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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9 日，在就任后的首
次正式讲话中，李光富提到，
他在任期内，将推动组建国际
道教组织，为促进人类文明交
流互鉴和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
中国道教的思想智慧。

李光富说，道教作为中国
五大宗教中唯一土生土长的宗
教，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
中 华 传 统 文 化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不能只在国内发展，应该
为全世界服务。

在李光富看来，道教的国
际化发展之路，首先应当是教
义思想和文化精神走向世界，
不仅可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还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
献自己的智慧。当今世界，包
括战争、自然环境恶化在内的全球性问题愈
演愈烈。道教心系苍生，比如道家的“和光
同尘”思想，讲的就是一种处世态度、入世
之法，并非同流合污，而是有“和其光，同
其尘”之心灵：对别人要有宽恕之量，对谤
语要有忍辱之量，对忠言要有虚受之量，对
事物要有容纳之量，有了这种和平的思想，
不易产生争端。在解决生态环境恶化方面，
道教同样有用武之地，道家提倡“顺应自
然、道法自然”，号召人与自然和平共处，
不能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否则会遭到自然
的报复。

中国道协此前推行的“道行天下”活
动，不仅有道教文化艺术展览、武术表演，
还有经典书籍赠送以及与世界著名大学的文
化交流。这些都体现了中国道教正以思想、

文化和精神为主旨向世界推广。今后还将多
举办一些大型的国际宗教文化交流活动。

道 教 虽 然 历 史 悠 久 ， 但 要 想 走 向 国
际，就不能拒绝现代科技。虽然已年过花
甲，李光富也在使用微信。李光富说，应
该利用网络向世界推广道文化，还要善于
利用各种更为活泼的方式，对外传播道家
思想。比如，武当的道家功夫很知名，武
当山就通过在国外义演和在国内开办国际
养生班等，吸引美国、泰国、韩国、新加
坡、俄罗斯等国道友，共同领略道教传统
文化的丰富内涵。

“我们将以道教教义思想和文化为核
心，全面加强道教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
继续做好‘道行天下’的工作，努力使道教
走出中国，走向世界。”李光富这样表示。

他出生于农家，选择了道教作

为终生信仰；他兴办宗教教育，改

善出家人的修道条件；他热衷文物

保护，为武当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倾尽心力……6月 29日，60岁

的李光富从任法融道长手中接班，

成为有着58年历史的中国道教协会

第7位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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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8月，李光富出生于武当山下
汉水之滨的一户普通农家。上世纪 70 年
代初期，他开始从事林业技术工作。由
于自幼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1984 年 6
月，李光富辞职修道。

现在回忆起来，李光富觉得，1984
年对整个武当道教和他个人来说都不是
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武当山道教协会成
立，并正式接管太和宫和紫霄宫，开展
道教活动。也是在这一年，怀着对玄武
祖师的虔诚之心，李光富徒步登上武当
山，皈依武当道教全真派，师从武当道
教全真派道长王宗坤，开始了修道生活。

“当时出家人的生存、修道条件很
差，道观收入很少，只能自己从事农业
生产以解决温饱问题。”李光富说。

2002 年，李光富当选武当山道教协
会会长后，开始着手改善出家人的医
保、社保条件，新建静修院，改善修道
环境。2006 年，李光富还修建了养生
院，并兴办道教学院，培养专门人才。
由于宗教界人才供给不足，他又聘请了
几位社会上德高望重的专家授课。

李光富十分注重对宗教古建筑和古

文物的保护，他认为只有保护好文物，
才能传承好文化。在武当山出家期间，
他为了保持武当山 600 年前的建筑风格，
保持其文化底蕴，积极动员包括信教群
众在内的每个人加入到保护文物的行动
中来。由于历经岁月沧桑，许多宫观已
经废圯、损坏，当时移交武当山道协管
理的宫观中，共有残破道房 300 间，宫
观建筑面积和遗址 43333 平方米。如何
尽快修缮武当道观，使之更好地为道
士、信众服务，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
务，是武当山道协面临的又一大课题。
李光富和武当山道协其他成员一起，一
方面积极向政府部门汇报工作，争取资
金扶持；一方面狠抓内部管理，把有限
的资金用在宫观维修上；一方面在道教
信众中大力弘扬道教文化，祖师功德，
募集善款。

1994年12月，“武当山古建筑群”被
联合国列入 《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01
年7月，玉虚宫遗址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这当中，也倾注了李光富的
心血。对此，他十分欣慰：“加强文物保
护是道教应该有的担当。”

注重宗教文物保护和修缮

李光富表示，道教有着光荣的爱国历史
传统，道教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息息
相关。国家兴，教才兴。

李光富说，道教曾多次协助党和人民军
队开展革命斗争。1931年，贺龙率红三军转战
进入武当山。武当山全山道总徐本善素仰红
军及贺龙打土豪、救贫苦之威名，亲率徒众50
余人迎接红军，主动腾出紫霄宫作为红三军
司令部，腾出西道院作为红三军后方医院。同
时，派出深谙医术的道医为红军伤病员治病。

“这些名山现在已被当地政府列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当代道长也将继续弘扬老一
辈道长的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李光富说。

此前，中国道教协会曾多次举办大型宗

教活动，为国家、民族和天下苍生祈福。今
年 9月，中国即将迎来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李光富表示，
各地道教组织将举行法会和纪念活动，纪念
当年为国家独立、民族复兴牺牲的烈士们，
同时，祈求世界和平，人民幸福安康。

“其实，人人都能为国家献出自己的力
量。对于道教人士来说，看好山、守好门、
学好习、悟好道、做好事、做善事，保护好
历史文化遗产，服务人民就是爱国的表
现。”李光富说，因此，中国道教将切实维
护好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所有道士及信教
群众绝不做损害国家形象的事，并坚决抵制
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

●传统村落绝不仅仅是个建筑景
观，那里有我们中华民族对传统家园的
精神需要，是根性的、母体的需要。对
于传统村落保护工作，我认为，最终的
问题还是要留得住人。如果没有人住，
村规、民俗、村里的历史记忆就将消失。

——作家冯骥才指出。

●“90 后”观众与“80 后”观众加
起来贡献了中国电影市场票房的80%。虽
然“网生代”不是理性或者学术规范意
义上的概念，像我这种甚至更老一点的
人也经常上网，但是“网生代”概念确
确实实说明中国电影的观众群体正在发
生变化，这些变化会影响到中国电影的
内容生产、营销等一系列方面。

——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饶曙光说。

●作家的想象力是有限的，然而生
活却能给作家提供无限丰富的内容。作
家要是整天关在屋子里闭门造车，最容
易自我膨胀，等他回到生活中，这种膨
胀就会被戳破，就会遭遇窘境和难堪。
一个身上藏着故事的人写出的故事，肯
定会与众不同。

——编剧高满堂认为。

●名利双收早已不是衡量一个成功
导演的标准。在电影投资资金蜂拥而至
以及票房空前火爆的状况下，我们拍电
影的出发点应该是“自己有话要说而不
是没话找话”。 如果没有碰上一个能激
发自己表达欲望的剧本，就是不拍，也
绝不可惜。

——导演张艺谋表示。

●我并不认为乡土文学很快就会消

失。虽然沿海地区农村慢慢在消失，但
在更多地方还保留着农村的面貌。所
以，乡土文学消失要有一个过程。至于
以后的文学是个什么样子，年轻作家说
了算。而且在中国，想真正了解这个社
会，只有在乡土文学中才能获得一些更
深层的东西。

——作家贾平凹认为。

●民间音乐是民族声乐创作和发展
的宝贵遗产。艺术家要在生活中摸索，
许多经典的音乐作品都透出了那片土壤
的营养，我们应该敏锐地发现生活中的
旋律，通过自己的理解写出传世的作品。

——作曲家赵季平表示。

●如今，我们应该丢弃功利性阅
读，按照自身兴趣与阅读需要，通过

“链接”的方式，进行延展性阅读，建立
起自己的知识体系。这种“链接”就像
我们刷微信朋友圈一样，读到一处，再
看到自己感兴趣的点，就不断进行相关
点的阅读。

——作家阿来认为。

●现在一个不太好的现象是，一个
安静的诗人一旦被网络注意，被媒体发
现，马上就会变成新秀，喧嚣起来，浮
躁起来。这给读者带来的印象是，诗变
成了一种走钢丝的行为艺术，只有抓住
眼球才是好诗。在微博、微信带来诗歌
传播“百花齐放”的时候，如何树立和
建立写诗的“金字塔”，是我们应该关注
的问题。

——诗人于坚指出。

●如今，我们应该把京剧放在与其
他艺术门类相同的地位上去欣赏，以此
吸引年轻观众去看京剧，而非将其细致
到梅、程、荀、尚的各个派别之中。京
剧的竞争对手不是别的京剧，而是其他
的表演艺术：歌仔戏、苏州弹词甚至电
影。换言之，我们也可以吸收这些艺术
门类的所有手段，重点在于完整深情地
说一个故事，这是我们发展京剧这个传
统艺术形式的一个方向，实践证明是行
得通的。

——剧作家王安祈认为。
（曹馨月辑）

大学期间就开了花店

王召明微信的昵称是小草。和他交谈，话题始终围绕着草。
记者心里不禁暗想：“看来这个人是为草而生的！”

由于牧区教育条件太差，王召明从小没有接受到良好的教
育，高考落榜了。但王召明并没有灰心，他连续参加了四次高
考，终于考上了内蒙古林学院。

大学期间，为了减轻家人负担，王召明坚持蹬三轮车卖花。
学校温室培育的仙客来花，5块一盆对外批发，蹬三轮板车到市场
卖 8 块，净挣 3 块钱。遇上好日子，一天挣百十元。在大学二年
级，他就有了自己的花店。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王召明花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不久又
经营起自己的绿化公司。在实践中，王召明发现，进口的、南方
的奇花异草到了北方不耐寒、不抗旱，养活费劲，维护起来更费
劲。晚上躺在床上，他经常想起草原上的野花野草，自然生长，
虽然旱涝无常，但每年都依然顽强地活着。于是，他便萌生了培
育本土品种的念头。

建起草业研发中心

王召明大学学的专业是林业机械制造，对种植行业只知皮
毛，但他有敢想敢干的天性。公司创业初期，大家对培育什么品
种、怎么培育新品都很迷茫。

“该种什么，该养什么？我们去大自然中找。草原上漫山遍野
盛开的野花，不比进口的花草逊色。大旱之后能存活下来的花
草，就是最抗旱、生命力最强的品种。”王召明的想法，给大家指
明了方向，很快让企业找到了发展机会。没有资金就干小买卖，
从承揽小绿化工程开始。没有技术人员，就去想办法借。内蒙古
农业大学的老专家、老教授，一开始对王召明的事业不认可，但
通过王召明死缠烂打式的求教，大家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
起初是帮忙，后来部分专家退休后，干脆加盟到王召明的团队

里。如今，王召明建起了国内一流的草业研发中心。一批适合北
方干旱寒冷地区生长的花草品种面世了。

“这是长青石竹，四季常青，能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冰雪中生
存，节水、抗旱、耐寒、耐盐碱。这是黄芩，这种花花期长达4个
多月，用水少、维护成本低。那是山丹丹花，花开得很漂亮，而
且球茎可以吃。这些品种，不用我们去推销，大家都慕名来采
购。”王召明像一只蜜蜂一样穿梭在试验田里，介绍着自己的产
品。

创建生态产业联盟

“以后看草原不用往远处跑了，来我这！”在离呼和浩特市区
不到 5 公里的地方，王召明把记者引到了他搞生态修复的万亩草
原。看着一望无垠，草高鸟飞的场景，记者很难相信这里两年前
是被采砂挖得千疮百孔的滩涂。

“换土成本太高，我们用的是抗旱耐盐碱的草种，生命力极
强，而且形成了生态自动修复体系，一次性投入，终生免维护。”
王召明边抚摸花草边搭话。

“我的思路是用恢复的生态支撑生态投入。”王召明指着远处
正在建设的蒙古包旅游景点和设施，介绍说，“这都是我们产业联
盟的合作伙伴们要经营的产业，有畜牧业、文化旅游、蜂蜜等，
目前已形成良性循环。”

2008年起，王召明发起创建生态产业联盟。他的思路很快得
到众多志同道合的企业的支持。经过几年的磨合，2013年11月26
日，经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批准，草原生态产业联盟正式成立。

目前，生态产业联盟已形成许多可喜成果。通辽市扎鲁特旗
的“现代牧业实验基地建设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沙化草原修
复、苜蓿种植、肉牛养殖、光伏发电；呼和浩特机场北侧的

“百草园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牧草种植、中草药种植、休闲
旅游。“以后像这样的‘生态联合发展体’会涌现出更多，企业
抱团做生态产业的模式，会成为内蒙古生态建设的主力军。”王
召明自信地说。

弘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

将推动组建国际道教组织

他出生在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草原上，从小与羊为

伴，边放羊边上学。他创办了我国第一家以草业为主的上

市公司。他就是内蒙古和信园蒙草抗旱研究所所长、被称

为“中国草王”的王召明。在他带领下，“蒙草”走出国

门，进军蒙古国、迪拜，为当地生态恢复作出贡献。

王召明：为草而生
本报记者 丁志军 张永恒

非常非常

2014年10月17日，李光富 （前排右4） 会见海基
会董事长林中森一行。

2014年10月17日，李光富 （前排右10） 参加武当玄帝台湾巡游暨玄天上
帝信仰与道教文化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