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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和合文化全球论坛——

让和合文化滋养世界
杨 群

和合文化，灼灼其华。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蕴涵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和合文化，生生不息。踏着历史的河流，和合文化的力量孕育出台州人的“硬气”和“灵气”；奋进新征程中，和合文化更是在这片土地上激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和凝聚力。

11月29日，以“和合文化与全球共同发展”为主题的2022和合文化全球论坛(HCGF)将隆重举行，与以往不同，今年除了在论坛永久会址地台州市天台县设立主会场，

还开辟了西班牙、日本2个国别分会场，推动“和合”文明走向世界。

济公的故事，再次在国外大放异
彩。10 月 25 日，《济公之降龙降世》获
第 35 届东京国际电影节“2022 东京·
中国电影周”金鹤奖最佳动画片奖。如
今，“济公传说”已被列入中国首批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佛宗道源、神山秀水的天台县，是
活佛济公的出生地，千百年来儒释道共
存共荣，孕育出以“和合圆融”为精神内
核的天台山文化，也是中华和合文化的
发祥地之一。

和合基因，扎根天台。天台县把
和合文化元素，深深植入“建设现代化
和合之城”，实施和合文化传世工程，
谋划和合文化提升“15630”计划，即以
和合文化传世工程为总抓手，围绕打
造和合文化全球传播高地、和合文化
理论研究高地、宗教中国化实践高地、
和合文化保护展示高地、文旅融合创
新高地等五大高地，推进和合文化研
究行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和合文化
标识建设行动、文化产业跃升行动、文
化出海行动、文化润民实践行动等六
大行动，五年实施 30 个和合文化转化
发展重点项目。

“天台山和合文化”也被列入浙江
文化研究工程、首批“浙江文化印记”、
浙江省“文化基因解码”工程、浙江省首
批“文化标识建设创新项目”。

和合文化在天台生根发芽，其“醇
香 ”也 飘 散 到 全 国 乃 至 全 世 界 。 继
2018年加拿大中国和合文化研究会成
立之后，2019年天台首家“和合文化海
外驿站”落户日本，这几年陆续在迪拜、
苏丹、澳大利亚等地成立8家和合文化
海外驿站，推进和合文化走向世界。

“家庭的幸福、企业的成功、国家的
繁荣，都离不开‘和合’二字。”加拿大中
国（友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兼加拿
大和合文化研究会、北美浙江台州总商
会会长王典奇祖籍天台，从小受和合文
化熏陶，来到加拿大后，认为多族裔组
成、倡导多元文化的加拿大，与中国有
着共同的“和合”文化基因。

多年来，王典奇努力推动中国和合
文化与加拿大多元文化互相融合、共同
发展，带领和合文化走进加拿大“国庆
多元文化嘉年华”活动。特别是发扬同
舟共济的精神，疫情发生后，王典奇联
合周边华人，在温哥华成立抗疫防疫

“特别关爱小组”，第一时间向祖国捐款
捐物 100 多万元，还为当地 20 多家养
老院及医疗机构捐赠15万只口罩及防
护服等抗疫物资。

和是兴家之本、和是强国之基。五
千年深厚文化积淀，塑造了中华文明兼
容并蓄的开放胸襟，凝聚起讲仁爱、重
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的精神内核，孕育出中国文明深厚的
“共同体”意识。

“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
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在人类追求幸
福的道路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
能少。”这是今天的中国人在自身努力
创造更加幸福生活的同时，也尽力推动
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初衷。

和而不同和而不同 引领多元融合引领多元融合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
船。”一首《枫桥夜泊》，令苏州寒山寺钟
声诗韵千载传。孰不知，这座寺庙与天
台渊源颇深。寒山寺中，和合元素随处
可见，寒山问道、和合福道、寒拾泉等，
都在细说着唐代僧人寒山子曾在此处
栖止。

几十年来，在苏州早已闯出一片天
的胡卫东，骨子里仍透着一股劲儿，乐
于助人、崇尚和合。1999 年创立斯可
馨家具品牌，从一家十几名员工的小企
业，到现在有2000多名员工，产品远销
海内外，苏州天台商会会长胡卫东创办
企业的初心从未变过，一直秉持“专业、

勤奋、和合”的理念。“从小就听寒山、拾
得的故事，到了现在还是听得津津有
味，十几年来，我们商会每年都会办和
合文化讲座。”胡卫东说，从和合文化中
汲取力量，致富不忘反哺家乡，从2009
年至今，商会会员已为天台累计捐款达
3000多万元，用于乡村环境治理、文化
礼堂筹建、教育帮扶等。

台州和合文化的主旨是“务实而兼
融，和合而创新”。改革开放后，台州民
营经济刮起了“创新旋风”，台州人敢闯
敢拼，又富于创新进取，创造出了许多
个全国第一。作为山区26县之一的天
台，已诞生了10家上市公司，像银轮股
份这样最初名不见经传的山城小厂，如
今已成为中国汽车及工程机械热交换
领域的领头羊。天台县以这些龙头企
业为引领，用科技创新推动产业高质量
发展，通过共享科技和资源，带动全域
共富。

“十四五”天台提出上市企业总数

达到16家的目标，着力打造“企业办事
不求人”的营商环境，助力企业上市。

企 业 要 永 葆 活 力 ，不 在 规 模 大
小，而在气质、风貌和精神。天台有
个“云上园区”——红石梁创业园，实
现管理服务全覆盖，企业资产管理、
招商引资、政策法规、金融服务、技能
培训、文体活动场所等都能在智能物
联查看。在园区里，企业生产经营有
保障，员工幸福指数不断攀升，吸引
了越来越多企业入驻，2015 年园区仅
有 10 家企业入驻、年产值 6200 万元，
去年增加至 60 家企业、年产值达 7.1
亿元。

天台山文化的“和合因子”不断
激发内在活力，当前天台已进入高铁
时代，未来天台以建设现代化和合之
城为战略定位，以山水相映、城乡提
能为路径，推动经济总量跨越、城乡
全民共富，争创全省共同富裕示范区
标杆县。

和合创新 推进城乡共富

蔚蓝星球，苍茫雪山⋯⋯中国航
天员每次为地球拍照、合影，都会令网
友羡慕不已，镜头下的壮美地球，是人
类共同而唯一的家园。

和合文化的精髓，正是促进人与
自然和合、人与人和合、人身心和合。

天台山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得天
独厚的山海自然地理环境，使天台山文
化既有钟灵毓秀的山岳灵气，又兼容四
海的沧海豪气，更有山海魂魄的天然浩
气。

和合之美镌刻于天台城市建设与
发展中，也根植于城乡人民的心中。去

年，浙江省唯一的国家级水系连通及水
美乡村试点县项目落户天台，建设范围
涉及全县13个乡镇（街道），惠及乡村
76 个。今年以来，天台统筹利用县域
水系资源，深挖水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
制，全面助力乡村振兴，探索构建了一
批特色鲜明的乡村共富模式，形成“一
村一溪一风景、一镇一河一风情、一城
一湖一风光”的全域大美新格局。

既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也追求
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天台具有丰富的
生态旅游资源，未来将以山水相映做
亮文旅，把始丰溪打造成一颗闪亮的
明珠，以始丰溪夜游项目为引爆点，带
动城市高品质开发。把天台山打造成
世界级旅游景区，启动天台山申报世
界文化遗产，讲好天台故事，把天台全
域打造成“文化胜旅”，欢迎人们来天
台寻佛问道、探寻诗路、体验冰雪，开
启心灵之旅。

天台着力建设“现代化和合之
城”，将和合文化应用于社会治理，可
谓是借古鉴今。

开展和合文化“两地一区”建设，
兴建农村文化礼堂 304 家，创成县级
以上文明村 236 个。探索和合善治，
建立“和合议事”“和合调处”机制，实
现信访代跑全覆盖，织牢治理“平安
网”，创成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1 个、
省级民主法治村 16 个。如今，和合文
化融入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文
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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