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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国际儒学大会现场

◎感人故事展现家风

陈如豪、韩世国两个家庭的故事在深圳早已经感动了
无数人。

陈如豪、吴清琴夫妇祖籍汕尾市红草镇，上世纪 80
年代来到深圳。丈夫陈如豪在家乡曾从事过多年的基层治
保工作，来深后下海经商，妻子吴清琴在深圳一家国企上
班。尽管家境优越，他们却始终不忘传承优良家风，践行
着担当、仁爱、友善的醇美家风。在他们的言传身教下，
儿子陈文亮选择弃商从警，成为罗湖公安分局的一名优秀
巡警。

1997 年，时年 21 岁的陈文亮在抓捕飞车抢夺的犯罪
嫌疑人时身负重伤，成为“植物人”，至今昏迷未醒。19
年来，陈如豪、吴清琴夫妇始终无微不至地照顾儿子，
6000多个日夜不离不弃。患难之中，他们自强不息，从来
没有要求过任何特殊照顾，甚至拒绝了儿子单位所分配的
福利房，还积极为家乡建设、抗震救灾等捐款捐物达 12
万元。他们的事迹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赞誉，被誉为

“挺起英雄脊梁的至美双亲”。
韩世国和妻子张铭都是深

圳的小学教师。2012 年，韩
世国、张铭夫妇被选为深圳市
第四批援疆教师，赴新疆喀什
支教。为了方便工作，他们将
不满5岁的孩子韩铭芮也带到
了新疆。1年援疆结束后，他
们夫妇俩向组织递交申请，一
家三口再度远赴新疆支教。

支教期间，韩世国夫妇在
学校组建了少数民族教师研修
团队，指导当地教师开展教育
科研活动，把生动高效的深圳
元素植入喀什的课堂；多次深
入帕米尔高原上课、听课、评
课，帮助少数民族教师提高业
务能力；在维吾尔族学校开设
并推广绘本阅读课程，培养少
数民族孩子学习汉语的兴趣，

深受孩子们喜欢；把“送人玫瑰、手有余香”的深圳观念
带到祖国边疆，给维吾尔族、塔吉克族、柯尔克孜族孩子
援赠绘本图书和文具，到喀什社会福利院看望少数民族孩
子。多年来，韩世国家庭想方设法为深圳、喀什两地牵线
搭桥，帮助联系专用捐赠或帮扶款近14万元。

◎“深圳家谱”进入镜头

“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家庭是一
个国家、一座城市最基本的构成部分，家风则是城市文化
不可或缺的部分，它影响并塑造着城市的精、气、神，对
于深圳这样一座年轻的现代化城市而言尤其如此。

深圳较早关注到家风文化对于城市
文化的重要意义。2013年，深圳启动了
大型家风文化专题活动“影像深圳家
谱”项目，计划 10 年拍摄 1000 个家庭，
记录1000个家庭的中国梦，缔造深圳独
特的当代城市史诗。2014 年 11 月，“影
像深圳家谱”首批 100 个家庭的照片在
深圳城市核心公共空间大规模展出，吸
引5000万人次观看。2015年7月，“影像
深圳家谱”展览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的欧盟总部举办，国务院参事王京生评
价“影像深圳家谱”是“深圳最温暖的
漂亮风景”。

该项目策划人、深圳晚报总编辑丁
时照介绍，“影像深圳家谱”既是对传统
的传承，又是对传统的超越，同时还综合城市的多元性要
素进行展示。在深圳，有的家庭是深圳原住民，有的家庭
是民族大汇聚，有的家庭是天南海北，有的家庭是中西合
璧。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梦想走进深圳，因为深圳而组成
风雨同舟的家庭，因为小家庭聚合而成深圳大家庭。这样
的家谱，表面是一个个家庭的影像族谱，其实是深圳的人
文根脉。

“续修家谱，传承家风”是中国传承千年的文化传
统。创作“影像深圳家谱”就是深圳的“大家谱”，就是
对深圳这个“大家庭”“家风”的传承。这个大家庭里的
每个小家庭都是一个追梦传奇，都是深圳精神的生动诠
释。这些都是这座城市发展过程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家风文化成为热潮

近年来，“家风”一词热遍全国，广受关注。在深
圳，也兴起了一股“家风”文化热潮。

近日，位于深圳大浪办事处刘围屋路浪口工业区的
168米廉洁家风文化墙顺利完工，一幅幅生动有趣的哲理
水墨画，吸引群众纷纷驻足观看。廉洁家风文化墙选取了
书画家王宪荣先生的系列画作，分为“孝廉”“清廉”和

“善廉”3个板块。除此之外，今年以来，大浪办事处先后
在机关和社区举办了 24 场廉洁家风巡讲活动，面向社会

发出“树良好家风、建廉洁家庭、做合格党员”的倡议。
深圳龙岗区中小学生“弘扬好家风·传递正能量”演

讲比赛日前在平安里学校举行，参赛选手用真挚、朴素的
语言和真实、鲜活的事例表达了自己对家风家训的理解，
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阐释了好家风、好家训对个人、家
庭及社会的积极影响。

深圳市妇联以“传承好家风，传递幸福力”为主题，
举办 2016 年深圳市最美家庭分享会；深圳老年协会开展

“最美家风、特色家训”评选；龙岗区坂田街道四季花城
社区举行“家风促廉风”活动；龙华新区则组织了“民治
好家风”大赛……众多“家风”主题活动在深圳不断上
演，在全社会营造了共树良好家风的氛围。

日前，由深圳大学主办、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承办的第五届国际儒学大会在深圳举行。来自美国、

韩国、比利时等国家以及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的百余名学者汇聚一堂，探讨汤一介先生

的学术思想，交流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并就儒学的当代价值展开深度研讨。

一年一度的国际儒学大会，堪称深圳学术界的年度盛事。每年这个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哲学学者

都汇聚鹏城，研讨学术。“国际儒学大会已经初步形成了品牌效应。”深圳大学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

所长景海峰教授说，5年来，国际儒学大会一直坚持纯粹的学术性，这在无形中增加了大会在学界的知名

度和含金量。

本届儒学大会的主题是“儒学的当代理论与实践——汤一介思想国
际学术会议”。“今年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一方面，国际儒学大会
一贯强调儒家思想与当下的结合；另一方面，今年是汤一介先生逝世两
周年。我们希望将汤先生作为一个范例，通过梳理他几十年的学术实
践，把一些问题探讨更深化，这与国际儒学大会的整体议题也是一致
的。”景海峰说，2007年由汤一介主持的《儒藏》编纂与研究国际会议也
在此举行。“时间过去了近10年，《儒藏》编纂工作硕果累累，已取得了
重大进展，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工程之一。”

深圳大学党委书记刘洪一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汤一介、乐黛云伉俪

与深圳大学的渊源。“1984年，他们共同创办了深圳大学中文系及全国最
早的两个研究所——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比较文学研究所，他们的教
育情怀和济世情怀贯穿于学术研究与文化实践的全程。” 刘洪一说，“在
社会文化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关注儒学的当代实践，注重将当代的优秀
思想和现代相结合、中国的优秀传统和各国的优秀文化相融合，有助于
为现代人提供精神食粮，让人们灵魂有居所。”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院长王博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王守常教
授、北京大学 《儒藏》 编纂中心李中华教授、中华孔子学会常务副会长
干春松教授分别作了报告。其中，王博提到，汤一介的哲学情怀、中国
情怀、人类情怀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中国需要一批像他这样的先生，认
识老中国，认识新世界，从而建设新中国。在他的影响下，北大儒学院
正在推进三大项目，即中国经学史 （10卷本）、中国解释学史和儒释道三
教关系史的编写工作。

会议共收到了近 90 篇论文，其中近半是集中探讨汤一介学术思想
的，涉及他的儒学观、佛教研究、道教研究、中外文化比较等成果，是
学术界研究汤一介哲学的一个重要开端。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佛教、
儒学、中国文化与哲学、中西文化与哲学比较等6个领域，对汤一介的学
术贡献做了系统分析，认为他不仅是一位醇儒、学者，而且是一位具有
卓越组织能力的学术领袖。“他以多元开放视野与学术敏感，开风气之
先，力辟新域，以心血与生命做了大量的文化传承积累与发展创新的实
际工作，创办中国文化书院等机构，组织高端学术会议与讲习班，邀请
诸多国外境外学者讲学，主持 《儒藏》 编纂，组织西学东渐史、中国儒

学史、经学史、儒释道三教交融史等丛书的编写。他的贡献绝不限于文
字著述，还有文字语言之外的精神遗产，主要是实践精神。他是一位知
行合一、有理想追求与精神境界的大师，是后辈的楷模。”

山东大学刘大钧教授发表了 《众望从今仰斗山——回忆汤一介先
生》 的演讲，深情回顾了汤一介的学术成果和人格魅力。金春峰、杜保
瑞等学者讨论了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问题，认为汤一介所做的工作堪称
当代学者的典范；刘笑敢、高瑞泉、林安梧等学者从中西文化的比较，
对汤一介有关瞩望新轴心时代的思想做了引申和发挥；胡军、蒋国保、
干春松等学者还从中西方的融合与当代哲学的实践性探索，讨论了汤一
介哲学可能开出的新途径。

汤一介可谓是深圳大学国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哲学学科的奠基人。据
悉，为纪念汤一介为深圳大学发展所作的贡献，弘扬其学术思想，以励
来者，深圳大学文学院从2014年起专门设立了“汤一介人文奖学金”，每
年从该院哲学专业中评选出10名品学兼优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予以奖励。

景海峰介绍说：“儒学大会的框架主题是儒家思
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它既包括儒家思想的学术路
径，也包括当代中国文化，两者互为照应，而不是
纯理论学术会议。”除了研讨汤一介学术思想研究，
会议还围绕近 30年来中国哲学思潮与人物、儒家典
籍的整理编纂与思想研究、中国诠释学的建构与探
索、儒家思想与现代生活等话题展开讨论。

作为当代中国哲学界的泰斗级人物，汤一介在
儒学的特质及其当代意义、佛教的传入及其中国
化、道教的起源与早期发展、玄学的产生与影响、
中西文化的比较与互鉴乃至中国解释学的建构等方
面都做出了具有开拓论域、引领方向意义的重要贡
献。晚年他思考人类文明与文化的未来而提出“新
轴心时代”，影响深远。曾经师从于汤用彤、汤一介
父子的北京大学许抗生教授认为，身处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时代，当代学人需思考为什么要复兴当代
儒学、怎样复兴当代儒学这两大问题，站在“新轴
心时期”，需回顾第一次轴心时期的思想并将其发扬
光大，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流文化，挖掘儒家
思想中适用于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思想资源，仍是学
者们需努力的重要使命。

蜚声海内外的道家文化学者陈鼓应教授，则从
与汤一介的交往、老辈学人的民族危机意识，谈到

“孔老会通”、儒道会通的学术与现实价值。
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发表了以 《哲学与

历史的融合：本体诠释学的本体诠释与中国解释学的历史诠释》
为题的演讲，探讨了本体诠释学与中国解释学的异同，并得出

“异名同出、相生互补”的结论。
山东大学诠释学专家洪汉鼎先生则联系汤一介生前提出创建

“中国解释学”，将话题聚焦在创建中国诠释学上，指出诠释学作
为沟通中外古今思想之桥梁，是开拓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
经之路，认为将来要着力建设中国的经典诠释学。

近日，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

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深圳市推

荐的陈如豪家庭、韩世国家庭获

得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荣誉

称号。在这次评选活动中，深圳

获表彰家庭数量在广东省各市中

居首位。

文明家庭看似平凡的故事背

后，体现的正是良好家风。以良

好家风引领社会风气，以良好家

风塑造城市品格，以良好家风诠

释深圳精神，深圳近年来不遗余

力地推进家风建设，让好家风扎

根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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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世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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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深圳地铁通道中的“影像深圳家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