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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吴启珍 叶小孚

本报讯 出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喜爱， 也出
于对内心理想生活的向往， 曾任市人大常委会副
秘书长、研究室主任的卢朝升在 50 岁那年选择了
提前退休。 之后， 他潜心于传统文化的学习与传
播，去年底担任少微书院的执行院长，发起了“优
秀文化四百万公益行动”。 他说，这是因为对传统
文化怀有深情， 并一生致力传承传播的父亲启迪
了他。 现在，他的女儿对传统文化同样非常喜爱，
三代人在分享优秀文化的道路上快乐别人， 成就
自己。

乡村教师
言传身教中华传统美德

在上世纪 60 年代初的缙云县溶江乡卢秋
村，卢朝升的父亲卢设涛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文
化人”。 虽然仅仅初中毕业，但他依靠自己的努
力，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公办教师。

卢设涛酷爱看书， 对中华传统文化尤其青
睐。“通过自学，他掌握了很多这方面的知识。他
觉得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很有必
要传承。 ”卢朝升告诉记者，在日常生活中，卢设
涛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美德。

那时候的农村，知识分子很少见，所以“教书
先生”很有威望。 农村每有红白喜事，他总是被请
为座上宾，还经常当司仪。 每当邻里有纠纷，或者
家庭有矛盾， 当事人就会请卢老师主持公道。 这
时，他总会运用传统文化知识晓之以理，化解矛盾
的同时也普及了文化知识。此外，卢设涛还擅长撰
写对联，每年春节，他最忙碌的事情就是为乡亲邻
里写对联：“积金积银不如积书教子， 宽田宽地莫
若宽以待人”“入宅千载盛，安居万代荣。 ”……这
一副副对联，融入了他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也寄托
了他分享传播这些文化的挚诚之心。

之后，卢设涛陆续在溶江乡山坑村、石上村
和上坪村等地小学担任校长。 他给学生们开了一
堂特殊的课，讲“厚德载物”，讲“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讲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人与人相处的智慧。 卌
载立讲堂，半生为人师，卢设涛用他的言传身教，
在许多学生心里播下了传统文化的种子。

退休干部
孜孜不倦推广优秀文化

在父亲的影响下， 卢朝升对传统文化也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走出校园，他成了松阳县石仓
公社（现大东坝镇）的一名农技员，在偏远的山
村一呆就是八年。“在这八年里，我一度对自己
的人生产生了怀疑，觉得很迷茫。 ”卢朝升说，这
段时间，是书中“穷且益坚”的精神一直支撑着
他。 八年时间里， 他的工资几乎都花在了买书
上，积累了满满三大书架的书。

后来，他在朋友的激励下开始写作。 1990 年，
他根据当时卢秋村村民终于用上自来水的故事，
写成了报告文学《泪水、汗水和泉水》，投稿到《浙
江日报》，结果“钱江”副刊用整个版面刊发。 这为
卢朝升的生活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 他成为小有
名气的“笔杆子”。 后来他调到政府部门工作，从
此与文字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回首这些年的经历，我觉得是知识和文化
改变了我的命运。 ”有了这段经历，卢朝升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力量有了更深的感悟， 更有了分
享这份感悟的迫切愿望。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尤其是进
入新世纪以来， 我国文化领域发生了广泛而深
刻的变革，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动文化大发展
大繁荣的政策。 乘着这股东风，优秀传统文化以
一种全新的面貌回归到了老百姓的生活中。 对
此，卢朝升深有感触。“最初的时候，我学琴棋书

画，还被有的人当作‘另类’。 但后来，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发展这方面的爱好， 古老的文化重新焕发
生机。 ”在卢朝升心中，他推广优秀传统文化的梦
想也渐渐苏醒。

2015年，知命之年的卢朝升提前从单位退休。之
后的两年时间，他去了杭州等地，学习传统文化及其
推广方式。 去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
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

去年年底，卢朝升回到丽水，并担任了少微书
院的执行院长。 他一手策划了“优秀文化四百万公
益行动”， 组织了 20 多人的国内名师指导团队和
50 多名本地专家的讲师团，计划用一年时间，进机
关、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开展 100 场公益讲
座，向 1 万名观众推广优秀文化。 以推广优秀传统
文化为主， 兼容并蓄古今中外优秀文化。 将蔡群
慧、蔡昆宏、尚佐文、顾大朋等名人请到丽水做公
益讲座，与市民面对面交流。

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社会大众的热捧，截
至目前已成功举办了各种文化讲座 300 多场，直
接听众 3 万多人次， 仅卢朝升一人就讲了 60 多
场，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活动效果远超预期，
说明社会上还是有很多人渴望优秀文化的。 ”卢朝
升欣喜地表示。

旅日青年
远渡重洋为文化传播积蓄能量

对于卢朝升在推广优秀文化方面取得的成绩，
他的女儿卢秋惠子由衷地为父亲自豪。 尽管远在日
本，她还时常与父亲交流这方面的话题。 从小耳濡
目染，她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铁粉”。

在历史上， 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传到了
日本，并得到了很好的保存。 出于对这部分内容的
倾慕，卢秋惠子在本科毕业后毅然前往日本，进入
名古屋大学，攻读“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硕士学位。
求学期间，她努力学习当地文化，并常将所见所闻
所感与国内的父亲交流。

“来到日本之后，我发现这里有很多中国传统
文化的影子，如茶道、建筑等，这些都显示了中国
文化强大的影响力，这让我感到很自豪，也能增强
我们的文化自信。 同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
要让更多中国优秀文化走出去，站上国际舞台。 ”
卢秋惠子说。

今年， 卢秋惠子顺利完成了在名古屋大学的
学业，进入了东京的一家企业工作。 在业余时间，
她还积极参加当地的文化活动， 努力加深对当地
文化的理解。“尽管我现在能力有限，但我不会放
弃努力。 希望有一天我能有机会从事文化传播交
流方面的工作， 为祖国的文化传播事业添砖加
瓦。 ”卢秋惠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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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党报告———我家 40 年的幸福生活”系列报道

一家三代都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铁粉”

传承传统文化 播种中华美德

幸福家训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勤
俭敏慎， 谦厚宽忍； 赋衷天
理 ，持身准绳 ；愿我后嗣 ，拳
拳服膺志训言。

当家人幸福语录

卢朝升： 知识和文化给
了我充裕的物质生活， 而分
享和传播优秀文化让我收获
了精神的富足。 分享的快乐
以及自我价值的逐步实现 ，
让我感到无比幸福。

寄语新时代

卢朝升 ：学习古代经典
是 为 了 解 决 当 下 问 题 ， 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为
了走向世界 。 物质生活越
来越充足的当下 ， 人们越
来 越 追 求 精 神 的 富 有 ， 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当
其时 。

祖祖孙孙三三代代听听台台南南大大学学蔡蔡昆昆宏宏教教授授的的国国学学讲讲座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