的兴趣。昨天晚上颜爱民老师
和澳优乳业集团董事长颜卫彬先生
的对讲很精彩，他很佩服颜总这样
的企业家，能够从中国的传统文化
中去汲取现代管理的智慧，并落实
到澳优的企业管理中，形成自己的
企业文化。而现在很多的企业文化
忽视道德问题，缺乏人文关怀，员
工积极性低，企业很难持续发展。
所以创办什么样的公司，就会有什
么样的规则，一流的企业一定会有
一流的企业文化。”

或许是这两天国学洗礼已经
入心，杨师兄已经完全融入到惠
组的团队。他说他很渴望学好中
国传统文化，了解中国的文化背
景，这将有利于他对未来职业前
景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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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千载盛于
——第十九期企业家国学践行研修班精彩纪实

金秋送爽，普瑞温泉。

兴国学公益，敢为人先；

湖湘精粹，继往承前。

广开新儒，修身以齐家；

融通佛道，明心而见性。

看百家名师，示相纷呈；

博古济今世，科学续文明；

合中西之智慧，

贯管理之纬经。

四方贤达，各界精英，

息心而静虑，恭聆以问真。

三夜连两昼，正念归朴醇。

靓红马甲施甘露，

八方来者得澄明。

美哉，国学新公益；

善哉，践行返本心。

开悟须臾行与坐，

国学千载盛于行。

归
孙小平

在不同的时代，人们所追求的东

西都是不同的。从追求吃饱穿暖到追

求人人平等，从被剥削被压迫到翻身

当家做主人，从抗击侵略到国富民

强，从追求物质文明到追求精神文

明，生产力在提高，科学技术在进

步，人类的文明程度亦是水涨船高，

作为中国的传统思想、传统文化时时

刻刻影响着一代代人。

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提高，精神

层面的内容显得有些匮乏，当下国人

的信仰是什么？古有“自古人生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忠勇、豪

情，现有“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

壮志，今有习总书记倡导的“中国

梦”。而今的信仰、理想在很多人身上

已渐渐淡去，为了工作而忙碌，为了

生活而奔波，缺少一种让自己一生为

之奋斗的东西。怎样回归自然？怎样

阴阳平衡？怎样天人合一？这应该就

是国学之精髓，让国人保持优良传

统，与人为善，道法自然，讲究因果

报应，寻求人类的和谐，寻求自然的

平衡。人类的存在是文明的传承，是文

明的进步，不是繁衍生息那么简单，这

应该也是“国学”的一个方向，希望通过

这次学习能让自己更明白国学的精华，

在生活中践行国学，让自己的工作、生

活、家庭越来越好，期望走出尘世、回归

尘世，渐渐明白我是谁。

探寻国学精髓践行之道
良组：雷恒

很早便听说湖南国学践行基金会

企业家国学研修班的盛况，今日得以体

验。这里有精心的教学安排、周到的接

待服务、完整的践行思路，尤其是真正

的公益宗旨，还有众多的专家学者，不

得不令人震撼、令人感动、令人起敬！

每天上课前集体诵读《弟子规》，形

式新颖、别开生面。书读百遍，其义自

见，才读了三遍，令我感叹。《弟子规》中

有一句：“恩欲报，怨欲忘”，意即受人恩

惠，要时刻想着报答；别人有对不起自

己的事，应该宽大为怀把它忘掉。怨恨

不平的事不要老放在心上，折磨自己！

我感触很深，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在成

长过程中，我得到那么多领导同事的指

导帮助，才做出现有业绩，我应该常怀

感恩之心，不忘初衷，继续前行。然而，

我时而在工作中对不顺意之时之事抱

怨，甚至记恨某人，细细想来，心态其实

发生了一些不好的变化，对自己工作有

很大的影响，变得势力，我决心利用这

次难得的国学研修的机会，认真领悟国

学精髓，回去以后系统研究，并在工作

与生活中努力践行。

感谢颜爱民教授从管理学与经济

学的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的不同观

点，鼓励我们发扬国学，践行国学，做到

“文化自信”。作为一名大学老师，我也

曾多次向学生引导张维为的“中国人，

你要自信”。但是这种自信，是政治自

信，是中国人自信的骨肉，而颜教授所

说的文化自信，是中国人自信的灵魂！

文化，是社会控制最有效而有力的

手段。出自《语言 .教育 .文化》，说英语

的 native speaker是印第安人，当殖民后

第一件事就是强迫印第安人说英语，而

且印象最深的英语单词是“ soap”（肥

皂），当印第安人说本族语，就会被灌肥

皂水……殖民者为什么首先改变语

言？因为，语言记载的是文化！他们深

知，要消灭一个国家，不能靠战争，而是

要消灭国家的文化！

另一个案例是当初 google公司要

建立全球数字图书馆，最后被否决了，

这不仅仅是因为版权问题，而是因为通

过搜索引擎建立的数字图书馆，排列在

最前的就是英语、法语等所谓的“先进

文化”，而其他语种所记载的文化将被

远远抛弃，一旦文化被遗弃，其国家也

随之被“文化移民”，淡出世界舞台。

因此，对于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的

中国，应弘扬国学文化，践行国学文化，

“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从里到

外，从小到大，做到真正的“文化自信”！

践行国学 树立“文化自信”
谨组：赵娟

恩欲报 怨欲忘
俭组：姜佐军

当一个美国青年开始接触国学
孔毅夫

在 19期国学研修班的教务组
有一对奉献者父子。父亲徐礼师兄
经黄燕师兄介绍参加了 16期研修
班的学习，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每
期都来教务组做奉献者。国学践行
的体验，让徐礼师兄的家庭和生活
也悄然改变。不知不觉中，他变得
柔和了，脾气也没那么急躁了。他
爱上了这里，他要带儿子来感受这
个场域的能量和氛围。

儿子徐祖翔坦言，以前很不喜
欢父亲的大男子主义、官僚主义，

父子之间有隔阂。进入国学班学习
和践行之后，父亲再也不压他了。
起初父亲只是督促自己去国学班学
习，但做了两期奉献者后，儿子明
白了父亲的用心，他说：“每两三个
月到国学班来奉献一次，是对心灵
的提升和净化。”

最初的督促变成了自觉的行
动，这一切得益于国学践行的魅力
和滋养人心的力量。父亲放低了姿
态，儿子放下了隔阂，共同投入国
学践行的奉献者行列。第十九期研

修班开班之际，父亲患眼疾很严
重，但他毅然带儿子来做奉献者。
他说只要穿上红马甲，心中就有一
种责任，他要为儿子做一个榜样，
让儿子在父亲的陪伴和奉献的体验
中汲取能量。

国学践行——最聪明的教子之道
孔毅夫

国学“姊妹”花
孙小平

 “心有灵犀一点通”。自参加
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第十六期
企业家国学践行研修班结识之后，
盛珊、谭素两位虽然同住一个小区，
但此前并无深交的师兄，仿佛开启
前世缘分。

在去奉献者培训班的路上，谭素
师兄忽然想起盛珊师兄未到，打电话
问，占线。回头却发现盛珊师兄正在
远处拨打电话，一问，是找谭师兄！

国学践行馆之风华读书会举办
国学践行亲子教育活动，盛师兄一
个灵感启动，刚要电话联系谭师兄，
谭师兄就来电话了。巧！正是要商
量活动事宜。

诸如此类，道来让两位师兄乐
不可支！

她俩说，因为国学，心变得柔

和，化去了此前的焦躁，她俩深深地
赞叹，奉献者那句“付出无所求，还
要说感恩”这种大悟，让她们放下自
我的固念，倾听他人的心声，并以日
常的行动带动周围的人。这让她们
获得了孩子、丈夫、亲人和朋友的一
致肯定。

连续几期在会务组奉献者岗位
上，身着红马甲，两位师兄有说不完
的喜乐。其他奉献者说她俩是“秤
砣组合”。我觉得她俩更像前世的
孪生姊妹，地道的“国学姊妹花”。

唐浩明教授开讲

吴金明教授开讲

“阿姨，我也要献爱心”

齐诵经典

专心听讲

求知若渴

奋笔疾书

活到老学到老

共享文化盛宴

伏案工作

鞠躬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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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授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