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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卫远

我国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国学

素来是华夏之根本，也是中华民族的

灵魂所在，精神支柱。因此，即使是在

时代和社会发展到高度文明的今天，

我们仍然需要重视国学。

重视国学，传承历史文明，目的就

是要用古代的文化精髓，进一步陶冶

广大公民的思想情操，铸造中华民族

的灵魂和精神。

当下，随着中华民族迈上实现伟

大复兴的新征程，国学文化正处于方

兴未艾之中。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众多

为国学文化的复兴、传播、推广不遗余

力奔走呼号的有识之士，顺牌文化创

始人李爽正是其中颇具影响、颇有代

表性的一位。

笃行致远
传承国学智慧

“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

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与国学结

缘，矢志不移传承创新国学文化，与李

爽的人生紧紧联系在一起。

自幼年始，李爽就开始跟随外祖

父系统学习国学文化。青少年时期，

他就正式走上了传播国学文化的道

路。在李爽汲取国学文化过程中，一

个“顺”字，是镌刻在他骨子里一道特

别的印记。2013年5月，李爽在深圳

创立包含了孝顺、和顺、和谐三重内涵

境界的顺牌文化，并以高端咨询为经

营方向，以国学文化的挖掘、传播和发

扬为引领，主要为企事业单位、政府、

社团、家庭以及个人提供全程服务、一

站式解决方案。

李爽说：“在顺牌文化的教育教学

和对外交流中，我经常强调两个‘无’

字，一个是无为而治，一个是无所适

从。无所适从便是内心迷茫，不知道

路在何方，不知道成功的途径和方法，

对面临的困境一筹莫展；无为而治则

是内心坚定，掌握了人性中最基本也

是最核心的一部分，善于用人，慧眼识

人，从而事半功倍，处理起纷繁事物自

然如闲庭信步，从容有度。顺牌文化，

就是要帮助人们从无所适从走向无为

而治，从困境里走出，迈向成功。”

李爽服务的对象众多，他足迹遍

布天南海北，国学成为他输出的文化

富矿，他致力于将更多国学智慧传递

到更多地方。国学文化如何指导现

实人生？国学智慧如何在企业管理

中得到更好的应用？如何用国学智

慧提升个体的领导力和影响力？传

统优良的道德伦理价值观如何在当

今的婚姻家庭生活中得到贯穿？如

何脱离低级趣味成为一个有品格有

境界有丰富精神世界和内涵的人？

如何让国学文化指导生命和生活的

方方面面？李爽认真的钻研、传承和

“布道”，为无数处在迷茫境遇的人释

疑解难，重新找到生活的力量、生命的

使命与事业的方向。

国学文化博大精深，总能找到与

当今社会的契合点。如古时“自强不

息”“天下为公”的言论，与我国“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

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隔时空而呼应。

“从国学文化传承发展的角度来

看，顺牌文化这些年走过的发展之路，

与国家期望一脉相承。我们立足于国

学文化，汲取其中的优质养分，提炼出

符合当今世界和中国发展的先进内

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辅相

成，共同为社会和谐、民生幸福作出

努力。”李爽表示。

放眼全球
展现国学文化特色

在李爽看来，作为世界四大文明

古国中唯一延续着传承的国度，我们

几千年历史所形成和流传的国学文化，

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核心，其影响

力广泛深远。传承和发扬好中华民族

的文化优势，使之在未来全球竞争中影

响到更多国家和地区，团结更多认同和

尊重中华文化的人群，共同为中华民族

的伟大历史复兴营造更加良好的舆论

和环境，是我们共同的使命和责任。

“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我们

将严格按照决策部署，立足于国学文

化传播，向全世界发出中国声音，讲好

中国故事。”这是李爽的心声。

前段时间，李爽和顺牌文化代

表多次走访外国驻华大使馆，当面

向外交官们阐述了顺牌文化的核心

内涵，得到了他们的高度称赞。不

难看到，顺牌文化将坚定地争当我

国国学文化的优秀代表，成为与世

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艺术交

流的使者，向不同肤色的人群传播

中国文化，不断提升中华文明的影

响力。

躬行不辍
为社会公益注入新动能

除了讲学，李爽还拯救濒临灭绝

的非遗手工艺，其中牵涉的资金、人

力、运营、技术等困难接踵而至，但李爽

毫不畏惧，努力让他们留下来，“活”

起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

的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

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

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

合理、创新地传承非遗文化是于国于

民于己都功德无量的事情。”李爽这

样认为。

在开展工作过程中，李爽结识了一

批有识之士，相互扶持，共同进步。日

常工作之外，让李爽团队成员内心牵挂

最多的，便是社会公益实践。他从拯

救、帮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入

手，逐步将爱的脚步延伸，在抗击疫情

或有群众遭受自然灾害侵扰的时候，在

有困难群体需要帮助的时候，李爽总是

当仁不让、义无反顾伸出帮扶之手，帮

助他们渡过难关。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

悔。”李爽用自己对国学的真知灼见和

广博的家国情怀，为顺牌文化赋予了

更多公益内涵，实现了国学精神和文

化境界的高度统一。

公司成立以来，李爽始终践行着

“国学要让社会更有温度”这一全新理

念，俯身躬行，知行合一，多次组织员

工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国军烈属、

支前模范、孤寡老人、烈士遗孤、孤困

儿童等公益慈善活动捐款捐物，用真

情爱心践行着自己独特的国学理念，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国学传承发展

之路。

胸怀无私，功不唐捐。在社会领

域所获得的一系列荣誉，是对李爽

恪守初心、知行合一的嘉奖与激

励，我们期待李爽矢志不渝的国学

文化应用推广事业能够发挥更大的

影响。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形成建设文化强国的强大合力
□ 林 宇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刚刚举行的全国两会备受瞩目，

建设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依旧是

备受关注的话题。两会上，代表委员

热议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

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他们纷纷

表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为铸就社会

主义文化新辉煌贡献智慧与力量。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犹如璀璨明

珠，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如何让

古老文明在当代环境下实现更好的传

承和应用？如何让古圣先贤智慧对接

现实找到更好的“打开方式”？如何让

传统经典文化在时代里焕发出新的生

命？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拿出

“金点子”，助力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

传下去，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中，应融

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国政协委员、

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他认为，打造有梦

想有情怀、引领时代潮流、制度治理型

的企业，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纳入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形成能够引导

众多企业坚持长期主义，谋求经济价值

和社会收益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

的企业管理“密码”，形成能够引领全球

化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管理方案”。

他在调研中发现，目前部分企业

已率先在管理中导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从而形成了“中国管理方案”的范

例。例如，某企业构建的“中学明道、

西学优术、中西合璧、以道御术”企业

文化管理体系，将“人品、企品、产品”

三品合一，把企业打造成为一个兼具

经济与社会功能的主体，实现顾客得

安心、员工得成长、社会得正气、经营

可持续的价值追求。

青岛中俏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董事长路彤委员，多年来一直致力于

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她认为，

普及中小学校园国学教育势在必行：

“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传统文化的

作用都是十分巨大的。因此，我们必

须要肩负历史责任，传承弘扬中华民

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全面推进文化自

信自强。”路彤认为，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首先要普及中小学校的国学教育，

培养文化认同。在学校进行国学教

育，有利于培养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

兴趣，增强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

感和自豪感。

全国人大代表何学彬表示，中华

民族历史悠久，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传

统文化精髓影响至深。但随着时代的

变迁，新一代年轻人对优秀传统文化知

之甚少、理解不深、基础薄弱，不能适应

中华民族振兴的需要，难以满足文化自

信的需要。学校承担着文化传承的神

圣使命，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

当下，我们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文

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通过深入挖

掘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坚持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给予强有力的支撑！

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反映着民众

的心声，我们欣喜地看到代表们闪耀

在提案中的真知灼见，在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之路上，带给我们更大的

信心，而我们历久弥新的优秀中华传

统文化，必将在伟大的新时代，在全球

一体化趋势愈加紧密的今天，形成强

大合力，展现出更为迷人魅力、更加持

久的动力。

结合和创新 让优秀传统文化闪耀新时代

□ 李 爽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

魂。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

围绕“让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绽放新光

彩”“传统文化既要‘流量担当’，又要

保持初心本色”“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纳入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用优秀

传统文化铸魂育人”等建言献策，闪耀

着真知灼见，给传统文化赋予了更多

的智慧和内涵。

众所周知，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

灿烂文明史，相伴而生的优秀传统文

化是民族瑰宝，为社会发展发挥着不

容忽视、不可替代的力量。“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

们党创新理论的‘根’”……这些重要

论断，指引着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好、

弘扬好优秀传统文化，把其中的精华

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

来，用先进文化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建设。

认真汲取优秀传统文化智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

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

规范，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

追求。

打开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幅浩瀚卷

轴，我们眼前会呈现这些特色鲜明的

文化标识：书法、中国结、皮影、武术、

兵马俑、甲骨文、文房四宝、彩陶、国

画……我们会看到这些载入史册的历

史文化人物：李耳、孔丘、庄周、屈原、

孟轲、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

辛弃疾、曹雪芹……这些人或事，这

些艺术作品，深深影响和熏陶着一

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精神秉赋和思

想追求，为社会发展进步增添无限

活力。

在星汉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学文化、国学教育是备受海内

外关注的一部分。“国学”两个字，包

含了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医学、民

俗等几乎所有中国古代学科的重要

成果，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

神风貌、心理状态、思维方式、价值

取向、道德规范和审美趣味。特别

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古代哲学，代表

着中国古人的最高思维认知水平，

是中国古代圣贤对伦理观、人生

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智慧结晶，对

个人发展、家庭和谐、国家和社会发

展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助推作用。

毋庸置疑，认真汲取国学中的

丰富养分，有助于我们坚定理想信

念，树立远大抱负，以正确的价值取

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潮

流中。

儒家经典《礼记》中“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让我们读懂一

种家国情怀、一份责任担当，激励和指

引着我们锻造自我、堪当大任、创造价

值，做一个有用之才。《大学》中“大学

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使我们懂得身处“礼仪之邦”“文

明之邦”，理应追求的仁、义、礼、智、

信，温、良、恭、俭、让传统美德。另

外，“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启发着我们懂得“从哪里

来，将回到哪里去”，推己及人，尊重

伦理，将人文关怀融入自身和他人的

成长过程中……

哲学家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

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

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与

修辞使人善辩。”阅读和教育的最终

目的是培养具备通识视野的知识结

构和高尚的心灵、健全的人格。以通

识教育的观点来看，在我们广博且深

厚的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了当代教

育理念中的各种通识教育学科的因

子，认真地加以梳理、传承和创新，无

疑有利于塑造和培养更多全面发展

的人才。

认真汲取优秀传统文化，需要坚

定文化自信。以开放的胸怀、全球的

眼光、客观的心态看待传统文化在

中国乃至世界民族之林的作用价值

和卓越影响力，备加重视古圣贤的

珍贵文化遗产，让优秀传统文化基

因融入国民性的教育行列，共同努

力营造一个具有当代文明之风的理

想社会。

把科学理论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作为一名积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品牌机构的创立者，笔者一直通

过不同渠道，在不同场合强调传承国

学文化的重要性，并在媒体上发表文

章，从提高中小学教材中优秀传统文

化课的占比、推动国学教育职业化和

积极开展国学资质认证等方面，呼吁

全社会进一步重视中华传统文化的传

承和发展，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建立健

全传统文化准入机制，净化传统文化

培训市场，营造更好的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环境和氛围。要从娃娃抓起，从

社会的各个层面重视，凝心聚力，共同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建

设新时期的传承与发展。

无论多么精致的理论、恢弘的设

想和宏大的理念，其最终落地是在应

用层面。一切浩如烟海的典籍、先贤

圣人的教导、道德思想的沉淀，国学的

最终应用落点是塑造组成社会和民族

的个体以及成为一个个鲜活真实人格

的载体。在这个层面，应该说归纳起

来，我们优良的传统文化对“理想人

格”的终极指向或者说积极期待可概

括为“君子”两个字。倡导俯身躬行、

积极入世且一直处于传统文化、国学

主体主流影响地位的儒家文化典籍中

对“君子”人格的描述不胜枚举，此处

暂不做赘述。

孔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

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对于这句

话，结合当下，我们完全可以这样理

解：如果一个人过于强调实践和行动，

而忽视了科学理论知识的指导和支

持，他就会显得短视、粗野，目标迷茫；

如果一个人太过于追求“学院派”式的

知识和理论，而缺乏了具体的应用和

实践，他就会流于形式和浮夸，华而不

实。只有把科学的理论知识和具体的

实践应用统一起来，相互作用，相辅

相成，才能成为一个既有认知水平又

有实践能力的对社会有贡献有价值

的人。孔子对教育理念的指导，仅此

一句，就有如此深刻的内涵，可见我

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国学经典在现

实教育教化层面有着多么深切的应

用性。

备加珍惜、努力促进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需要全社会的

共同努力。我们要立足于民族文化传

承的高度，理清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化之间的脉络，促进中华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化融合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是民族的根，代表着我们骨子里

最深层次和最普遍的民族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现代文化有多

元化的呈现方式，是时代发展变迁的

智慧结晶，我们要找准结合点，在形式

和内容上实现有机统一，让传统文化

闪耀新时代。

在国家大力推进文化强国战略的

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必将在其中起到极大的促进和

推动作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必将

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加积极

的作用。唯有多方实践，上下求索，才

能不负时代重托。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打造当代文

化强国，这是我们这一代中华传统文

化传承人需要肩负的重大的历史责

任，我们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

前进、奋发有为。

（作者系深圳市顺牌文化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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