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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过了第三天，我去老妈那，还没
进家门，就听到屋里传来小鸡仔的叫声。不
用猜，老妈又买小鸡苗回来了。家里原有的
那十来只老鸡正在门口的空地上觅食。老狗
卡卡该是听到了我的脚步声，欢蹦乱跳地从
屋里跑出来。

进到屋里，看到老妈正蹲在地上，面前
放着两只纸箱子。纸箱子底下都用旧棉衣铺
垫着，一只是干净的，一只有些许鸡粪，还有
些潮湿。两只箱子里都有小鸡仔，一只多些，
一只少些。显然，老妈在给小鸡仔换窝。当我
叫了一声妈时，老妈才抬起脸回应我。接着，
老妈喜不自禁地说她又买小鸡了，还要喂
点。然后，继续她的活计。只见她小心翼翼
地，把小鸡仔一只一只，从那只脏盒子转移
到干净的盒子里。我不置可否地嗯了声，觉
得没有必要说什么。因为，老妈来到城里二
十多年，养鸡是她的快乐，是她的心愿。
之前，住在东七里站军民生产队老房子

那儿，本来是没有场地养鸡的，但是她有的
是办法。她用网布在房后的灌木丛中圈出一
小片地来，放养小鸡。待鸡长大后，她又用网

布把我家的平顶房上的平顶给圈起来圈养
它们，以达到防盗的目的。就这样，越养越有
经验，越养越上瘾。我有些担心，假如将来不
能养鸡了，她的精神以什么来寄托？

老妈总是讲我们姊妹小的时候，她没让
我们过上娇生惯养的日子，心里一直很惭
愧，现在会养鸡了，要保证我们不能缺笨鸡
蛋吃。城市规划建设，我们家的老房子被拆
除，安置房还未建，我妈租房在早先的巨人
学校家属区，也就是她现在住的地方。这里
可中我老妈的意了，房子是那种接地气、出
门就见太阳的平房，房前是一大片空地。我
老妈在那片空地上种各种蔬菜，以及花生、
山芋、芝麻等农作物，忙得不亦乐乎。当然，
在这里养鸡，更是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老
妈岂肯轻易放过。

几年间，她在这里养了一批又一批的
鸡。因为这片空地上有几处大小不一的水凼
子、水池子，并且长年蓄水。这些水凼、水池
子勾起了我老妈的饲养欲。于是她又买了鸭
苗来养，还养过一年大白鹅。大白鹅叫声响
亮，脖子一昂，一只叫，众鹅随着齐叫，那场

面，可震撼了！叫一次、二次、三次，都不要
紧，日长月久的叫，就不好了，扰到了一路之
隔的红叶花园小区的居民。有人来声讨我老
妈。我老妈识趣，连连作揖道歉说以后不会
养鹅了。不久，大白鹅变成了大家的腹中之
物。我老妈难过了好一阵子。

老妈饲养家禽的精神头，特足！就拿买
鸭苗来说。前几年，她都是自己骑着三轮车
去北二十铺买，今年，她竟然坐城乡公交去
到离家约四十公里的东桥镇去买。跑得真
远，还去得那么早。记得那天早上她给我打
电话叫我去接她时，我刚刚到公司打过七点
半的考勤卡。她应该是坐早上六点头班车去
东桥的，应该早饭都没吃。她总是这样，日理
万机的，比国家总理还忙，忙的早饭常常忘
记吃，午饭拖至下午一两点，晚上不到八点
以后不做饭。因为公交车不给带运畜禽，所
以她才打电话找我。否则，就像她讲的那样
不会随意给任何人找麻烦。这个小老太太的
精力咋就那么旺盛！

鸭苗买回家后，她又着手买鱼苗。清明
前夕，她差二妹、二妹婿去先生店给她买来

鲫鱼苗和草鱼苗。她讲那些水凼、水池子不
放点鱼养养，太可惜了。她还讲这样我们过
年就不用买鱼了。她还讲，等到暑期时，孙子
们就可以到她那去逮鱼，体验生活。还真有
想法来，这个小老太太。

母亲节那天傍晚，我去看老妈。老妈正
在给鸡喂食。鸡食是老爸每天从几个工厂的
食堂收集回来的剩饭。那些剩饭是与剩菜混
在一起的，非常油腻。老妈就把那些剩饭用
开水淘洗，再蒸煮，再凉晒，拌上米糠、麸皮
后，才用来喂食鸡鸭。她讲油水大了对鸡鸭
的肠道不好。看着眼前大小不一的公鸡母鸡
啄食着地上的饭粒，老妈笑容绽放。那群鸭
已长大许多，幼时的黄绒毛已变成麻灰的大
羽。鸭群在水凼里嬉戏，时不时地爬上岸与
鸡群抢食几口，又慌张地逃回水里。可见做
贼的心总是虚的。

斜阳朗照，金色的光芒将眼前照得通通
亮。站在这片光里，老妈两手掐腰，挺起她弯
弓一样的腰身，给我叙说鸡鸭的生长过程，
眼里流淌的是无尽的爱意，还有掩饰不住的
自豪。

一群麻雀和几只八哥也落在鸡群里抢
食饭粒，我欲去驱赶，老妈忙阻止我说，别
撵，给它们吃，它们也饿。又说有一只鸽子也
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已经住在这里好几天
了，心疼人的很，一到她喂鸡的时候，就飞出
来了，看着怪孤单的，准备去买几只回来跟
它做个伴。
我看了又看，看了又看我老妈，来一句：

老妈你知道你是谁吗？你就是三军统帅！

古语有云：天生吾才必有用。
这话当然没错。不过，这有用之才，

具体到个人身上，也是很有限的。一个
人，不可能事事都懂，样样都行，只是有
某些方面的专长罢了。所以，认清自己很
重要，选定合适的位置更重要。一旦选错
了位置，蹉跎岁月不说，造成的损失，那
可是锥心的痛啊！
我的一位师范女同学，原是乡村小

学民办教师，爱岗敬业，踏实认真。为了
教育好那些调皮的孩子，她用红墨水和
红头绳轮流给学生化妆、梳辫子。在她的
巧手下，每天都有一二十个花朵样的孩
子，绽放在校园里。这里一朵，那里一簇，
把校园装扮得姹紫嫣红，生机盎然。一大
群调皮多动的捣蛋鬼，被她整饬得俯首
帖耳。我们都认为毕业后的她，一定是教
育界一颗璀璨的明星，可是命运弄人，一
股“浪潮”把她拍到公社妇女主任位置
上。她这个憨直、老实之人，完全不适应
复杂的工作环境，晕头转向，不辨东西，
晃晃荡荡好几年，最后，只能在办事员的
位置上，将灼灼其华淹没在滚滚红尘里。
我比她多了个心眼，选择了当教师。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高中毕业后没有

书读的我，迫于形势，磕磕绊绊，当了两年
生产队长，又两年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四
年的时间，让我苦不堪言，直到考上师范
学校，才如释重负，长长舒了一口气，知道该干什么了。可是在毕
业前夕，一个一直关注我的长辈特意来到学校，建议我从政。说基
层马上要进行体制改革，以前的领导都了解，回去一定会得到信
任，给个不错的位置。我苦笑一阵，谢绝了老人家的好意。

家人知道这情况，都说我傻。千百年来，为了吃喝穿，谁不想
当官？可是，我的事情我做主，就是觉得当教师合适。那些让人眼
羡的单位，不是不想，只是无缘于我。楼台太远，自然赏不到水中
那轮明月；长在北坡的无名野花，也必然沐不到温暖的春光。还
是当教师吧！虽然默默无闻，但是安稳舒心。平头百姓不就图个
安生嘛。在孩子们的世界里，教师是最受人尊敬的职业，在这个
行业里，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没谁能阻挡你的前程，有本事
就可劲地奔吧。活泼可爱的孩子，朝阳一样迎你来，晚霞一样送
你归，把你当成他们的大王。

教了几年初中语文后，上边突然下文：师范生只能教小学，
想教中学得深造。这时，爱人又在此提及了从政的话题。我权衡
再三，还是干不了。不是那个料啊！没有雄才大略不说，也没那个
胸怀，小肚鸡肠，装不下大事，还不愿得罪人。这样患得患失，打
不开局面，又怎能活得开心呢？宁愿再打拼几年，继续在文凭上
发力，和天真无邪的孩子在一起，多好啊！那些半大孩子，说不懂
事吧，其实又懂事得很。你只要爱他们，重视他们，他们会加倍地
把爱回馈。你只要放下架子，真心诚意和他们做朋友，他们自然
也会听话，在学习上“争宠”似地，一个比一个好。36年的教学生
涯中，我的班主任工作和语文教学成绩之所以遥遥领先，靠的就
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爱”字。我爱学生，给优等生鼓劲，给差生补
课，给生活困难的学生买钢笔和资料；学生也爱我，帮我从食堂
打饭，买菜，跟我一起到塘里洗衣服……在师生的世界里，有什
么能比爱更养心怡性、温暖人心呢？

所以，再后来，让我当学校党支部书记，我草民的心结还是
打不开。我无法放弃安然舒适的日子，也扛不起更多的艰辛，更
放不下可爱的孩子们。满心都是孩子的人，什么工作也进不了孩
子们的领地。最后，上面的批文在档案柜里，青头紫脸躺了两整
年，才气哼哼地拂袖而
去：真不识抬举！
很多人不理解，说

我傻，说我清高，甚至说
我作秀。可我心想：子非
鱼，安知鱼之乐耶？

今天是星期天，忙
忙碌碌了一个星期，正
好可以好好休息休息。
可是，一大清早放在床
头的手机却突然响个
不停。这会是谁呢？我
极不情愿地拿起手机，原来是久未联系的三叔。
他有什么急事呢？三叔在电话里说，自己的小儿子

就是我的堂弟今天结婚，在市内的新天地大酒店，让我
赶过去参加。三叔是父亲的堂弟，这些年我家的农田他
可没少帮忙，他儿子结婚我是要参加的。一个农村人结
婚还搞到城里，真是穷讲究。什么邀请我参加婚宴，不
就是让我随份子钱吗？这些年，我看多了假借喜期之名
弥补结婚亏空的戏码，这不就是一份红色炸弹吗？我一
方面抱怨这时候才通知我，匆匆忙忙的，一点准备都没
有；一方面从床上翻身起来，立即洗漱，收拾停当。

我翻了翻口袋，正好有500元现金。记忆中，三叔是
一个种田的好把式，他有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家庭负担
重，三个孩子都没有什么出息，这个最小的男孩初中毕
业后就出去打工了，多亏三叔、三婶勤劳能吃苦，一家子
这么多年才能过得去。

出门来到马路上，才感到寒风呼呼，温度很低，我
不禁打了一个冷战。打上的士，我直奔酒店。时值腊月
时节，正是农家休闲的时候，也是人们忙着婚丧嫁娶的
时候，结婚的人很多。我匆忙之中，仅仅问了三叔婚礼
的酒店，却没有问是在哪个厅，不要弄错了。
在酒店门口转了几圈，我才看到老家的堂哥穿着一

身新衣服，他也是来喝喜酒的。我和他一起走进酒店大
厅，看到堂弟和他新婚的妻子已经站在门口迎宾了。堂
弟今天穿了一身蓝色的新西服，笔挺笔挺的，打着红色
领带，足下登着锃亮的黑色皮鞋，显得喜庆而又精神。他
新婚的妻子也穿了崭新的裙装，微微束起发髻，脸上抹
了淡妆，显得妩媚端庄、活泼大方。我心想，这一套装束
要花掉多少钱啊？三叔不知要卖掉多少稻谷。现在小儿
子终于结婚了，他终于可以卸下担子了，我暗地为三叔

高兴又捏把汗。
先买饭票。我习

惯性地找上礼账的地
方，却发现没有一个
像通常婚礼现场收情
的桌子。我一问，才知

道，堂弟是新事新办，考虑到家里亲戚大多是农村人，
挣点钱不容易，这几年他们在省城打拼，有了一定积
蓄，于是就决定，不收礼钱，只举行婚礼仪式和婚宴，亲
朋好友到场祝贺。全部费用由他们出，不要三叔、三婶
花一分钱，他们和三叔也没说，之前三叔也不知情。

这真是一场别样的婚礼，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们
都领到象征他们幸福和美满的喜糖，包装袋外那对卡
通娃娃咧开了嘴大笑。坐在一张桌上，都是老家的亲
戚，寒暄、打招呼、问长问短……有的已经多年未见，在
这里不期而遇，显得格外亲切；有的已经苍老许多，鬓
染微霜，不禁让人感慨岁月无情；有的谈起孩童时代的
顽皮幼稚，又忍俊不禁……

大厅四周悬挂了彩色的丝带和气球，显得热烈
而喜庆。婚礼仪式正式开始，五彩的华灯粲然绽放，
深情的音乐缓缓响起，吃喜酒的来客都沉浸在欢乐
和祝福之中。他们没有请司仪，堂弟自觉拿起麦克风
落落大方地走上舞台侃侃而谈。他简要叙述了和爱
人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以及举行这场婚礼仪式
的初衷，对到场祝贺的亲朋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谢！堂
弟的表述既风趣幽默，又满含热情、充满真挚，在场
的人都感喟良久，纷纷拍起巴掌，真诚地祝福堂弟百
年好合、并蒂花开、新婚快乐！

酒店大厅里谈笑风生、觥筹交错。三叔几杯酒下肚，
也满脸通红，笑得合不拢嘴，激动得潸然泪下，他为有这
样的儿子感到自豪和骄傲。

离开酒店的喧嚣和吵闹，一个人漫步到大街上。室
外阳光灿烂、人流熙熙攘攘，感叹年轻人敢闯敢试、朝
气蓬勃，仿佛没有什么是他们畏惧的。
是的，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

我妈是“三军统帅”
惠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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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样的婚礼
王康奇

“杭埠哎，河畔吔，
好喏风光……”在舒城
县，会唱这种流传已久的
舒城民歌的人已经寥寥无
几。舒城民歌通过口口相
传而流行，而后人们将其
淡忘，如今几乎失传。

近日，当我走进舒城
飞霞公园，在风景如画的
长廊上遇到了县文化馆前
馆长胡孟存老人，他正在
和老友一起唱民歌小调。
胡老已近90高龄，思维敏
捷、逻辑清晰，会唱很多
舒城民歌。

胡孟存老人自小就开
始跟着母亲唱民歌，三岁
就会唱《十把扇子》。正
是在家庭的熏陶下，他对
音乐的热爱成了一生的事
业。他毕业后分配至舒城
一小当音乐教师，后因专
业工作突出， 19 72年 12
月调至县文化馆工作，直
至退休。他对我说，舒城
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积
淀，但是当时因为“白天
干活、晚上睡觉、半夜听
狗叫”这样的环境，大家
的精神文化生活处于一片
空白。他想改变，首先就
是发动大家普及相关知
识，先有一部分人会才能
教，才能流传。没有老师
教，自己教；没有教材，自己编自己印，就这样一期
又一期的专业培训课上起来了。街头巷尾，唱民歌
的、拉二胡的人越发多起来。

“现在公园里，会唱民歌的老人，基本上都是那
时培训班的学生，他们一直还在传帮带，让更多人知
道和喜欢舒城民歌。”胡老欣喜地告诉我。

舒城民歌是由口口相传的方式流传下来的，只能
听后记词、记谱，歌词里有不少舒城当地的方言，就
得去找相应的汉字去对应。在上世纪70年代，胡老开
始带着文化馆工作人员收集整理舒城民歌等资料，先
后编写了《舒城民间音乐》《庐剧中路 (舒调 )唱腔选
集》等相关非遗书籍，填补了安徽省乃至全国这项工
作的空白。
在龙头塔下的飞霞公园里，我高兴地告诉胡老：

“县文化馆 (县非遗保护中心 )这几年一直在搜集整理
舒城非遗，以多种形式如非遗进校园、进景区、进军
营、进敬老院等‘六进’推介非遗，让祖辈传下来的
宝贵知识免于失传。”
胡老听后告诉我：他十分愿意当舒城民歌的传承

人，他说自己虽然退休了，但要用平时点点滴滴的积
累，为舒城民歌的传承和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本报讯 (黄希童 文 /图 ) 6月4日，由安徽大学
MBA教育中心、安徽大学商学院旅游管理系、合肥职
业技术学院经贸旅游学院联合主办，安徽润瑞文旅有
限公司和安徽丰裔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主题为

“对话千古间 徽映文农旅”的“徽文化”和“家文化”
研讨会在我市悠然蓝溪景区“徽音园”茶楼举行。

安徽大学商学院原院长杜鹏程教授，商学院旅游
管理系主任李经龙教授，著名历史文化学者、中央电
视台百家讲坛主讲人、芜湖市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周非；
安徽财经大学新徽商研究中心主任、安徽江南徽商研究
院院长王唤明；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主任胡中生
研究员；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陈瑞教授；安徽省休闲
农业和乡村旅游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董仁泉；安徽
省关心下一代教育基金会项目部长苏长兵；安徽大学校

友会副秘书长王培军；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经贸旅游学院
院长赵红教授等，参加此次研讨会。

研讨会上，周非老师分享《乡村，家文化载体》，胡中
生老师分享《徽文化与徽学》；陈瑞老师分享《家文化与
徽文化的内涵》；李经龙老师分享《徽文化和家文化在旅
游发展中的作用》；王唤明老师分享《新时代新徽商的发
展》；苏长兵老师以《我的阿勒泰》为例，略谈家文化赋能
文旅；赵红老师分享《强化文旅融合，聚焦内外并重，培
养创新人才》；王培军分享《安徽瑞润文旅的企业文化与
使命》……大家结合实际案例呈现文旅产业中家文化的
重要性，探讨“家文化”与农文旅发展的融合切入。

整个研讨会大家收获满满，对“家文化”、“徽文
化”以及如何助力乡村振兴都有了更深入的认知和交
流提升。

研究皋陶文化是六安文化史上的一个开
创性事件，始于1993年，至今已逾31个年
头，前后参与此项事业的专家、学者达百余
之众。其间，有的已经作古，如发起人何超
先生，于2011年谢世。有的悄然逃离，比
如我，虽参与《皋陶与六安》(第二集)的编
写工作，既没有深入，也没有坚持。始终如
一，深耕于这个园地的，唯周其庆先生是
焉！30多年来，周其庆先生研究皋陶文
化，孜孜不倦，笔耕不辍，从多个维度深入
探讨皋陶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当代意义，硕果
累累，汇成《皋陶研究文集》这部专著。

皋陶，作为中国上古时期一位重要人
物，相传为舜帝时的士师，以正直公正著
称，被奉为中国司法鼻祖。其思想与实践，
对于后世法律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的
影响。据《帝王世纪》记载，“皋陶卒葬之
于六，封其少子于六，以奉其祀”，古之
“六国”即今日六安。1993年，安徽省六
安市开启皋陶文化研究之门，成立了皋陶研
究会和皋陶陵园开发领导组，聚集了一批专
家学者，还吸引了皋陶后裔的参与，通过持
续努力，不断提高了公众对这一文化遗产的
认知。作为最先发现皋陶文化意义并述诸笔
墨的研究者，周其庆先生在被历史尘埃掩埋
的边缘，挖掘、整理并解读皋陶文化的精
髓，使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当今这个快
节奏急速变化的时代，能有如周其庆先生这
样，数十年如一日沉浸在一项文化研究之
中，无疑是一股难能可贵的清流。周其庆先
生以其深厚的学识和不懈的努力，在皋陶文
化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其成果不仅丰富了学

术界的视野，更为我们理解古代文明与当代
社会的关联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周其庆先生的研究，绝非简单的史料转
述，而是基于广泛而深入的文献考据，结合
考古发现，多角度、多层次地剖析皋陶文化
的内涵与外延。他不仅关注皋陶个人的事迹
与思想，更将其置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
探讨其对古代社会治理、道德伦理、法制建
设等方面的贡献。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自有很
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尤为值得赞赏的
是，周其庆先生在研究过程中，始终保持着
一种“文化自觉”，即不仅满足于学术探索，
更强调皋陶文化对当代社会的启示与价值。
他通过一系列论文、戏剧、电视、文化交流等
多种形式，积极倡导将皋陶秉持的公正、法
治理念融入现代法治社会的构建之中，强调
道德与法律的并重，这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
义、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在周其庆先生看来，皋陶文化不仅仅是
历史的遗产，更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宝贵资源。
他通过对皋陶“明德慎罚”、“以教化治国”等
思想的阐述，提醒我们在社会快速发展的同
时，不应忽视传统文化中的智慧，应将其转化
为解决现代社会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这种文
化自信与传承意识，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
更显得尤为重要，它促使我们思考如何在全
球文化交流互鉴中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与
活力。他的研究还展现了人文学者的责任感
与使命感，在学术浮躁之风盛行的当下，他以
实际行动诠释了“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
一句空”的治学态度，为年轻学者树立了榜
样。他的研究是对一位古代先贤的致敬，更是

对当代社会坚持文化自信与法治精神建设的
重要贡献，不仅加深了我们对古代文明的认
识，也激励着更多有识有志者投入到对传统
文化的挖掘、保护与创新中去。

近年来，为增强青少年对皋陶文化的认
同感，六安市文旅局等机构组织研学之旅等
活动，让青少年亲身体验和学习皋陶文化，
收效良好。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何在尊重传
统的基础上，实现皋陶文化研究的创新与突
破，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皋陶文化的核心是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
治国理念，其中蕴含深厚的民本情怀，体现
了重民、安民、爱民、惠民的治国导向，以
及对社会秩序、人际关系和谐的追求。作为
中国古代法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皋陶文
化不仅蕴含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也对当代社
会的法治建设与道德重建具有不可忽视的现
实意义。构建和谐社会，如何平衡法律的刚
性约束与道德的柔性引导，皋陶文化提供了
历史智慧。近年来，随着对传统文化的重
视，皋陶文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虽然不断提
升，但研究视觉相对分散，缺乏系统性整
合。研究方法也较为传统，多依赖文献考
据，缺乏跨学科统筹。同时，如何将皋陶文
化与现代社会实际相结合，提出可行的社会
治理方案，更是当前研究的重要课题。

皋陶文化研究不仅是对古代智慧的追
溯，更是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深刻思考与应对
策略的探索。创新的难点在于史料的局限、
古今衔接的桥梁搭建以及理论与实践的深度
融合。唯其如此，更应当找准皋陶文化研究
的创新着力点和突破口。一方面，应深入挖

掘和整理古代文献中关于皋陶的记载，结合
考古发现，进行综合分析，以期更准确地还
原皋陶及其时代的社会风貌、法制思想和文
化内涵。可采用历史学、法学、社会学、人
类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对皋陶文化
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促进理论创新和学术
发展。另一方面，皋陶文化研究的价值在于
传承与利用，应研究如何将皋陶文化转化为
地方特色文化品牌及衍生产品的开发，推动
文化旅游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可运用现代数
字技术，如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等手段，对皋陶文化的相关文献、遗迹进
行数字化处理和智能分析，创建互动性强的
文化体验平台，让公众以更直观、更生动的
方式了解和学习皋陶文化。再一方面，借助
“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推动皋陶文
化走向世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项
目，提升皋陶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
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精华，实现文化的互鉴与
共生，促进文化资源的活化利用，为当代社
会的法治建设、文化繁荣、国际交流等多领
域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路径。

皋陶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
宝，其研究的创新与突破不仅是对历史的回
望，更是对未来的前瞻。我们期待，在未来
10年乃至30年，皋陶文化研究涌现更多更
新更具当代价值的成果，通过跨学科融合、
数字化技术应用、实践探索与国际交流等多
种途径，有效激活皋陶文化的内在活力，使
其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构
建和谐社会、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
宝贵的文化资源与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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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皋陶文化 推动文明进程
——— 读《皋陶研究文集》兼谈皋陶文化研究的创新趋向

罗会祥

““徽徽文文化化””和和““家家文文化化””研研讨讨会会在在我我市市举举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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