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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亮研究会争取五年内整理
编辑出版陈亮研究书籍 10 本以
上。我至少可以贡献两本。”刚刚
受聘的陈亮研究会顾问，《浙江学
刊》总编卢敦基的一句承诺便鼓舞
了士气。

卢敦基说，小时候总能在街头
巷尾听老人讲陈亮状元的故事，长
大后，他发现坊间传闻与历史考据
实则有所出入。因此，他意识到，

“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的差异
造就了对陈亮这一人物认知的矛
盾，当务之急是求助专业历史学家
整理撰写陈亮年谱。

随即，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原所长徐吉军补充道：“集成陈
亮史料并将其数字化，供大众免费
浏览下载，对普及陈亮文化很有效
果。”同时，他认为，陈亮研究会要
多多通过各大媒体刊发研究成果，
加强与宋史学会等机构合作，使县
级研究会升格为国家级研究会。

现有的关于陈亮的研究成果
大多是文学、哲学方面的，但很显
然，这位千古先贤留给后人的思想
瑰宝，绝不仅仅于此。陈亮研究会

顾问、浙江社会文化研究院院长应
忠良就认为：“陈亮病死赴任途中，
没有机会留下政绩，可作为思想
家，他所倡导的理念对后人影响深
远。应当从陈亮的政治、军事、法
治、经济等领域全方位地研究陈亮
思想。”

趁此机会，应忠良还透露了
一条宝贵线索：他曾在松阳的一
座 包 氏 宗 祠 里 见 到 了 一 块 署 名

“陈亮”的匾额。至今为止，陈亮
手迹从未发现，这个线索让与会
人员为之兴奋，如果考证为实，这
无疑能让陈亮文化的研究成果更
上一层楼。

“说来惭愧，我曾在大学课堂
听过老师说陈亮，却在今年 4 月末
参加‘龙山经验’会议时才知晓，原
来陈亮就是永康市龙山镇人。”中
央司法警官学院教授、一级警监白
焕然以一个崭新的“外行人”视角，
对陈亮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关
于陈亮的法治思想，大众依旧知之
甚少。因此，研究会既要承担着

‘开蒙’的责任，还要秉持面对已有
成果并不知足的求真精神，实事求

是地评价陈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省社科

联原党组书记陈荣离开家乡 40 多
年，却也是听着陈亮故事长大的。
在他看来，陈亮状元的故事之所以
被口口相传，正体现了永康人崇学
重教的品质。“陈亮研究会要广纳
贤士同好，拓展专家团队，提炼研
究规划，加强学术交流，才能不辜
负永康的这座‘文化富矿’。”

作为席间最年轻的“80 后”顾
问，杭师大枫桥经验与法治建设研
究中心主任余钊飞教授对“枫桥经
验”研究颇有建树，是该领域国内
首屈一指的中青年专家。

在提及如何对陈亮文化进行深
入研究，进一步扩大陈亮的国际影
响力时，余教授以“枫桥经验”为例，
向陈亮研究会支了几个妙招。传承
和弘扬陈亮文化，要提高站位；陈亮
研究会要走出永康，与朱子研究会
等展开紧密合作，善于“借船出海”；
在陈亮研究会的队伍建设上，要吸
收更多的年轻人。余教授幽默风趣
的言谈和生动的例子阐述引得掌声
不断。

“青藏高原很美丽，有一个地方叫那
曲，那曲有一个放羊娃，他的名字就叫小扎
西⋯⋯”近日，园周映湖文化广场座无虚
席，一位身穿藏服的少年歌手表演了歌曲

《小扎西和小呷依》。这是由市音乐舞蹈协
会主办的“央音”全国青少年艺术展演永康
站总决赛的现场，来自省内各地的评委和
观众，共同见证了我市青少年的青春风采
和艺术魅力。

当晚举行的是声乐颁奖音乐会，由声
乐比赛各组金奖的第一名获得者上台表
演。《那片草原》《等到山岗开满花》《小
路》⋯⋯一首首悦耳的歌曲在广场上空久
久回荡，选手的表现也得到了在场评委和
观众的高度赞赏。参演选手的家长表示，
这样的活动不仅能让孩子走上更大的舞
台，更重要的还是让他们在活动中锻炼自
己，更加自信从容。

据了解，“央音”艺术展演是中央音乐
学院举办的一项全国性的儿童艺术展演，
每年面向全国举行。本次永康站海选比赛
从 4 月初开始，包括了声乐、器乐等展演，
吸引全市 1000 多名少年音乐爱好者报名
参加。通过展演选拔，优秀选手不仅能近
距离地接受中央音乐学院专家教授一对一
的专业指导，更有机会参与音乐会演出，让
广大青少年通过中央音乐学院的平台成就
音乐梦。

市音乐舞蹈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次比赛的评委大部分来自外地，采用现场
打分、排名的方式，保证本次比赛的公平
性。接下来，获得金奖和银奖的选手还将
前往浙江音乐学院，参加省级“央音”艺术
展演比赛。

专家、学者齐聚一堂研讨陈亮文化发展

在传承经典中守好文化根脉
“央音”艺术展演
永康站落幕

近日，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体局
主办，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承办的“鼓韵
新声颂党恩”永康鼓词展演走进城西新
区排塘村。

在展演现场，三句半《喜迎建党 100 周
年》、永康鼓词《党史赋》《幸福生活全靠党》

《百年风雨百年辉煌》等节目轮番上演，表
达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推
翻了三座大山，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老百姓迎来了幸福生活，全国人民对中
国共产党的感恩之情和崇高敬意。

活动现场，主持人还与党员干部群众开
展“党史知识有奖问答”，让更多的人了解党
史，学习党史，同时倡议现场的村民“立信
义、弃陋习、扬正气”，为打造“世界五金之
都 品质活力永康”贡献力量。

鼓词展演走进城西新区排塘村

鼓韵新声颂党恩

□融媒记者 吕鹏

□融媒记者 吕鹏

五月望清风，万物许芳华。24日下午，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史专家、学者齐聚一
堂，围绕陈亮文化发展主题，共话文脉传承，共商文化盛兴，为推动先贤陈亮这张
永康文化“金名片”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言献策。

群雄论道 为陈亮文化谋发展

重任在肩 以“事功”为签批答卷

席间，思想的火花激烈碰撞，
建设性的点子层出不穷。

省政协原秘书长、陈亮二十七
代孙陈荣高动容地诉说了陈亮与
义乌的深厚情缘，歌颂陈亮爱国、
正义、艰苦奋斗精神。之江实验室
首席人文顾问、省文化产业学会副
会长郎遥远从五个方面“另类”剖
析陈亮，发人深思。武汉大学客座
教授陈加斌谈到，研究陈亮要具有

“永康特色”，应当更多地着眼于研
究陈亮思想形成的背景，引起共
鸣。全国人大代表黄美媚殷切表
示愿意做好“桥梁”角色，把代表永

康声音的陈亮文化传播到更高更
广的地方。执行会长陈向阳立志
要做当代工业界的“陈亮”，助力陈
亮文化走进更多的企业⋯⋯

刚当选本届陈亮研究会会长的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章锦水，在旁
静静聆听着这场精彩的“群雄论
道”，深受鼓舞的同时，他更觉重担
在肩。

“作为会长，我未必一定是陈
亮研究的专家。但我必须是陈亮
文化研究的倡导者、组织者、推动
者及践行者；我必须是文化志愿
者，以公益立其身，以引领为己任，

以传承为目的。”章锦水说，“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必须静下
心来，认真学习，广泛而深入地阅
读、钻研，手握金刚钻，方能揽瓷器
活。久而久之，渐成方家。”

先贤陈亮有言：功到成处，便
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章
锦水信誓旦旦地表示，这句话便是
批改陈亮研究会今后工作答卷的
标准答案，是否称职，以“事功”为
签，一验便明。他也给新一届的理
事会成员加油鼓劲：“我们要团结、
勤勉、实干，才能不负千年陈亮，不
负这个文化引领的光辉时代！”

□融媒记者 马忆玲

通讯员 应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