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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力量源泉和理论瑰宝。易
学由华夏民族历代先贤穷无数智慧所奠
定，自伏羲氏“一画开天”创制中华文
明密码——卦象开始，到周文王、周公
旦父子演《周易》、作卦辞爻辞，再到
孔子和弟子赞《周易》作《易传》，在
数千年时间里稳定、连贯地形成了易学

“简易、变易、不易”的基本原则、以
周天变化规律和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向和
逻辑框架、不断自我丰富和自我完善的
成长格局。自三代到孔子时期的易学思
想和易学轨迹，为易学的发展指明了方
向，为中华文化绵延不断的发展奠定了
基础。

我国传统文化发展一直受到 《易
经》的影响，其直觉体悟、天人合一、
阴阳和谐和取象运数的思维方式已成为
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涵。作为中国传
统文化本源之一，无论时代如何变迁，
《易经》对文化的影响历久弥新,特别是
其自强不息的拼搏意志、厚德载物的包
容品质和因革损益的革故鼎新精神对于
培养和塑造锐意进取精神、谦逊宽厚品
质和求变创新意识有积极意义,对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具有积极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是经世致
用、明体达用。传统文化传承给我们的
不仅仅是单纯的知识体系，还包括实践
学问，用以启发我们的智慧，指导我们
的生活。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

继承才能勇于创新。传统文化在其形成
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当
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
度的制约和影响，不可避免地存在陈旧
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这就要求
我们在学习、研究、应用时坚持古为今
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地对待、有
扬弃地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完成文化人的时
代课题。

传统文化的推广者吕律，1963年
生于四川广安。自幼喜易学,从事易经
研究40余年,是已故著名哲学家、武汉
大学教授唐明邦先生的得意门生。早在
1997年7月,吕律发起成立全国首个地
级市易经研究团体——“广安市易经研
究会”并任会长。吕律表示：“易经研
究会的成立，就是系统地学习、传承易
学文化，把广大的周易爱好者团结在一
起，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1999年，以广安市易经研究会为
依托，吕律发起召开“99周易文化与
21世纪”全国易经学术研讨会，探讨
易学的价值和社会影响。这次研讨会以
99周易文化与21世纪全国易经学术研
讨会为主题，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21
世纪的影响，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
海外的百余专家学者，取得了圆满成
功。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坚定了吕律传
承推广传统文化的决心，也激励他深耕
传统文化传承推广工作，如传统文化知

识产权保护、古典文献作品的收集整理
与编辑出版。

吕律认为：“现代社会竞争激烈，
经济因素不断侵入情感领域，加剧了个
体精神世界的迷茫、焦虑，而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蕴含着个体精神修养方面的丰
厚资源，对安顿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仍大
有裨益。我希望从日常生活领域入手，
将中华易学文化融入家庭建设和个体身
心安顿之中，借助文化创意产品让优秀
文化走进日常生活。”

近年来，吕律积极参与到精准扶贫
工作中，逢年过节入户慰问贫困群众，
还以捐资捐物、结对帮扶等形式支持教
育事业、农村公路建设等，充分发挥
社会帮扶救助作用，真情回馈家乡，
全面助力精准扶贫。吕律说：“我们之
前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率先向地震灾
区进行捐款捐物，为方便解决岳池东
西两岸百姓的交通出行，建造廊桥，
从多方面助力岳池文化传承和‘曲艺
之乡’的打造。”

谈及未来，吕律表示：“我会带领我
创立的北京甲吉文化有限公司团队，在
保护和传承中国传统易学文化方面做一
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持续关注知识产权
保护，助力中国古籍的收集、整理和出
版，开发出更多更好满足市场需要的文
创产品。希望能够探索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用群众听得懂的语言，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真正走入群众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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