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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18-20日，“首届中华儒释道传统文化医养健康高层论坛”在湖南汨罗普

德文化园文化大讲堂成功举办。

 

本次会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宗教学会联合主办，由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艺术研究室、儒教研究室、道教研究室与湖南省汨罗市普德文化

园共同承办。

 

大会主办单位及承办单位负责同志在主席台就坐

 

与会学者分别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湖南省社科

院、山西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江西师范大学、长安大学、河南大学、

河南农业大学、湖州师范学院、上海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山东财经大学、中国宗教

学会、北京佛教居士林、中国宗教杂志社、宗教文化出版社、北京雍和宫佛学院、西安市

南山研究院、河北省唐山市道教协会、河北省武当赵堡太极拳研究会、河南省嵩山禅武医

研究院、邯郸响堂山石窟艺术博物馆、国家康复辅具研究中心、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等

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宗教团体。与会学者以习主席倡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伟大复

兴”和中华文化“四个讲清楚”为背景，立足“儒释道传统文化”为总旨，紧密结合人类

健康命运共同体的安养思想为中心展开了热情、深入而广泛的讨论，50多篇高质量的学术

论文推动了对传统文化的普及以及对“医养康”思想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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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郑筱筠研究

员在大会发表讲话

 

中国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曹中建发表讲话

 

中国社会乡贤国学优秀文化城镇课题组组长孙泓韬发表讲话

 

普德大庙住持赵冬阳发表讲话

 



汨罗市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周琴发表讲话

 

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湖北省道教协会会长、武汉长春观住持吴诚真发表讲话

 

陈红星研究员进行学术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艺术研究室主任嘉木扬·凯朝研究员发表《蒙藏

佛教<药师经仪轨>研究》主题演讲

 



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北京市宗教局原副局长季文渊点评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主任唐晓峰研究员在主持环节发表讲话

 

湖南社科院生命哲学与养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唐光斌研究员宣读学术报告

 

论坛开幕式阶段，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富向论坛发来贺信，明确指出新时代道教事

业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宗教工作决

策部署。把中国道教文化，道医文化结合起来，服务于社会民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

教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郑筱筠、汨罗市道教协会会长、普德大庙住持赵冬阳、汨罗市委统

战部常务副部长周琴、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湖北省道教协会会长、武汉长春观住持吴诚

真、国防大学国际关系教研室原主任顾德欣将军，中国白求恩精神研究会副会长陈守龙，

线装书局出版总监宁洪先后致辞，各位专家和领导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于论坛胜利召开的祝

贺，几位专家和领导指出：本次论坛的召开，标志着对于中国儒释道传统文化中医养康思

想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提升了一个新水平。本次论坛的召开对于挖掘传统文化，弘

扬医养思想，建设和谐社会，构建人类命运健康共同体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主题发言阶段，中国社会乡贤国学优秀文化城镇课题组组长孙泓韬发表了《在中华文

化中轴线上探索儒释道颐养为习主席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提供智慧方案总论》，综述立足

习主席中华文化“四个讲清楚”和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理论，从“中华儒释道颐养文化思

想”入手，探讨了新时代中华传统文化与“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哲学预演智慧方

案。接下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韩星教授、赵汨罗市普德大庙赵冬阳住持、中国社会科

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艺术研究室主任嘉木扬·凯朝研究员，分别发表了题为《仁者寿

——儒家以德为本，内外交养的养生观》、《传承与推广道教传统文化构建人类命运健康

共同体》、《蒙藏佛教<药师经仪轨>研究》的主题演讲。三位专家分别从中华传统文化

儒、释、道三个角度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医养康方面的突出功能。四位专家的视野

开阔，提出了现实问题，告诉了解决问题方法，可以看出学者专家理论深刻，观点新颖，

文献详实，得到了与会专家和学者的一致认可。

 

分组讨论阶段，各位专家分四场进行讨论。“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专场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基督教研究室主任唐晓峰研究员担任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教

授韩星担任评议人。李景元、陈红星、释德建、张宏斌、罗惠龄、梁恒豪、李巍等学者从



⊕相关报道

不同角度探讨了儒家思想中的“安养功夫”。在这其中张宏斌副研究员《诚明本属吾家事

——试论儒教修行观》一文论证深入，角度新颖，引起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李巍副教授

《和四时之气，养君子之风——谈孟子养气说与儒家养生观》，对于孟子思想和儒家养生

观进行了深入探讨。“佛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专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儒教研究室副主任张宏斌副研究员担任主持人，中国宗教学会理事、北京市宗教局原副局

长季文渊担任评议人。安虎生、徐健、李立祥、嘉木杨·奥思尔、达日汗夫、钱光胜、鲍

志刚、李彤、张倩、谢劲松、胡丕阳等学者先后发表论文，以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为背

景，立足于现实，探讨“安养”的核心问题。李立祥研究员《雍和宫曼巴扎仓的医药学》

系统介绍了雍和宫曼巴扎仓的医学理论与实践，钱光胜副教授《救赎与安慰：疫情下晚唐

五代敦煌的设斋与传帖》考察了疫情之下宗教在心灵抚慰和救赎上的意义，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首席专家博士生导师、主任医师倪家骧教授发表了《毫米波穴位治疗冠状病毒为

实现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提供科技装备》论述。“道家思想与中国传统中医药”专场由上

海科技大学教授聂清主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室曾

传辉研究员担任评议人。盛克奇、柳文泉、傅秋涛、高叶青、刘康乐、王剑利、郭晓鸣、

裴振威等学者先后发表论文，其中刘康乐副教授《道教内丹养生<修真内外火候全图>解

读》、裴振威《国际学术界对<清净道论>的翻译与研究》立足于道教的基本文本，结合传

统文化进行分析，具有非常强的学术性与趣味性。“人类命运健康共同体理论”专场由中

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理论研究室副主任梁恒豪副研究员主持，北京雍和宫研

究室原主任李立祥研究员担任评议员。崔玉卿、程金国、唐光斌、冉贤智、古屿鑫、文国

强、王长乐等学者先后发表论文。程金国《太极形体运动处方：赵堡太极拳十六式改善疾

病的机理与案例》、唐光斌《导引养生排肝胆结石探析》两篇文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将

传统文化和安养实践相结合，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纵观所有的提交论文，都展现出学术研

究的广度和深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于推动学术研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会议闭幕式阶段，中国宗教学会常务副会长曹中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纪委书记副所长刘宝山、汨罗市统战部副部长民宗局长巢癸先后致辞，几位专家和领导对

于会议圆满召开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同时也对于各位专家学者、会务人员的辛勤劳动表示

真诚的谢意。同时也对下一届论坛的发展提出了期许和展望。会议最后。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宗教艺术研究室主任嘉木扬·凯朝研究员做学术总结，他详细地总结了本

次会议的缘起和目的，就是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儒释道脉络，进行科学严谨认真地梳理

和有益地探索、挖掘，分析了中华儒释道传统文化医养健康的历史特点和后疫情时代人类

的现实意义，从学术和理论上探索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健康共同体与中华儒释道优秀文化

的关系。通过学术研究更好地为国家富强做出更大的贡献。尤其表扬了与会的各位青年学

者所展现出的学术视野与科研潜力。

 

论坛在热烈的掌声中宣告闭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儒释道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历史

所孕育的结晶, 将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进一步推动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发展，为世界提

供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方案的医疗、安养、健康的人生理念和智慧。通

过本次论坛，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

历史积淀与思想宝库，是中华文明赓续传承、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基因密码。”这次论

坛也必将推动学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同时为坚定文化自信做出自己的贡献！

 

（来源：2020年12月20日“中网之声”微信公众号）

 

（编辑：许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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