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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全校各级关工委结合
工作实际服务大局，助力学校
夺取“控疫情”和“抓发展”两
场战役“双胜利”。
疫情期间，特邀党建组织

员加强与学院专职党务干部
的联系，主动了解基层党建工
作情况，针对因疫情防控而产
生的党员培养教育管理、党的
组织生活等问题与学院专职
党务干部一起出主意、想办
法；主动参与学生党支部线上
组织生活，协助抓好“三会一
课”、主题党日等，助推党支部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银发讲师团利用互联网

信息手段和信息化技术，为
2020年度上半年入党积极分
子、发展对象培训班录制专题
抗疫线上党课。贺善侃老师生

动阐释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中展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优势，帮助青年学生不断
坚定“四个自信”；丁霞萍老师
主讲《让青春在党旗下生
辉———抗击疫情中的共产党
员在行动》，在疫情大考中看
中国之治、党员担当；顾莉琴
老师激励青年一代坚定理想
信念，向抗疫榜样学习，书写
无悔人生。专题党课以图文、
视频等形式展现了党和人民
在疫情防控中卓有成效的经

验办法、可圈可点的生动故
事，真正让“抗疫故事”走近青
年、入脑入心。
教学督导组、研究生督学

组也积极关注线上教育授课
视频、授课课件、线上讨论答
疑、在线作业等工作，及时了
解并反馈教师在“互联网 +教
育”新模式下遇到的教学困难
和问题，全力配合推进教育教
学新模式改革。老教授咨询组
利用线上心理咨询、在线访
谈、辅导交流等形式，做好特

殊时期学生的心理疏导、就业
指导以及疫情防控过程中社
会热点解读等工作，协助做好
舆论宣传和正能量传播。
各学院关工委也充分发

挥主观能动性，依托特色品牌
项目和新媒体平台，不断拓展
线上渠道开展关心下一代工
作。纺织学院、管理学院、人文
学院关工委挖掘战疫中的育
人元素，在微信公众号、易班
等网络平台推出在线专题讲
座、主题微党课，引导青年学

子深刻认识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中彰显的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显著优势；材料学
院、环境学院、外语学院关工
委老同志们纷纷通过多种网
络途径为青年师生送上寄语，
增强师生信心，营造同心战疫
的良好氛围；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工委参与线上读书分享会、
学术论文远程指导工作，做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
引领者、示范者。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
概念，他的整个哲学系统都是
围绕“道”来展开的。就其整体
而言，“道”可以从形而上和形
而下两个层面来理解，前者体
现为某种抽象性和规律性，后
者则体现为一套人生的准则、
指标或典范，人们只有严格遵
循“道”的规律和准则，才能知
常达变———即认识到“道”存
在的恒久性和变化的规律性，
生活得幸福安宁。

对于“道”的抽象性，《道
德经》第二十五章有言：“有物
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
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
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
之曰‘道’。”因为既听不见它
的声音，也看不见它的形体，

所以它不是一个具象的东西，
因此也无法为之命名，正如
《管子》所言：“物故有形，形固
有名。”因此，“道”之不可名，
乃是由于它的无形。

于是，老子在《道德经》开
篇便指出：“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在他看来，
存在于一般时空的具体之物
是会生灭变化的，但无形的
“道”却是可以永久存在（即所
谓“常”）的东西，而且它不会
随着外物的变化而消失，也不
会因为外在的力量而改变。同
时，老子将“道”预设为先于天
地而生，从而引出了“道”乃天
地万物创造的根源，例如“天
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
虽然“道”无

形无声，但它作用
于万物时，却表现
出某种规律性，这
些规律性往往不
以人类的意志为
转移。《道德经》第
四十章曰：“反者
道之动。”老子认
为，自然界中事物
的运动和变化莫
不遵循着某些规
律，其中的一个总
规律就是“反”：事
物向相反的方面
运动发展；同时，
事物的运动发展
总是要回到原来
起始的状态。因
此，“反”蕴含了两
个概念：相反对立
和返本复初。前者
表现为对立转化
的规律，老子认为
一切现象都是在
相反对立的状态
下形成的。如“有
无相生，难易相

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
相和，前后相随。”进一步，老
子说明相反对立的状态时经
常相互转化的，如“祸兮，福之
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淮南
子》中著名的“塞翁失马”的典
故便生动地说明了老子“祸福
相因”的道理。

由此，老子又引申出“物
极必反”的道理，强调事物发
展到某个极限的时候，就将走
向它的反面。例如“曲则全，枉
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
得，多则惑。”“将欲歙之，必故
张之；将欲弱之，必故强之；将
欲废之，必故兴之；将欲取之，
必故与之。是谓微明。”后者表
现为循环运动的规律，老子认
为“道”的运动是循环往复、生
生不息的。如“强字之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
曰远，远曰反。”“万物并作，吾
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
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
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
凶。”

在形而下的层面，“道”脱
离了上述抽象性和规律性的
形而上色彩，犹如从浓云密布
的高空下降，落实到人类的生
活和经验世界，此形而下的
“道”亦称之为“德”。老子用体
和用的发展来说明“道”与
“德”的关系，“德”是“道”的作
用，也是“道”的显现。对于人
类行为应该遵循的道（即
“德”），老子认为自然无为、致
虚守静、柔弱不争等都是“道”
作用于人生所表现的基本特
性与精神，其中“自然无为”是
《道德经》一书的中心思想，意
谓顺任事自身的状况去自由
发展，而不以外在的强制力量
去约束，可见老子强调的“道
德”着重于顺人自然的一面，
全然不同于儒家所注重的伦
理性的一面。(文章有删减遥作
者系管理学院党政办主任冤

（关工委讲师团成员为积极分子、发展对象开设线上党课）

书画鉴赏 ○王永堂

渊作者系我校离休干部袁97岁冤

管理学院:多措并举
扎实开展在线教学

自 3月 2日学校开

展在线教学以来，管理

学院高度重视并协同推

进相关工作，广大教师

积极探索尝试提前做好

准备、主动学习力求确

保过程、及时分享和总

结经验，切实保障在线

教学有序进行和高效开

展。

加强组织保障袁确
保学习交流 野不断线冶遥
学院成立在线教学专项

工作小组，负责全院在

线教学工作的培训、咨

询、答疑、监督、保障和

服务，助力在线教学顺

利开展。系主任、党支部

书记积极发挥作用，督

促本系的老师开展充分

的录制网络课程技能训

练，同时根据学院统一

部署，负责所在系部在

线课程的审查，实现二

次把关。

提供技术支持袁做
到应开尽开 野齐上线冶遥
学院成立在线教学技术

保障志愿者团队，符谢

红、王海侠、应明幼、袁

新敏、黄基诞、黄晓虎等

多位老师，主动帮助老

师们解决各类难题，克

服技术难关，确保课程

质量。还有老师专门仔

细 对 比 PPT、

PPT+MIX、EV 三种建

课方式的适用范围，通

俗易懂地为备课老师讲

解。在群策群力下，广大

老师共同学习，学院线

上教学氛围浓、劲头足。

推出特色课程思政

微课袁做好示范表率野先
上线冶遥学院党委积极部
署，班子成员带头，推出

以多媒体音频课为主要

形式的一分钟“师说”系

列线上知识分享，将疫

情防控有机融入专业知

识，通过线上“课程思

政”，以最快速、更亲切

的方式，将教育报国、共

克时艰的信念传达给学

生。

2 月 7 日以来，每

天一期“师说”通过“旭

日小先锋”微信公众号

定时推出，31 期目前浏

览量近 2 万人次。“师

说”系列先后被青年

报、上观新闻、东华大

学主页、校方微信报

道，是管理学院党委有

力领导下广大教师的

示范和表率，是学院课

程思政和师德师风建

设的重要举措。

本期编辑 彭这华

中国文化的基因：知常达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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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礼运》云：“大道
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
逮也。而有志焉。”这句话道出
了孔子的心声。孔子始终都在
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
他一直仰慕尧、舜、禹三代时期
的英杰。未能与这些旷世贤哲
生而同时，探讨治国育民之术，
是孔圣无法弥补的缺憾。所幸
圣人虽已远去，其治世经典
《诗》《书》《礼》《易》《乐》《春秋》
六部煌煌巨著仍存留于世，成
为我们至为珍爱的宝贵典籍。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了

孔子的教育情形：“以诗书礼
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
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深
知，要塑造一位顶天立地的伟
岸君子，必须在德行、情操、知
识和能力等各方面都进行严
格而系统的教育。只有这样，
学生们才能独当一面，成为社
会上举足轻重的重要人才。

孟子在学习经典和培养
人才方面与孔子有异曲同工
之妙，他曾经说：“君子有三
乐，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父
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
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
也；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
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
下不与存焉。”

亚圣三乐，首为天伦无
缺，次为修身无瑕，然后是化
育天下英才。君子以毕生所习
经典教育后学，使之宅心仁
厚，能言善辩，对内能辅佐明
君，再造化世；对外能纵横捭
阖，折冲尊俎，谈笑间，九州划
一，海晏河清。这才是君子继
往开来的济世雄心，也是“横
渠四句”之渊源：“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

今。”一代人在滚滚岁月长河
中只是一簇小小的浪花，即使
再绚丽，也只有短短的一瞬。
只有一代一代学子涵泳经典，
遵循儒家康庄大道蹈步向前，
社会才能完善美好。

时代的巨轮将悄然驶至
二十一世纪，社会生产力已发
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们发

现，传统的
仁义礼智信
等价值观念
仍然有着巨
大的生命力，
人们仍然需
要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中汲取养分
滋养自己。而
高尚峻洁的
品德，优雅端
庄的修养，济
物利人的仁
心，言信行果
的坚毅，必须
通过传统的
经典来培养。

学习经
典，立身以
正。品《诗》
以博文，学
《书》以广识，研《礼》以正己，
究《易》以增智，读《春秋》以知
非。传统文化经典自有一种卓
尔不凡的品质。对万顷森林而
言，经典必定是参天大树，撑
起众木必须仰望的高度；对苍
莽群山而言，经典必定是巍峨
昆仑，宣示着自己无与伦比的
磅礴气势；对滚滚河流而言，
经典必定是流贯九州的长江
黄河，以澎湃之力，滋养古老
而深沉的大地。

作为一代新苗的培育者
和引导者，我们必须手执经
典，指引他们步入经典的芳
甸；就是要慧眼识珠，授人以
渔，指引他们在满目琳琅之中
选择适合自己的珠玉珍异，培
育他们造福社会的“四端”；就
是要以身为炬，指引他们塑造
伟大的人格与宏伟的理想，以
自己的热血和激情，描绘属于
他们的全新华彩篇章。

经典是取之不竭的力量
源泉，是照亮前方的火炬，是
指引前进的灯塔。我们相信，
在经典的陶冶之下，新一代英
才们必然会如坐春风，如沐甘
露，如灌醍醐，如饮醇酿，成长
为我们也要仰望的璀璨群星。
如此，则于愿足矣！

(作者系体育部干部)

文
化
长
廊

风雅笔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