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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向：

福建省政协常委，朱熹第 26 代
裔孙、香港朱子文化交流协会会长。
自 2008 年开始，致力参与以“走朱
子之路”为主题的两岸及港澳地区研
习交流活动的组织、策划工作，并倾
力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方踏进朱向办公室的人，总会被两
样东西吸引：一幅写有“等闲识得东风
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的书法作品和一
本 《朱子家训》，皆是与宋代大儒朱熹
有关的事物，这里的主人家身份，从这
些细节便可见一斑。

初识朱向，不紧不慢的语调，有
着传统文人的儒雅和内敛；再谈，发
现有着不一般的洞悉和敏锐，再加上
笑声朗朗的言谈，如沐春风般的配合
与细心，不得不说，这是一次愉快的
访谈。

而在与朱向的对话过程中，我原有
的一些文化观念，也渐渐有了新的认识
角度。

“中国的崛起与复兴离不开文化认
同。”朱向这句朴实话语令我印象深刻。

“术是小道，育是大道。”他认为，最
成功的教育，应是唤醒——唤醒自我，唤
醒他人，“带动一个人一生前行的最佳引
擎，莫过于内心萌动的自觉前进动力。”

在他看来，朱子对中华传统文化的
贡献，很重要的一点也是育人——如何
做一个有品格的人、对社会有担当的
人。“我作为朱子后裔，也有一种责
任，应该有文化传承的担当。”

“‘走朱子之路’研习营活动，便
是青年学生走进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窗
口。”自2013年成为福建省政协委员开
始，朱向就致力于借助福建朱子文化遗
存丰富的载体，搭建文化交流的桥梁，
并逐渐助力将其打造成一个传统文化交
流的品牌。

800多年前，朱熹为使得“圣经贤
传之旨，灿然复明于世”，留下儒家理
学名著《四书集注》。如今，“行走”千
里，跨越闽港澳台，深入调研考察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朱向，亦在沿途留下脚
印、留下思考，留下了诤言良策。

拿着资料，开车跑遍全香港大中小
学校，已成为朱向的日常。他不仅与校
长、老师打交道，还注重倾听家长、学
生的意见建议。经历得多了，感受也就
多了，他把这些所看所想所感，结合本
职工作，都融入自己的提案中。

在八闽大地，他积极参与组织、策
划两岸及港澳地区“走朱子之路”研习
营活动，努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魂”在青少年心中扎根。
在朱子故里，他和港澳台青年共读

共学、朝夕相处，实地走访武夷精舍，
顺路攀登天游峰，领略摩崖石刻文化，
泛舟九曲，品味朱子 《九曲棹歌》 神
韵，还建立微信群，成为大家的“朱老
师”，结下深厚友谊……

初心如磐，“心灯”长明。不管是
“朱子后裔”“朱委员”，还是“朱老
师”，身份不同，不变的是那一盏为中
国梦培根铸魂的“心灯”。

“心灯”长明
本报记者 王惠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给青年学生带
来什么？

“能给他们带来阳光、营养与智慧。
当前，不少青年学生开始‘热捧’文创
产品，街头巷尾的‘汉服控’青年也赢
得不少回头率……走近他们，读懂他
们，你会发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他
们身上正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能改变青年学生
什么？

“能在他们心中种下自信、向上的种
子。无论将来他们成为科学家、艺术
家，还是公务员、人民教师、公司职
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道德
品格、精神观念和思想文化，都会让他
们受益终身。”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与认知，福建
省政协常委、朱熹第26代裔孙、香港朱
子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朱向全身心投入传
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事业。如
今，一晃10多年过去了，再次望向手中
上百份港澳台青年学生赴闽开展中华文
化交流活动后寄来的心得感悟信件，他
不由百感交集。

■ 为有源头活水来

说话稳重、走姿从容、吃饭端正……
朱向给很多人的印象是温润如玉、谦谦
君子，甚至还有些可爱。

“见老者，敬之；见幼者，爱之……”
接受记者访谈时，他还能“摇头晃脑”
地一字不差将《朱子家训》背诵下来。

朱熹，集孔孟以来儒学之大成而创
立朱子理学，与孔子一道，垒起了中国
传统文化的两座高峰，被誉为“北有孔
子，南有朱熹”。他一生七十余载，在闽
北度过了 62年的漫长岁月，并在武夷
山、建阳、政和、建瓯、延平等地成长
学习、著述讲学、立说授徒，影响远播
东南亚和欧美等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美好的，也是
有用的。”朱向从小就随父母严格学习
朱子文化。“小时候晨起，我们每天要
端坐在家中木桌前，一字字诵读《朱子
家训》。每天一名篇、一名句，都是必修
功课。”

传统文化如影随形般影响着朱家的
每个孩子。在 372 字的 《朱子家训》
里，朱向一直对“斯文不可不敬，患难
不可不扶，守我之分者，礼也”这句话
情有独钟，引为座右铭。他认为，对有
知识素养的人要敬重，对有困难的人要
帮助，这些都是做人的本分。

十年如一日，他是这么说的，也是
这么做的。出身名门，但朱向从不以此
自居。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个符号、一
个名头，而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我
们传承弘扬的不仅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事业，更是一份对文化、对社会的责
任。”

对朱向产生深远影响的第一件事，
是7岁那年的开笔礼。

《朱子家礼》中记载的中国古代礼仪
包括通礼、开笔礼、成人礼、婚礼、祭
祀典礼等等。“我们常看见学堂上，儿童
额头点朱砂，就是开笔礼，意为‘点朱
启智’。”朱向说，当年他还要书写

“人”字，“一撇一捺，做一个正直的
人，只有人做好了，在社会上才能成为
顶天立地的人，报效祖国。”

2010 年 10 月 22 日，农历九月十
五，是朱子诞辰880周年，也是对朱向
产生深远影响的一件事。

彼时，两岸朱子后裔齐聚朱子出生
地福建尤溪，参加盛大祭祀典礼。“从五
夫镇的紫阳楼走来，走进兴贤古街、朱
子巷、考亭书院……我们循着祖辈的生
活脉络，一同寻找文化的痕迹。”回忆初
次前往朱子故里的情形，朱向不由得哽
咽。他激动地说，原来文化是有生命力
的，在共同的文化根源、共同的文化认
知里，我们轻易有着共同的震撼与骄傲。

那一刻，他明白了父亲心中装着的
土地与情怀是何模样。

那一刻，故乡的概念在朱向心底，
疯长起来。

他说，就那么几天旅程，只要一出
门，四周人说的都是熟悉的乡音，举手
投足都是和自己一样的生活习惯，“我更
加坚信，朱子文化交流对于两岸及港澳
地区人民思想文化的沟通无障碍。”

此后，九届海峡两岸“走朱子之
路”研习营、四届港澳台大学生“走朱
子之路”研习营……年复一年，朱向踏
实地组织、策划全球中华传统文化交流
交往活动，越是专注越是停不下来了，
真应了朱子名句——“问渠那得清如
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文化有一种向上的力量，不仅属于
过去，更属于未来，将激发每个人去发
挥自己的力量，把民族的力量也充分凝
聚起来。”朱向说。

■ 根植文化育后生

一座千年古镇，为什么能令许多访
客心驰神往、激情感慨；一条研学线
路，为什么会令一个个青年学生不知疲
倦、精神亢奋参与其间？

今年7月20日，虽受疫情影响，福
建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联合香港朱
子文化交流协会还是如期以“线上+线
下”的方式，成功举办了第四届港澳台
大学生“走朱子之路”研习营活动。

于一条“网线”上，来自十几所高
校的200多名青年学生，在“云端”沿
着朱子入闽、出生、成长、讲学、著
述、终老环环连接的“朱子之路”，通过
现场视频连线、观看直播讲座、线上研
学旅行等形式，在仿效理学家“游学”
中，渐悟全球化视野中的“朱子学”。

“走朱子之路”研习营活动则缘于朱
向2015年的一件提案。

2008年，朱向参与组织策划的海峡
两岸“走朱子之路”研习营，至今已举
办九届，逐渐成为闽台文化交流史上一
件有影响的盛事。“2013年，我有幸成
为一名福建省政协委员，开始有了更多
沟通渠道，更多交流平台。”

“我也开始意识到，将有一个更高、
更大的平台去推动朱子文化的传播。”朱
向告诉记者，经过一年多的调研，他自
2014年提交《让“走朱子之路”成为两
岸三地青年学生文化交流的品牌》提案
后，于2015年又提交了《把“走朱子之
路”活动纳入福建省对外文化交流重点
项目》 提案，建议成立省一级协调机
构，结合两岸朱子学研究协会等民间团
体，共同规划打造“朱子之路”线路
图，形成以朱子文化遗迹为主的“朝祭
观光之旅”。

随后，朱向的这件提案很快得到福
建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省旅游局的
回复，一致认为“走朱子之路”活动对
唤起港澳台青年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和自
豪感具有积极意义，并表示将进一步开
展好“走朱子之路”活动，打造朱子文
化品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如何在更高层面推动“走朱子之
路”研习营活动，让活动能够越走越

“远”、越走越“长”？朱向与不少参与提案
办理的同志，不约而同想到了——福建省
政协。

2017 年，在福建省政协的多方推动
下，首届“八闽文化之旅”香港青年夏令
营活动启动，取得了很好的反响；2018
年，首届港澳大学生“走朱子文化之路”
研习营活动再启动，使港澳青少年充分感
受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纷纷发来
感悟心得……

此后，“走朱子之路”研习营活动一步
步构成了如今闽港澳台青年学生传承中华
传统文化的交流新平台，受到广泛好评，
被称之为“传承文化之旅”和“心灵契合
之旅”。同时，也成为福建省政协港澳台工
作的亮点和品牌。

深情尔尔，源于热爱。
朱向讲述最多的，还有福建省政协主

席崔玉英的鼓励。
“崔主席多次批示和指示要把这项有意

义的文化交流活动，办出特色，创出品
牌，并多次在政协工作报告中赞许此项活
动。”他激动地说。

在研习营活动中，朱向总是被感动。
“朱老师带着我们在此相聚学习，我们

深刻感悟朱子理学精髓，为修身立志、治
国平家、人生幸福提供精神文化引导。”

“正如朱子所言，为学须先立志。我们
定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世纪大业中贡献青春力量。”

……
心追往圣，聚同化异。一届又一届，

在青年学生身上，朱向看到的是一种敬
畏、一种德行、一种守护……

■ 情牵履职总是诗

虽然看起来略为严肃，实际上，朱向
是个感情很细腻的人，十分念旧。哪怕是
十多年前的文稿书籍，都被他一一妥善收
藏，分门别类码放整齐。

不得不说，对重情的人而言，过往经
历就像一位老友，能帮他总结过去，也能
让他展望未来。

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在朱向看来，
离不开责任与担当。站在政协委员的立
场，他希望，通过建言献策，“让国家变得
更好”。

在今年1月上旬召开的福建省政协十
二届四次会议期间，朱向又提交了一件为
传承朱子文化鼓与呼的提案。

作为一名“老政协”，仅从2016年到
2020年，他已先后提交了《推动闽台朱子
文化交流，增进两岸青少年思想聚同》
《把福建书院文化打造成传承中华传统文
化平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
传》《鼓励港澳台师生来闽开展中华文化
交流》等提案，均得到相关部门的较好答
复落实。

今时今日，他的建言愈加成熟。
今年初，在调研中，针对如何进一步

发挥朱子文化对港澳台青少年融合的影响
力？朱向继续呼吁，要持之以恒举办“走
朱子之路”研习营活动，将其打造成为传
承中华传统文化活动品牌。

朱向提出，要深化体验式交流，创新
交流形式和内容，并加大活动的宣传力
度，在尤溪、武夷山建立“朱子文化国学
交流基地”，以“走朱子之路”研习活动为
主题，结合参观考察、文化交流、学术研
讨等活动，深入了解八闽多元文化特色，
打响八闽文化之旅活动品牌。

同时，他认为，活动应重在思想引
领、增进共识，让青年学生亲见亲力亲
为，感受朱子理学的深刻内涵，在互动交
流中提升青年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知程度，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
进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向心力。

“建议组织更多的青年参与‘走朱子之
路’研习活动，通过与在闽学生的交流互
动，进一步加深对八闽文化的了解”“要灵
活运用青年学生喜闻乐见形式，突出朱子
文化主题，结合学习茶文化、闽南文化、
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等，丰富研习内
容”……回首间，围绕朱子文化这个“老
话题”，朱向已十余次踏上武夷山市，还利
用的都是周末时间。

他笑言道，在一次次调研中，不知不
觉，养成了一个习惯，凡事总要实地看个
清楚、问个明白。“写提案光有热情是不够
的，必须深入调查、认真研究、精心思
考。”为此，他写的每一件提案都讲究“原
汁原味”，在下笔前不先到实地转一转、听
一听、看一看，“掰扯清楚”一番，无论如
何是写不下去的。

谈及履职多年的心得时，朱向说：“有
多少付出，就有多少收获！”他行走在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路上，且思且
悟、且践且行、且鼓且呼，一路付出，一
路收获。

如今，朱向的建言被多方采纳。2019
年，福建全省高校共组织 90批次近 2000
名闽港澳台学生参与国情实践活动；
2020 年，闽港行业青年交流活动也已开
展7批，共有220名香港的士、速递、创
科、教师等行业的基层一线青年参加了交
流活动。

未来，福建省还将以朱子文化为主轴，
聚焦青年社团和“首来族”两个重点，以“一
节多点”的方式，发动各地团组织开展青年
联欢节系列活动，促进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
共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因为有情，所以执着。当回头再看来
时的路，那里到处是朱向现在的“注脚”。

访谈最后，记者不禁又忆起朱向最初
的两个问题，或许，赋予时间以意义，用
传承让情怀落地，是他在坚守，却没有道
破的初心。

朱向：落地的情怀
本报记者 王惠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