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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来自阿根廷的工业设计师，在台州生活和工作
已经超过10年了。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台州作为一个宜居宜业
城市的独特魅力，这种魅力与和合文化是分不开的。在我看
来，和合就是强调和谐、团结以及差异的融合，它对于促进不同
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在台州生活的日子里，
我感到和合既融入在日常生活里，比如我时常受到热情友善的
帮助，同时也融入在我的工作中。台州拥有强大而全面的摩托
车零部件制造业，这对于摩托车设计师的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资源。特别是台州营造了扶助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这为
我的工作提供了极大便利。我爱台州，更爱蕴含其中的和合文
化，正是它塑造了这座城市宜居宜业的环境。

阿根廷籍工业设计师罗德里戈

在中国留学期间，我深刻理解了和合文化的核心理念，并
学会了如何将这一理念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刚接触时，我以
为它只是书本上的抽象概念，但在反复的了解和学习中，我发
现它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和合强调
的求同存异，让我联想起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精神，而孔子
等人的儒家思想也深深影响着韩国文化。和合文化架起了中
韩两国间学术交流、民间文化互动的桥梁，让我更加深刻地感
受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韩国籍留学生权赫

在台州的日常生活中，我时常深刻地感受到和合文化
就在身边。就拿台州的美食食饼筒来说，一张薄饼，却能
包裹各种食材，无论是鲜美的海鲜、鲜嫩的蔬菜，还是香脆
的油条，都能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道独特的美味。
这种包罗万象的特性，不正是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体现
吗？和合文化接纳万物，将不同的元素融合在一起，创造
出新的和谐。不仅是美食，我还从点滴生活中感受到了和
合文化的包容性。这里的人们热情友好，尊重不同的文化
和习俗，让我这个异国他乡的人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我
想，正是“和合”让台州成为了一个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城
市，我也愿意继续在这里生活下去。

俄罗斯籍老师索菲亚

最初邂逅和合文化，它仿佛是古老画卷
里的一抹魅影，概念抽象而深远；又似乎是
学者们于静谧书斋中苦心钻研、束之高阁的
晦涩学问，与我充满烟火气的生活格格不
入。那些诸如“和而不同”“万物共生”“和合
圆融”的理念，听起来玄之又玄，好像是历史
文化长河中泛起的神秘莫测的理论涟漪。

然而，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一次偶然
的宣讲活动，如同一场奇妙的邀约，让我误
打误撞地成了天台“和合青年”宣讲团成
员。这一身份的转变，恰似推开了一扇通往
全新世界的大门，门后的风景让我大开眼
界、流连忘返。

在准备宣讲素材的日子里，我逐渐揭开
了和合文化的神秘面纱。千年时光中，我看
到“六尺巷”中，张家与吴家各让三尺，化干
戈为玉帛，小巷悠悠，佳话流传，这是邻里间
的和合；又思及伯牙鼓琴，钟子期善听，高山
流水，知音相惜，此为朋友间的和合；亦难忘
将相和的美谈，蔺相如与廉颇摒弃前嫌，共
保赵国安宁，这是臣子间的和合。

我豁然开朗，原来我的身边“和合之花”
早已遍开万家。在台州，街头巷尾“和合二
仙”的雕塑、壁画让和合文化无处不在；内涵
丰富的和合圣地碑公园、和合文化展示馆、
和合人间文化园展示着和合文化的独特魅
力；“寒山劝和”“南山表兄”等“和合调解”品

牌将和合文化中“以和为贵”的思想融入基
层治理，构建起微网格大调解格局；稳步提
升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则见证着人们
对寒山湖的保护，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动人故事⋯⋯

自此以后，和合文化成为我的“必讲选
题”。我越来越乐于站在台上向大家分享

“和合之于我们”的点点滴滴。台下那一双
双闪烁着共鸣的眼睛让我再次感受到，和合
文化不是神秘的文化，而是让我们在这纷繁
复杂的世界里，找到与他人、与自然、与社会
和谐共处的美妙密码。它如春风化雨，滋润
着每一段人际关系，孕育出幸福生活的繁花
盛景，引领我们以和为笔、以合为墨，书写属
于我们的和谐篇章。

天台“和合青年”宣讲团成员周于稀——

乐于站在台上分享“和合之花”
20多年前，我研究生毕业之后到温州

大学当老师，一直从事中国哲学、区域文化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领域的教学研究工
作。读书的时候，诸如“五味调和”“八音克
谐”“天人合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礼
之用，和为贵”等观念深深印在脑海里，我
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和”是中国文化中至为
核心的价值诉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
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
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
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

10多年前，我在安徽黄山参加戴震思
想研讨会时，巧遇了戴震研究专家、中国
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先生。
张先生是温州龙湾人，倡立了和生、和处、
和立、和达、和爱的“和合学”，听说我在温
州工作，就鼓励我从事和合文化研究，并
希望在家乡设立专门的和合学研究机
构。2022年，在多方支持努力之下，温州
市和合文化促进会成立，我在其中担任学
术副会长。202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孔子
研究院、温州市社科联及龙湾区社科联、
温州市和合文化促进会等单位支持下，温
州大学专门成立了“和合学研究中心”，由
我担任中心主任。再加上本人主持的省
高校思政名师工作室等平台，近年来我们

积极组织力量挖掘在地和合文化资源，撰
写和合文化研究论著，举办和合文化讲
座，参与发起和合学论坛，协力推进和合
文化的研究与传播。

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华文化崇尚和
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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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
合文化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的时代价值愈
加突显。身为一个和合文化的研究者、传
播者和实践者，今后我会继续深入挖掘整
理传统典籍中的和合文化资源，积极组织
和合学研究交流活动，为促进身心和善、家
族和睦、社会和谐、生活和顺、环境和美、世
界和平贡献自己的绵薄力量。

温州大学和合学研究中心主任孙邦金——

和合文化具有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时代价值
温州大学和合学研究中心主任孙邦金——

和合文化具有应对全球性挑战的时代价值

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

和合，贵和尚中、善
解能容，厚德载物、和而
不同。作为几千年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之一，和合文化广泛而
深入地根植于中国文化
之中。20世纪80年代，
在读硕士的我开始了对
司马光哲学思想的研
究，司马光丰富深刻的
中和哲学、和合文化的
思想深深触动了我。当
时，改革开放方兴未艾，我感到有必要为一直被视为调和主义、
折衷主义、中庸主义的中和哲学、和合文化“正名”，大力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统一哲学”破除过往思想的桎梏，这是我研
究和合文化的肇始和源动力。

此后，我朝着这一研究方向开始了持续深入的钻研。我认
识到，和合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是东方文明的灵魂。
为从理论上打通中和哲学、和合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我花
了大量的时间查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马克思主
义经典著作，逐渐理解。从原理上看，传统中和哲学、和合文化
与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相通的，万事万
物的发展就在于矛盾对立面形成一种统一的即中和协调、和合
协同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系统梳理阐发中华传统中和思想、
和合文化，完成并出版了我的博士论文《儒家中和哲学通论》。
由于这是第一本系统研究传统中和思想、和合文化的专著，所以
出版后获得较好反响，许多高校哲学专业将它列为研究生参考
书目，也有海外学者没有买到该书，来信托我全本复印寄往，还
有企业家专门登门请教探讨和合文化。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大力弘扬和合文化已成为新
时代的实践要求。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合文化，对和合
文化的本质内涵、表现形态、历史价值、当代意义、弘扬方式、
创新途径等予以全面阐述。和合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髓之一，我们要进一步推进和合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让和合文化在实践中活起来。未来，和合文化将在
引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中发挥重要
作用。

浙江省委党校原哲学部主任、教授董根洪——

和合文化与唯物辩证法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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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留言板大力加强和合文化国际传播
陆彩荣

大力加强和合文化国际传播
陆彩荣

《《学习学习有理有理》》特别策划特别策划““思想的力量思想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

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髓之一，和合文化蕴含的天人合一、以
和为贵、和实生物等理念不仅凝结着东方文
明的智慧，更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中
国方案。特别是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气
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全球性挑战层
出不穷，唯有全球共济、合力应对，才能共渡
难关、共创未来。作为和合文化的重要发祥
地，浙江应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挖
掘和合文化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创新和
合文化的传播方式，推动和合文化的国际传
播和交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
和力量。

和合文化的思想内涵
和价值导向

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历久弥新。据研究，
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经有“和”“合”二
字。殷商时期，“和”“合”二字是单独使用的，
还没有组合成一个词。到了春秋时期，“和”

“合”二字开始连用，“和合”成为一个整体概
念。先秦时期，和合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儒
家创始人孔子首先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
心，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道
家创始人老子相应提出了“万物负阴而抱阳，
冲气以为和”的思想。此后，和合在不断的传
承和发展中熔铸成中华民族的血脉基因。

从思想内涵来看，和合文化就是具有和
合理念与和合思维的文化体系。既包括“天
人合一”的宇宙观，也有“琴瑟和谐”的家庭
观；既包括“人心和善”的道德观，也有“以和
为贵”的义利观，体现了中华民族对大自然
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

“‘和’指的是和谐、和平、中和等，‘合’指的
是汇合、融合、联合等。这种贵和尚中、善解
能容，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容品格，是我
们民族所追求的一种文化理念。”

从价值导向来看，和合文化既强调贵和
尚中、和合共生，在差异性与多样性中寻求
共存与发展，更强调和平共处、合作共赢，重
视和谐发展，反对冲突和暴力。这种价值导
向涵盖了伦理道德、社会风俗、政治制度等
多个方面，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人类进
步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当前国
际局势变乱交织，和合文化为构建以不同文
明平等包容、相互借鉴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发挥着理论引导的作用。

弘扬和合文化的时代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求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
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面对错综复杂、瞬息
万变的国内外形势，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人类命
运共同体理念。而和合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和丰富的思想资
源，为世界人民处理人与自然、国与国之间的问
题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也为世界各国推
进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

弘扬和传播和合文化凸显了中华文明的
和平性。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和衷共济、
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5000 多
年来，对和平的愿望始终一脉相承，成为中国
人民普遍具有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今天
依然是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理念。弘扬
和传播和合文化，旨在营造和维护和平安宁
的国际环境，凸显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这
有助于深化各国对我国维护和平决心的认
识，消除彼此误解、增进彼此互信，推动其他
民族一道成为维护和平的坚定力量。

弘扬和传播和合文化有利于推进文明
交流互鉴。和合是中华文明对外友善、友好
交往的原则，也体现了海纳百川、兼收并蓄
的文化理念。世界文明多姿多彩，这种多样
性和差异性不是导致冲突的原因，而是不同
文明之间相互借鉴的前提。和而不同是一
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交流互鉴是文明发
展的本质要求。不同文明应秉持和合共生
的理念，尊重多样性、差异性，在交流互鉴中
取长补短，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放眼全球发展，和合文化正为
世界文明发展贡献着中国智慧，推动实现世
界的持久和平和人类的繁荣进步。

和合文化的生动实践

作为和合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先行实践
地，近年来，浙江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坚定
的文化自信，深入挖掘和合文化的精神内
核，并将其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面提升和
合文化的影响力。

挖掘多重价值，激活文化基因。和合文
化折射着中华民族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精
神，当前仍然通过系统性研究与具体实践，
发挥其特殊价值。浙江通过实施和合文化
基因解码工程，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研究、保
护、传承与创新转化模式，并通过成立和合
文化院等研究机构，持续深入研究和合文
化。台州创造性地将和合文化运用于基层
治理，探索出基层民主议事的有效道路。温
岭市的民主恳谈会已成为中国基层协商民
主的一种典型形式。

融入日常生活，让和合文化活起来。文
化是否具有生命力，关键在于它能否融入人
们的日常生活，能否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
行为。台州将和合文化贯穿于基础教育、职
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各领域，融入学
校教育内容，打造“和合文化”课程体系，编撰
台州和合文化通俗读物和地方教材，组织学
校开展相关研学游学活动。为了更好地展示
和合文化，台州建设了一系列地标和设施，如
和合文化展示馆、和合人间文化园等，为市民
提供了解和体验和合文化的场所。

加大国际传播和交流，让和合文化走出
去。和合文化对增进不同国家、种族、宗教、文
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有着重
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了推动和合文
化走出去，从2021年起，浙江连续四年举办和
合文化全球论坛，邀请多国专家学者共同探讨
和合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还邀请国外

政要和国际名人担任和合文化国际传播大使。
当前，和合文化全球论坛已经成为具有重要国
际影响力的文化交流品牌。同时，台州等地不
断加大国际交流力度，比如，与韩国、美国、法
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开展多项文化交流活动
等，进一步扩大了和合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大力加强和合文化国际传播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变乱交织的
国际形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和
合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其所
倡导的和谐、包容、合作等理念，与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高度契合，进一步加大其
国际传播有利于彰显中华文化世界价值、推
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发展。

一是要不断加强理论研究与阐释。深
入挖掘和合文化内涵与精髓，提炼其世界价
值和时代意义。组织专家学者开展系列学
术研讨会、讲座等活动，加强学术交流与合
作。出版相关书籍、期刊、论文等，为国际传
播提供理论支撑。

二是要多方搭建国际传播平台。利用
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新媒体平台，构建国际
传播网络。继续精心举办全球论坛、国际文
化节等活动，搭建国际交流平台。加强与海
外华人华侨、国际友好组织的联系与合作，
共同推动和合文化传播。

三是要持续创新传播方式。制作主题
影视作品、纪录片、动漫等，以直观、生动的
方式展示和合文化内涵。举办主题书画展
览、文艺演出、讲座报告、非遗表演等活动，
吸引国际观众参与，并推广相关传统手工
艺、民俗活动等，增强国际受众的文化体验。

四是要继续推动海外驿站建设。海外
驿站是海外传播窗口和阵地，透过这扇窗口
可以开展文化交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等
活动，持续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五是要加快培养与培训传播人才，提高
其专业素养和传播能力。要进一步鼓励和
支持青年学生、文化工作者等参与和合文化
的传播活动。通过建立志愿者队伍，为国际
传播提供人才保障。

六是要加强组织领导和工作保障。进
一步推进和合文化的弘扬与传播，需要建立
相应高级别的工作机制和组织，为其提供坚
强有力的制度与机制保障。

推进和合文化国际传播是一项功在当代、
利在长远的和善之事，需要多方面的持续努力
和协同协作，久久为功，集腋成裘，不断提升其
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进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贡献和合智慧与中国力量。

【作者为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

作为生活在台州的埃及媳妇，我对和合文化有着独特
的理解和体会。在我看来，和合文化不是一种抽象的理念，
而是融入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在台州，我见证了人们
之间的和谐共处，无论是邻里间的友好互助，还是不同文化
间的交流碰撞，都体现着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理念。我利
用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精心挑选当地的和合元素，如传统
节日、民俗活动、和谐社区等，通过镜头和文字记录下来，分
享给全球特别是阿拉伯地区的粉丝，在TikTok平台上吸引
了超过12万粉丝。作为台州市首批海外传播官，我还积极
参加各类国际人文交流活动，分享自己对和合文化的理
解。在这些经历中，我深切感受到了和合文化不仅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连接不同国家和文化的桥梁。

埃及籍自由职业者阿兰

和合街区。 拍友 许安安 摄

2022年，温州市和合文化促进会成立；2023年，温州市

社科联及龙湾区社科联等单位共同支持成立“温州大学和

合学研究中心”，举办和合文化讲座、和合学论坛等活动。

20222022年年，，温州市和合文化促进会成立温州市和合文化促进会成立；；20232023年年，，温州市温州市

社科联及龙湾区社科联等单位共同支持成立社科联及龙湾区社科联等单位共同支持成立““温州大学和温州大学和

合学研究中心合学研究中心”，”，举办和合文化讲座举办和合文化讲座、、和合学论坛等活动和合学论坛等活动。。

自 2021 年起，和合文化全球论坛累计邀请到外国前政要、驻华大使

团、国际组织代表和国际友城市长、世界著名汉学家、智库专家学者、中外

记者等58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位知名人士在台州参访、采访。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台州市委宣传部台州市委宣传部、、温州大学温州大学）） 浙报制图浙报制图：：吴雄伟吴雄伟

台州将“和合善治”理念贯穿市域治理全过程，2020年至今

共受理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案件 30.18 万件，调解成功率

99.43%。

依托中央、省级主流媒体海外平台账号，

台州持续推出和合文化海外报道、专题推文

3000余篇，阅读量2亿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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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人间文化园和合人间文化园。。台州市委宣传部供图台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