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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古城文化焕发时代新光彩
倪 妮

恩施 ， 是我国最年轻的少数民族自治
州 、 湖北省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 。 它似一
颗古朴的明珠镶嵌在武陵山腹地 ， 对世人
深入了解巴文化历史脉络 ， 探索和传承中
华民族优秀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上古及先秦时期 ， 这里是廪君巴人
的聚居地。 所谓 “一江一古城”， 清江古名
夷水， 指少数民族居住的河流。 《水经注》
记载 ： “水色清 ， 照十丈 ， 分沙石 。 蜀人
见其澄清， 因名清江也。” 古城自东晋开始
筑城 ， 号施王屯 。 施州得名 ， 始于北周建
德二年 ， 位于六角亭的老城区 ， 依山修补
为城 ， 城下环江临水 。 作为一方政治 、 经
济 、 文化和军事中心 ， 自北周 573 年至洪
武十四年 （公元 1381 年 ）， 八百余年的古
城历经多次修缮 ， 至今城郭依稀 。 雍正七
年裁施州卫 ， 设恩施县 。 雍正十三年 “改
土归流”。 乾隆元年设施南府 ， 结束了 340
多年的土司卫所时代 。 作为土家族祖先巴
人繁衍生息的地方 ， 巴渝文化 、 巴楚文化
在这里交融 ， 土家 、 苗 、 侗等各民族文化
在这里齐放异彩 ： 西兰卡普织锦 、 土家吊
脚楼 、 撒叶儿嗬 、 恩施女儿会 、 灯戏 、 傩
戏等等 ， 无一不体现出多民族民俗文化的
精妙绝伦。

此外 ， 恩施还是一座有着光荣革命历
史的老苏区城市 。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
董必武 、 贺龙 、 周逸群 、 关向应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里领导人民前仆后
继 、 浴血奋战 ， 先后建立了以恩施地区为
中心或重要组成部分的 4 个革命根据地 。
革命战争年代 ， 恩施全境先后建立起联县
苏维埃政府 1 个 、 县苏维埃政府 7 个 ， 苏
区及主要游击区面积占到全区总面积的
40％以上 ， 全区域参加革命的青壮年达 9
万余人 （其中参加红军的近万人）， 为革命
而牺牲的达 1.2 万余人 。 抗日战争时期 ，
恩施成为湖北省政府和第六战区司令部所
在地 ， 为护卫西南大后方 、 夺取抗战全面
胜利作出了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 。 1949 年
11 月 6 日， 恩施解放。

古城历经千百年沧桑变迁 ， 有着悠久
的历史、 留存着灿烂的文化和朴实的民风。
古风遗韵叙述着施州文化的漫漫历程 ， 如
何让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古城与时代共
同进步 ， 值得我们深思 。 习近平总书记曾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 ，
“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 才能
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 创新性发展。” 因此， 做好古城文化的
守护与传承 ， 这既是责任也是义务 ， 是传
承古城历史文脉 、 激起施州大地蓬勃生机
与发展活力的必由之路。

一是要坚持将保护传承纳入州城发展
规划 。 系统规划 ， 综合考量 ， 把握重点 ，
打造亮点 ， 与灿烂的土苗民族文化和红色
革命文化形成合力 ， 推进对恩施传统文化
的研究与保护工作 。 要制定激励性政策 ，

鼓励专家学者 、 民间巴文化协会等组织深
入研究恩施传统文化， 整理出版相关文献，
以便后人学习借鉴 。 同时 ， 利用扶贫政策
与打造品牌相结合 ， 将区域性旅游开发作
为推进经济产业扶贫开发的重点项目 。 如
古城红色文化旅游资源要实现旅游产业化，
单靠地方力量很难聚拢资金并形成宣传合
力 。 因此 ， 需要政府通过扶贫政策倾斜 ，
制定和落实对红色资源旅游项目 、 土地 、
资金的相关扶持条款 ， 利用当前旅游招商
模式来开拓市场 ， 促进古城红色旅游产业
的提档升级。

二是要坚持将保护传承与宣传教育深
度融合 。 今天的恩施老城区仍保存着大量
的明清以来的古建筑 、 古街巷道以及革命
战争年代和抗战时期的历史遗址 、 遗迹 ，
还有各民族的传统服饰 、 建筑风格 、 音乐
舞蹈 、 手工艺品制作以及民间传说和故事
等 ， 都展示了浓郁的民族文化丰富性与多
样性 。 深入挖掘和探究这些地域文化的根
源、 内涵以及与本地民族生产生活的关系，
对于传承和发扬本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
可以打造一批优秀民族文化进校园 、 进社
区 、 进乡镇 、 进景区的典范 ， 创建优秀文
化的教育 、 实践和产出基地 ， 营造浓厚的
文化学习氛围 。 同时 ， 利用融媒体 、 网络
等多种媒体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 ， 结
合建党 、 建国 、 建军等重大庆祝活动以及
国庆长假等重大节假日 ， 组织古城旅游系
列宣传推介会 ， 扩大恩施州红色旅游的知
名度。

三是要坚持将保护传承同文旅产业有
机结合 。 促进文旅融合 ， 实现文化和旅游
高质量发展 ， 这是推进恩施地区文化保护
传承的必由之路 。 要充分挖掘恩施文化资
源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 ， 统筹推进优秀
传统文化资源在旅游产业中的应用和融合。
可以创新发展方式 ， 以施州古城文旅公司
为依托 ， 实行 “投 、 融 、 建 、 管 、 营 ” 一
体化运作 ， 采取合资 、 融资等形式 ， 以景
促融 、 以文促融 ， 构筑文化旅游投融资平
台 。 同时 ， 通过系统营销推陈出新 ， 发起
“跟我去恩施吧” “幺妹带你老城耍” 等话
题营销或旅游营销事件 ， 定期在恩施老城
开展 “寻宝 ” 打卡等文旅体验活动 ， 提升
游客体验感 ； 聘请本土作家撰写有关恩施
在革命战争时期的重大事件剧本 ， 拍成电
视剧或电影来引流 ， 吸引游客前来打卡 ，
从而打造有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 为文旅融
合提供助力。

总之 ， 恩施古城具有独特的地域特色
和多元的文化元素 ， 是我们宝贵的历史文
化财富。 我们要注重对其进行保护与研究，
坚持传承和弘扬相结合 ， 利用现代理念推
动全社会共同参与 ， 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
生活 ， 体现当代价值 ， 让优秀传统文化在
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

（作者单位系中共湖北省恩施州委党校）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需求分析及启示
段宇飞

对当代大学生而言， 学好英语这门技
能是其重要任务之一， 而探究在英语学习
上的需求是促进其英语学习的重要前提 。
本文研究依据需求分析理论， 采用定量研
究的方法， 通过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 对
国内某高校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群体的英语
学习需求进行了调研。 研究结果表明 ,非英
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总体处于较
高水平； 在所调查的四个维度中， 需求水
平从高到低依次是学习环境需求、 学习者
个体愿望 、 学习过程需求和学习能力差
距。 研究建议： 一方面， 非英语专业大学
生应该努力为自己改善英语学习环境、 调
整英语学习动机、 优化英语学习过程。 另
一方面， 英语教师也应针对这四个维度积
极调整教学方式， 帮助学生提升英语学习
水平。

研究设计
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习需求的总体现
状如何 ？ （2）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
习需求在学习者学习能力差距、 学习者个
体愿望、 学习过程需求和学习环境需求这
四个维度上的具体情况是什么？ 继而， 针
对在这两个问题上的发现提出相应启示。

研究依据国内知名学者陈冰冰教授的
需求分析模型设计出问卷， 其中包括学习
者学习能力差距、 学习者个体愿望、 学习
过程需求和学习环境需求四个维度。 研究
基于调查问卷的 41 道选择题， 对于每道题
的选项 ， 采用李克特五点式量表 ， 设有
“我强烈不同意这个说法” （1 分） 到 “我
强烈同意这个说法 ” （5 分 ） 共 5 个选项
供选择。 在数据分析环节， 参照牛津频率
量表进行 ： 4.5—5.0 分代表 “总 是 ” 或
“几乎总是”； 3.5—4.4 分代表 “通常”； 2.
5—3.4 分代表 “有时 ” ； 1.5—2.4 分代表
“通常不 ” ； 1.0—1.4 分代表 “从不 ” 或
“几乎从不 ”。 研究选取国内某高校的 160
名非英语专业大二学生作为研究对象， 对
其开展问卷调查， 最终得到 155 份有效问
卷。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英语学
习需求分析

数据显示，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英语
学习需求总体平均值为 3.6717， 根据牛津
频率量表， 这表明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在英
语学习过程中通常面临困难， 或通常需要
帮助。 根据均值， 四个维度的需求水平从
高到低依次为学习环境需求 （平均值=3.
8670） 、 学 习 者 个 体 愿 望 （ 平 均 值 =3.
7716） 、 学习过程需求 （平均值=3.6804）
和学习能力差距 （平均值=3.3677）。 其中，
学习环境需求、 学习过程需求和学习者个
体愿望均值超过 3.5， 属于较高水平 ， 而
学习能力差距均值在 2.5-3.4 之间 ， 属于

中等水平。
学习环境需求。 学习环境需求均值最

高 （平均值=3.8670）， 表明非英语专业大
学生对学习环境有很大需求 。 具体而言 ，
在教师授课方面， 非英语专业大学生强烈
希望授课教师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
的教学经验， 能够以个性化的方式对待不
同学生， 并融合多样化的教学形式， 同时
希望教师运用中英文结合的教学方式开展
教学。 在教学内容方面， 学生期待教学内
容能够更全面地覆盖 CET-4 和 CET-6 等
重要考点。 在学校条件方面， 他们认为学
校提供的资源和设施应进一步充实 。 此
外 ， 学生希望学校能增加英语学习活动 ，
开设更多 ESP （专门用途英语 ） 课程 。 在
教材配置方面， 学生青睐于趣味性和实用
性相结合的教材， 同时也表示学习现有英
语教材有时会遇到一些困难。 在评价方式
方面， 受试者大多赞成采用终结性评价和
形成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以帮助学生不
断认识自我、 提升自我。

学习者个体愿望。 学习者个体愿望均
值较高 （平均值=3.7716）， 表明学生对自
身学习目标有明确需求。 首先， 就学习内
容而言， 非英语专业学生迫切希望提高的
英语技能主要集中在听力和口语方面， 将
听力和口语技巧提升至更高水平是他们的
重要目标。 此外， 就学习目的而言， 非英
语专业大学生学习英语的主要目的包括但
不限于满足未来的工作要求 ， 通过英语水
平考试， 以及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等。 其
认识到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 精通英语
是一项重要技能， 这不仅有助于其获得更
好的就业机会， 提升就业竞争力， 也可以
帮助其拓宽视野、 深化认知。

学习过程需求。 学习过程需求均值也
较高 （平均值=3.6804）， 表明学生对学习
过程也有较高的需求。 在此维度上， 受试
者表示并非总是每天投入半小时以上的时
间用于学习英语， 其在学习过程中有感到
焦虑的情况。 其通常习惯于在课堂上做笔
记， 并在学习英语时将英文内容翻译成中
文。 此外， 学生表示一般会认真聆听授课
内容， 并积极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 也倾
向于向他人寻求帮助或与同学合作。 另外，
其通常喜欢通过重复发音来记忆英语单词，
或借助观看英文电影或听英文歌曲来提升
听力水平， 同时也比较倾向通过阅读英文
文本的方式来提高阅读能力。

学习者学习能力差距 。 学习能力差距
均值相对较低 （平均值=3.3677）， 表明学
生对自身学习能力的感知较为乐观 。 但
需要注意的是 ， 他们有时会感到学习困
难 ， 或认为自身英语水平不足 。 具体而
言 ， 受试者并不总是认为自己在学习英
语 （包括听 、 说 、 读 、 写 、 译等 ） 方面
有很大困难， 也并不总是认为自己在这些
方面很差。

研究启示
对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的启示 。 首先 ，

要改善英语学习环境。 即主动寻求合适的
学习环境 ， 并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各种学
习资源， 如图书馆、 语言实验室、 英语角
等， 沉浸于浓厚的英语学习环境中， 为口
语练习、 对话交流等提供保证。 其次， 调
整英语学习动机。 要进一步明确自身的英
语学习目标， 并根据目标选择合适的学习
方法和策略， 避免盲目学习。 要认识到英
语学习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 进而树立
终身学习的思想理念， 不断提升自身学习
效率。 另外， 优化英语学习过程。 要尝试
多种学习方法 ， 例如通过观看英文电影 、
听英文歌曲、 阅读英文书籍等方式提高听
力和阅读能力， 并利用更加多样且科学的
记忆技巧来记忆词汇及语法等， 成为高效
学习的实践者。

对英语教师的启示 。 首先 ， 关注学生
需求， 因材施教。 要充分了解学生的英语
学习需求， 针对不同学生的特点进行个性
化指导，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互动， 为
学生提供更多练习机会。 同时， 提升教学
质量， 丰富教学形式。 要注重自身专业技
能的提升， 灵活运用情景教学、 任务型教
学、 合作学习等多种教学方法， 使课堂更
加生动活泼 ， 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
引领学生主动去探索知识的海洋 。 另外 ，
优化教学内容， 注重实用性。 要加强对教
材内容的解析与指导， 帮助学生掌握课本
内容； 根据学生未来发展方向， 选择更适
宜的教学内容； 结合考试要求， 帮助学生
进行高效备考。 同时， 加强对学习环境的
建设。 要积极配合学校， 为学生创设更多
学习资源和设施； 致力于创设更多 ESP 课
程， 通过英语实践交流平台的搭建鼓励学
生积极互动展示；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外
活动， 有效平衡 “加固知识 ” 与 “培养兴
趣” 间的关系， 让学生乐学会学。

本研究通过定量分析 ， 调查了非英语
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 并针对两个研
究问题 ， 得出了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 研
究发现， 非英语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需求
总体上属于较高水平。 其次， 按照英语学
习需求四个维度的降序排列， 非英语专业
学生对学习环境的需求水平最高， 其次是
学习过程、 学习者个体愿望和学习者学习
能力差距。 进而， 本研究建议非英语专业
大学生应努力改善学习环境、 调整学习动
机、 优化学习过程。 同时建议相应英语教
师关注学生需求， 因材施教； 提升教学质
量， 丰富教学形式； 优化教学内容， 注重
实用性； 积极配合学校加强对学习环境的
建设等， 让学生满怀信心投身于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用新的伟大奋斗创
造新的伟业。

（作者单位系西安工程大学）

老 子《道 德 经》“三 宝 ” 内 涵 阐 释
靳鹏娟 王 川

《道德经》 中蕴含着人生的大智
慧， 老子由 “道” 出发而生出 “德”、
进而以 “无为” 作为行为准则和处事
原则 ， 告知世人 “无为而无不为 ”，
无为才能顺应自然。 我们在纷繁的尘
世中想要保守自然， 与人相处和乐，
不妨在老子的 “慈” “俭” “不敢为
天下先” 的 “三宝” 中获得人生的沉
思， 在生活中也葆有一份赤忱之心。

道德与三宝
“道” 之有无， 玄之又玄， 众妙

之门。 道是世界万物的本原。 老子认
为道是一种实体存在， 浑而为一， 但
是视之不见， 听之不闻， 搏之不得。
老子认为道独立而不改 ， 周行而不
殆， 故道也没有具体的名称和形象。
道是万物运行的规律， 道生一， 一生
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以道为尊 ，
以德为贵， 世间万物莫不得生于道，
长养莫不依赖于德 ， 道和德相辅相
成， 构成万物运行的规律。 人作为天
下万物的其中一员， 人在其中就不得
不按照道的运行规律生存， 若不知有
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形， 高下
相倾， 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 福祸相
依， 也不按照其规律来生活做事， 其
结果肯定是 “自遗其咎”。

老子的“三宝”体现了“无为”的原
则，“无为”即是天地对待万物的方式，
“无为”即是“天之道”。 我们应该如何
在现实生活中践行 “三宝”， 才能到
达老子心目中的道呢？ 老子认为， 持
保 “三宝” 成就道德， 为人修身可成
圣人 ， 为君治国可成圣王 。 通过对
“三宝” 思想的探析， 体会何为 “无

为 ” ， 通过融会贯通 “三宝 ” 到达
“无为” 境地， 更为深入地体会 “道”
蕴含的深意， 处世不争， 为人不狂。

三宝之慈
三宝之中 “一曰慈 ”， “慈 ” 在

《说文解字 》 中的解释为 ： “爱也 ，
从心 。 兹声 。 疾之切 。” “道之慈 ”
表 现 在 “天 地 不 仁 ， 以 万 物 为 刍
狗 ”， 天地运行着 “道 ”， 万物各适
其 “德 ” ， 天地无所偏爱 ， 一视同
仁 ， 万物自然生长 ， “慈 ” 在其中
矣 。 王弼注 ： “天地任自然 ， 无为
无造 ， 万物自相治理 ， 故不仁也 。”
意思是天地没有人的情感 ， 他保持
着公正不偏私的态度对待万物 ， 不
去过多地干涉万物的生长 ， 使他们
“自相治理 ” “无为无造 ”。 这就是
天道的 “不仁 ” ， 对万物来说就是
“慈”， 这就是老子的 “无为而治”。

所以说， 天地或圣人的 “不仁”
实质上是一种 “大仁” “大爱”， 正
因 “不仁”， 万物才可生生不息。 如
若天地有所偏私， 与 “道” 性相悖，
那才是真正的不仁 。 吴澄说 ： “仁
谓有心于爱之也。” “天地无心于爱
物， 而任其自生自成。” 天地无心胜
似有心 ， 无仁而胜似有仁 ， 有人心
才有仁心 ， 因人的自我情感而赋予
了天地人性的色彩 ， 如果以人心去
理解 ， 那就会对老子的 “道 ” 产生
狭隘的理解 。 正如天地无所偏私 ，
万物才欣欣向荣 ， 世间才能够多元
发展 ， 所以老子希望人在其中 “以
辅万物之自然， 而不敢为”。 老子认
为 “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圣人后其身而身先 ” “圣人无常
心， 以百姓心为心”。 “圣人” 在这
里就是治理国家的君王 ， 圣人要做
到 “无为”， 也就是治理国家没必要
苛政 ， 治民能够做到 “其政闷闷 ，
其民淳淳”。 百姓莫不和乐， 国家莫
不安定 ， 君王垂衣拱手而治 ， 那还
有 什 么 值 得 烦 忧 的 呢 ？ “以 正 治
国”， 不随意发动战争， 百姓安居乐
业， 人民自然安定， 国家自然繁荣。

三宝之俭
三宝之中 “二曰俭”， 《说文解

字》 中 “俭” 的解释为： “约也。 从
人 。 佥声 ” 。 陈鼓应先 生 解 释 为 ：
“有而不尽用。 和五十九章 ‘啬’ 字
同义”。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
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 令
人心发狂 ， 难得之货 ， 令人行妨 ”，
纷杂的欲望如同蛛丝， 丝丝缕缕缠绕
在人的周围， 贪心过甚， 奢靡过甚。
但物极必反， 过分的拥有必然会导致
“溢 ”， 进而腐蚀心神 ， “反以伤自
然”， 所以 “圣人为腹不为目， 故去
彼取此”。 “俭” 即是人尽其责， 物
尽其用， 不外求更多不属于自己的东
西， 追求自然的生活方式， 顺人之本
性， 而非顺人之欲望。 节卦曰： “节
以制度， 不伤财， 不害民”， 则得乎
俭以足用之说 ， 故曰 “俭故能广 ”。
这些大抵是对古代统治者所说的， 统
治者不要过于奢靡， 而是要体恤老百
姓 ， 开源节流 ， 将有用之物聚集起
来， 在有需要的时候就能用得上存储
的财物， 天下无所不足， 还会有匮乏
不足的时候吗？

“俭” 告诫人们 “静以修身， 俭
以养德”。 “道之俭” 就在于 “持而
盈之， 不如其己”， 自骄自满必然导
致满溢。 “道” 是圆润的， 不是自生
的， 它的 “俭” 在于适时的给予， 适
时的停止， 不会全给， 也不会不给。
“治人事天， 莫若啬”， 只知进而不知
退， 只知贪而不知止的人， 不会积蓄
能量 。 厚以养德 ， 是无法长久生存
的， 而只有做到 “俭”， 也即是内厚
而外广， 内重积德， 外而敛藏， 才能
做到 “深根固柢 、 长生久视之道 ”，
这就是 “俭” 的爱惜、 收藏之意。 百
姓行 “道之俭 ”， 即是要知足常乐 ，
敦 厚 无 欲 ， 质 朴 纯 真 ； 统 治 者 行
“俭” 就要做到收敛精神， 俭德于己，
简政爱民。 这种精神高度充足自在，
“含藏培蓄” “不肆为” 的生活是老
子的理想生活方式， 而我们也可从中
获取生活的智慧， 活出自在。

三宝之不敢为天下先
老子三宝之最说的是不敢为天下

先。 何为 “先”， 《说文解字》 中解
释为： “前进也。 从儿从之。 凡先之
属皆从先。” 也就是说众人之前、 出
人头地、 争强好胜叫作 “先”。 在老
子这里， “先” 并不是一个最优选，
而是一个最先被排除的选择， “不敢
为天下先 ” 更多的是在说不争 、 谦
让、 守雌。

首先， 不争。 “上善若水。 水善
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恶， 故几
于道。” 水造就万物， 众人厌恶低下
恶湿之地， 恨不能高屋广厦远离卑微
之处， 水却甘处卑下， 滋养万物而无

尤， 与万物有利而与万物不争， 只是
默默地滋润大地， 纯粹地表现出自然
本性， 所以老子言 “水” 最接近道。
上善即圣人， 圣人的本性就如同水一
般， 在天如同雨露， 播撒滋润天下万
物； 在地如同泉水，“居卑忍辱” 而不
改其本性，善利他人而不争名夺利，所
以老子说：“夫唯不争，故无尤”。

其次， 谦让。 “是以欲上民， 必
以言下之。 欲先民， 必以身后之。”
圣人该怎么做才能统治好民众？ 只有
效法江海湖泊， 必须坚定地做到居下
谦和， 要使民众对统治者保持敬畏，
就必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身前， 把自
己的利益放在身后。 统治者更应该做
到 “后其身” “外其身” “先天下之
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把自己
的私欲放在百姓身后， 不以自己的利
益得失衡量统治的恰当与否。 “不私
其身以先人， 故人乐推而不厌”， 这
样才能得民心， 才能得到大家的衷心
爱戴。

再次， 守雌。 《道德经》 全篇都
体现了老子的 “贵柔 ” “守雌 ” 思
想， 老子认为 “柔弱胜刚强”， 他深
知过刚易折， 外在刚强的事物表现得
过于直白 ， 对其本身的长久发展不
利， 而看似柔弱之物其内在坚韧， 如
同水一样， 看似柔弱无所依靠， 实则
水质弱而滴水石穿， 它能凭借着自己
内敛的本质长长久久地流传下去。 老
子告诉世人不如 “守雌”， 含藏内敛，
下是高的基础， 静是动的基础， 只要
自己内心足够坚韧， 精神足够清明，
就能做到以柔克刚。 “守雌” 代表着
老子的人生态度， 同时要 “知其雄，

守其雌 ”。 释德清说 ： “天下之物 ，
势极则反”。 不了解雄， 而如何保持
雌， 二者是循环互动的， 只有 “知雄
守雌”， 才能全面应对问题， 静以制
动， 把控全局。

老子 《道德经》 思想深厚， 五千
余言， 字字值得考量深究， 仅在 “三
宝 ” 中 获 取 到 的 人 生 智 慧 “ 慈 ”
“俭” “不敢为天下先” 的思想就已
经给人以深刻的思考。 有慈心， 即可
俭行， 不为天下先， 有不敢为天下先
的心， 自然行慈俭。 人人做到 “慈”，
虚怀若谷 ； 做到 “俭 ”， 俭本节用 ；
做到 “不敢为天下先 ”， 谦和守雌。
这样就是在践行老子的道德， 行无为
之事， 处自然之生， 回归本真。 一棵
幼苗要长成繁茂的参天大树， 必定有
粗壮的树根扎在土壤里汲取养分。 作
为新时代的青年人， 应该做的就是在
中华大地上多方位、 多角度地扎根至
深，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践行道
德之思、 坚守赤子之心、 成就圣人之
道 ， 脚踏实地 ， 真正做到保持 “三
宝”， 使得个人本心守固、 使得社会和
谐自然、 使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
千古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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