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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今天，第四届寒山寺文化论坛·国际和合文化大会隆重开幕，我感到十分荣幸和高t兴，这次论坛
由苏州寒山寺、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和苏州科技学院全球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
在此，我谨向所有与会的领导、专家学者和法师，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敬意！
　　苏州寒山寺是一座有着一千五百年历史的文化古寺。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寒山寺迎来了最为辉煌的时期。
1980年，寒山寺被批准为首批全国重点开放寺院之一，成为吸引国内外游客的旅游热点和香客朝拜的
圣地。
从1979年到2009年，寒山寺连续举办了31届除夕听钟声迎新年活动，吸引了众多国内外游客，架起了
中外友谊的桥梁。
今年将举办第32届除夕听钟声活动，并将由香港凤凰卫视全球直播。
1996年普明宝塔落成，结束了600年塔毁未修的历史。
近年来，寒山寺还成立了寒山书院、文化研究院、禅意书画院、佛教图书馆、慈善中心、青年佛学社
、寒山寺佛学网，培养僧才，弘法利生，救灾助学，济贫帮困。
今年在苏州科技学院设立了寒山教育奖，奖励品学兼优的贫困生和优秀的青年教师。
2008年，天下第一佛钟、中华第一诗碑建造落成，这是励志铸魂之作，是寒山寺文化建设新的里程碑
。
最近，我们又建成了寒山子诗碑廊，寒山子313首诗每诗一碑；重建了“妙利宗风”石碑坊，并建成了
崭新的和合大道。
今天，寒山寺正以更加。
恢宏的襟怀和面貌，欢迎四海友人和八方来客。
　　寒山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长期以来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寒山寺文化以佛教文化为主体，和合文化为核心，寒山拾得“和合二圣”为其文化形象代表。
多年来，寒山寺秉持创新精神，传承和弘扬和合文化，已成功地举办了三届以“和合文化”为主题的
文化论坛，在国内外学术界及社会各阶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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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当代社会实践中的和合观念　　和合观念是否与传统时期一样实现了社会化，即为社会行动
提供价值导向和方法与策略的支持，除了对流意识形态以及是如何认识、理解和表述、运用和合观念
的情况进行梳理和分析之外，还需要直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这一观念实现情况。
　　与对主流意识形态论域中的和合观念的研究相比，直接对当代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和合观念的研究
目前还是没有的。
这并不是因为和合观念没有实现社会化，而主要是因为研究者的学科专业背景与研究思路的问题、研
究设计和资料搜集的困难。
倡导与研究和合观念的学者的学科专业背景，没有统计的资料，据初步的观察，大多不是以社会学为
主业，即使有社会学的学科背景，研究的思路方面也是侧重理论分析而不是经验研究。
学科专业背景限制了研究者的视野，而研究思路的选择也导致对和合观念社会化方面的忽视。
　　如果研究和合观念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化情况，那么就要处理研究设计和资料搜集的问题。
这两个方面又特别的困难。
适合于研究和合观念社会化的观念社会学理论本身就难以建构，和合观念的操作化及其与相关观念的
区分性问题很难处理，而无论是用量化研究的方法还是用质的研究方法，都面临着研究对象、样本选
择和信度与效度的问题。
仅就研究对象和样本选择来说，这表面是非常容易处理的问题，实际上非常困难。
我们选择的对象是组织、群体还是个人，是否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都是问题。
我们观察到某些组织或机构在运用和合观念处理问题、谋划发展，但以这样的组织或机构为对象肯定
会引起争议。
调查样本的抽取也是如此。
因此，可以说对和合观念的社会化状况进行研究是必需的，由此也能避免诸如和合观念是否得到认同
的问题等某些不必要的争论，但这样的研究确实困难重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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