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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迄今已成功举办280多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极大反响。
2010年11月，我们曾选编"香山讲坛"部分演讲词，推出了《聆听智者的声音》一书，在渎者中产生了
共鸣。
其后，《香山讲坛》演讲词改由他社出版，是为《聆听智者的声音》。
我们此次编选的这本《聆听智者的声音》第三辑，主要收录的是香山2010年度的部分演讲词，希望本
书的出版能继续带本书的编排，充分凸显"香山讲坛"这一大众讲座形式"讲"的特点，分设历史篇、文化
篇、社会篇、教育篇、健康篇、经济篇、科技篇七大板块，二十九讲。
讲座的遴选严格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巿民"三原则，以关注历史文化特色、关注社会发展
脉搏、关注不同阶层声音为出发点。
这二十九讲既熔宏大的人文历史、社会生活和经济科技于一炉，又关乎微观的社会热点、焦点和民生
问题，兼具学术性、思想性、知识性、实用性和趣味性，同时又不乏时代感,雅俗共赏。
阅读本书，读者可以聆听智者的声音，鉴古知今，解读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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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篇
  第一讲  论五德理论与秦汉帝德谱的关系及演变过程/杨权
  第二讲  魏晋士族阶层的兴衰状况分析/孙立群
  第三讲  宋代的历史沿革一以十一世纪的北宋东京为例/高有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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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讲  从历史与当下看韩国/张三夕
  第六讲  对日本忧患意识与情报工作的历史探究与思考/胡平
文化篇
  第七讲  “百姓日用之经”《周易》的哲理解读/曹础基
  第八讲  中国历史和《道德经》等文学经典中的分形理论解读/张森文
  第九讲  漫谈《红楼梦》等古典小说中的人物与爱情/陈文新
  第十讲  迁徙的经验与现代化的梦想——从知青下乡到民工进城的文学叙事/陈国恩
  第十一讲  春节的习俗与礼仪/李荣建
社会篇
  第十二讲  从后现代哲学透视当下中国社会的大众文化/邱紫华
  第十三讲  重构中国生死观教育的核心价值——以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为背景/郑晓江
  第十四讲  风水的科学理念与创意/叶春生
  第十五讲  “乐居”市环境建设的最高追求／陈望衡
  第十六讲  解读创新思维／易  江
教育篇
  第十七讲  叙事育人——拨动情弦的教育艺术／李  季  
  第十八讲  “儿童阅读”的界定及其黄金定律／王泉根
  第十九讲  母亲文化的构建及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王开敏
健康篇
  第二十讲  身边的传染病及其预防／陆家海
  第二十一讲  人体健康影响因素分析——以运动、饮食为例，兼谈健康管理／李宁远
  第二十二讲  中医养生保健，缔造美好人生／濮  欣
  第二十三讲  中医药文化与健康生活／蓝韶清  
经济篇
  第二十四讲  亚洲崛起及其世界意义／陈峰君
  第二十五讲  2010年世界与中国经济走势／杨帆  
  第二十六讲  负利率时期家庭理财的问题与策略／赵立航
  第二十七讲  住房与次贷：资产泡沫冷思考／王燕呜
科技篇
  第二十八讲  太阳爆发活动及其对地球的影响／陈鹏飞  
  第二十九讲  水来自天上和地下／萧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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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医药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了。
早在1956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倡导下，全国的中医高等教育就已经开始布局了，成立了北京、上
海、广州、成都四所中医本科院校。
当时国家刚刚解放，百废待兴，能够拿出这样的财力、精力在全国布点四所中医本科院校，说明国家
当时对中医药教育是非常重视的。
1956年到1958年间，江苏、黑龙江等各个省市都相继成立了中医院校，到文革前全国每个省都已经有
一所中医院校，而广州中医药大学已经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了，专业门类已经涵盖了各个学科，中医的
教育体系是非常完备的。
　　中医药的医疗工作跟广大市民关系最密切。
比如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第二附属医院以及中山中医院等各级中医院，在日常的防病治病、保障人
民群众健康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广东民间的中医药应用范围很广，药膳在广东，尤其在珠三角就更加普遍了。
广东人饮食中总是加些既是药材又是食品的东西，比如淮山、莲子、荔枝、圆肉、大枣，这些都包含
和体现着中医养生的理论以及思想。
　　笔者将从宏观的角度讲述中医药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密切联系和历代中医的科技成就，以期对
人们的日常生活有所指导和帮助。
　　中医学是一门生命的学科，而哲学是一门智慧之学。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古代哲学在医学中的浓缩和升华，体现了我们先辈对天文、地理、
哲学、社会、人文、生命等各方面的综合思考。
因此，想了解、学习中医学，必然要对中国古代哲学进行学习。
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儒、释、道是其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文化体系，千百年来，它们一直对中医学
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道家对生命的哲学有深刻的认识，本着贵生的思想，期望以法自然、尚柔弱的道术来超越生命的
束缚，明确以“长生久视”为终极目标，研究并发展了炼丹、导引、符咒等一系列道术作为修炼方法
。
它认为，万物以及生命的起源都是“道”，道是万物生成的本源，庄子更是对生命的起源作了细致的
论述。
他指出，有形的东西生于无形，形质从精气中生来，精神从大道生来。
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是气的聚合。
这个观点，对中医有直接的影响，一是体现在中医形成了以“气”为本的生命观，二是为中医“天人
相应”的理论提供了基础。
可以解释为：既然天之道与人之道有同一性，那在自然界获得的知识，就可以指导对生命规律的认识
。
中医理论就无不体现崇尚自然、取法自然的取向。
　　道家的“贵生”思想，就是去除过多的欲求，以保存生命为人生最基本的利益。
而中医学的主旨就是治病救人，两者是相通的，就如《黄帝内经》中所说“人莫不恶死而好生”。
所以，好的医生在为病人治疗躯体疾病的时候，总会运用中医药理论，指导病人节制欲求和贪欲，改
进生活方式。
道家在“贵生”的目标下形成和发展了许多技巧方术。
其中，导引、按摩、药食就是医学技术，而其登峰造极的炼丹术，原来是道家为追求长生、“升仙”
而研究的，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对中药（尤其是外科用药）的发展，对中国化学的萌芽和发展起
了很大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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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不尊重文化最终都会被文化所抛弃。
　　——河南大学教授高有鹏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没有文化就没有灵魂。
　　——武汉大学教授陈望衡　　　　《红楼梦》里贾宝玉的“淫”和《金瓶梅》里西门庆的“淫”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淫”。
　　——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　　　　魏晋时期，面对高傲的士族，皇帝也无可奈何。
　　——南开大学教授孙立群　　　　辛亥革命的精神是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孙中山说的“振兴中华”的精神。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严昌洪　　　　亚洲崛起正在或将彻底改写世界的现代历史的发展性质和
方向。
　　——北京大学教授陈峰君　　　　房地产争论很大，中国如果未来出危机就出在房地产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　　　　儿童阅读是一项服务全社会的公益文化事业，不是谁想选就
可以选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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