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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文化在台州③

深一度

林 立

前些天，我在临海紫阳街感受到了和合文化
传播的效应。

在2023柴古唐斯括苍越野赛开跑的前一天，
我们在紫阳街对运动员和主办方进行了密集的采
访，采访地点在紫阳茶楼内。采访间歇，我无意中
发现挂在墙上相框里的一幅书法作品，仔细观瞧，
是被日本奉为国宝的《明州牒》（又称《传教大师入
唐牒》）复刻件。

这份特殊的度牒，是唐贞元年二十一年（805）
间由台州、明州（宁波古称）两地颁发给日本高僧最
澄的。这位最澄大师，贞元二十年（804）经明州到天
台山学佛。一年之后，他学成归国，带了经文127部

347卷以及天台山茶种子回到日本，成为了日本佛
教天台宗的创始人，也将中国茶叶传到了日本。

看着相框里的《明州牒》，再看向窗外，茶楼对
面就是龙兴寺。一千两百多年前，最澄学成归国时，
以台州刺史陆淳为首的官员们组织了许多高僧、文
人以及民众，就在这座古寺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茶话
送别会。最澄大师在无尽的感恩和感动中，告别了
这些对他影响至深的中国师友。

而此刻，不少外国运动员正在街上享受着临
海古城的隽永与活力。他们爱上临海，爱的是这个
小城无微不至的包容和关爱，他们的感受，和当年
最澄大师如出一辙。

自古以来，中华的美好文化一直吸引着海外人士前
来，他们在离开时，也自发地担任了中华文化的传播者。

千百年前，和合文化这个名词还未出现，但每
一个爱上中华的海外人士，所折服的正是中华文化
这种“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气度和气质。

和合文化的传播很少受到文化差异的影响，
因为它可以在最实际的衣食住行中得到体现，也
会在艺术、哲学、体育等领域产生强大的能量。很
多外国人在接触、了解和合文化后都会发现，原来
自己民族中所倡导的一些人生追求，和合文化里
都有，而且总结得更好、实践得更彻底。而定居海
外的华人，更会在异国他乡接触和合文化后，对故
土的智慧更添自豪和自信。

传播和合文化，是向外走，同时也是让更多寻
找心灵净土的人找到回家的路。

归去来兮，万物和合。

归去来兮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

为了推动和合文化与世界
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近年来，台
州持续发动海外华人力量，推进
和合文化海外驿站建设。如今，
台州一共建成 35个和合文化海
外驿站，这些驿站通过文化交
流、文化贸易、文化传播等方式，
讲述和合故事。

传播

11月 3日下午，日本东京的
GLOBIS经营学院内欢声笑语，一
场茶会正在进行。郑燕身着汉服，
向人们介绍天台茶和日本茶的渊
源，带领着 20名日本学生体验了
宋代点茶。

郑燕是天台人，日本天台文
化经济促进会会长，也是日本和
合文化海外驿站的负责人。她介
绍：“疫情形势缓和以来，我们每
个月都会开展各种文化活动。”

“来到日本后，我才知道家乡
与日本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天
台山被很多日本人熟知，在他们
心中，天台是一个人杰地灵的福
地。”这让她深受触动，开始研究
天台山文化。

了解越深，爱得越深，在郑燕
看来，和合文化是天台山文化的
核心，儒释道三教融通的和合文
化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

于是，她决定成为中日文化
交流的桥梁，让更多日本民众了
解和合文化。她通过举办各种文
化活动在日本宣传和合文化，比
如组织品茶会，带领日本人来天
台“茶”游等。

2019年，台州首家和合文化
海外驿站落户日本，郑燕担任驿
站长。

驿站成立后，郑燕利用这一
平台组织日本民众开展文化活
动，“包括品茶、点茶、插画、书法、
篆刻等，我们的活动很丰富”。

郑燕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
带动周边的日本人传播和合文
化，使更多日本民众了解台州、走
进台州、体验台州的和合文化。

和郑燕一样，祖籍天台的王
典奇也在加拿大为推进和合文化
传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王典奇是加拿大中国（友好）
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兼加拿大和
合文化研究会、北美浙江台州总
商会会长，也是加拿大和合文化
海外驿站负责人。

他从小受和合文化熏陶，认
为家庭的幸福、企业的成功、国家
的繁荣，都离不开“和合”二字。来
到加拿大后，他努力推动中国和
合文化与加拿大多元文化互相融
合、共同发展。

在加拿大，他组织成立“加拿大
中国和合文化研究会”；积极参加加
拿大“国庆多元文化嘉年华”活动，
推介“和合文化”；帮助组织浙江省
文化代表团“美丽中国·诗画浙江”
在温哥华推介交流；举办加拿大华
侨华人“侨助冬奥”活动等。

疫情期间，王典奇还联合许
多华人，在温哥华成立抗疫防疫

“特别关爱小组”，第一时间向祖
国捐款捐物 100多万元，还为当
地 20多家养老院及医疗机构捐
赠 15万只口罩及防护服等抗疫
物资。

有了像郑燕、王典奇这样的
驿站长，和合文化海外驿站快速
发展，和合文化快速在世界各地
传播。

建设

从 2019 年台州首家和合文
化海外驿站成立至今，台州已经

先后在多个国家建立起 35个和
合文化海外驿站。

据了解，和合文化海外驿站
的选址十分讲究。“一般设立在海
外与中国文化交流密切的地区，
特别是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走出去、文明交流互鉴的城
市。”相关负责人介绍，而担任驿
站长的也都是热爱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并且在一定区域内有一定
影响力的华侨或华人。

驿站建成后，驿站长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开展丰富多彩的文
化交流活动，为各国人民提供学
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和
合文化的平台。

此外，和合文化海外驿站还
承担了许多职责：如宣传推广台
州和合文化旅游资源；搭建台州
文化企业“走出去”的合作桥梁；
积极做好台州各地在海外的文
化类项目招商引资、人才引进等
活动；与联系各县（市、区）的宣
传部、工商联、侨联开展线上会
商等。

以天台为例，该县在全球五
大洲 16个国家建立起 16家和合
文化海外驿站，并实现机制化管
理，形成可复制的建设模式。

“我们多次召开海外驿站线
上连线，征求对驿站建设工作的
意见，不断健全和合文化海外驿
站管理机制，创新‘对口援建’模
式，由天台各乡镇（街道）一对一
联络海外驿站，并将和合文化海
外驿站工作与和合文化全球论
坛、天台山和合文化基金会、和合
文化出海账号等海外传播工作全
方位联动，形成和合文化全球传
播体系，使海外驿站的发展建设
可复制、出实效。”天台县委宣传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比如，天台县福溪街道对接
的是匈牙利和合文化海外驿站。
该驿站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
斯禅武文化中心。禅武文化中心
占地 5000平方米，驿站办公场所
150 平方米。匈牙利和合文化海
外驿站把和合文化传播融入到
禅武文化中心的日常教学中，并
在中心内设置和合文化相关内
容的展示展陈，将和合与禅武相
结合。驿站开展了一系列和合文
化传播活动，包括少林功夫、茶
道、书法、舞龙舞狮、节令鼓、中
文教学等。

为了办好活动，更好地传播
和合文化，天台县还研究起草了

《和合文化海外驿站常态化活动
方案》《@TianTai 文化传播活动
实施方案》，策划了“@TianTai”
系列文化传播活动，做到“一月
一会商、一季一活动”。系列活
动分为“海内存知己，书香 e 五
洲”“粽香飘万里，e 网同心圆”

“中外 e 家亲，共享团圆月”“岁
寒留佳话，友 e 常相伴”四个主
题，并在每个季度对应的传统节
庆时间点开展。

和合的种子
远播海外

台传媒记者陈洪晨

和合文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基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发

展，天台山形成了以儒、释、道三教圆融为核心，以
“身心和合、人际和合、天人和合”为内涵的和合文
化，它曾以各种形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唐鉴真东渡日本，把佛教天台宗及名贵的中草
药带到日本；唐贞元二十年（804），日本高僧最澄礼
拜天台山，次年返回，带去大量天台宗典籍，创建日
本天台宗；宋熙宁六年（1073），成寻弟子返回日本，
带去了《寒山子诗一帖》，寒山子诗传入日本；元明
时，济公文化传入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一册经
书、一首诗歌、一个形象、一种思想，这些都是和合文
化在历史上对外输出的载体。

习近平总书记在《之江新语》中说：“我们的祖先
曾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中
的精髓之一。”G20杭州峰会期间，他再次指出：“和衷
共济、和合共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也是东方文
明的精髓。”

当下，和合文化迎来新的发展契机，有了更多传
播的土壤。

“请进来”，
在台州搭建全球性对话平台

2021年12月，和合文化全球论坛以“和合文化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在天台举行。

论坛设置了“坚持和睦共荣，实现包容发展”“坚
持和衷共济，实现合作共赢”“坚持和谐共生，实现生
态文明”三个分议题。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
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马耳他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
韩弥敦以及来自中、日、韩、法等十几个国家的政要
人士、国外驻华使节、国际组织代表、国际汉学家，还
有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等约 150人参与研讨。
会上，确定了天台为“和合文化全球论坛永久会址”。

这次活动极大地提升了和合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推开了和合文化走向全球的大门。

事实上，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及相关活动，吸引全
球热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认同中国治国理政理念
的各界人士参加论坛、参与研讨、参访体验，这种传
播和合文化的方式，台州已有诸多成功的尝试。

早在2008年，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浙江
省社科联、台州市委宣传部、天台县委县政府就联合
举办了“寒山子暨和合文化国际研讨会”，来自 11个
国家和地区的13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2017年11月，
和合文化与“一带一路”国际研讨会在天台举办，来
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的近 200名专
家学者参加；2019年10月，台州“文化融”主题峰会暨
天台山和合文化论坛在天台举行……

在一次次研讨交流活动中，和合文化的内涵与
当代价值被广泛传播。而和合文化全球论坛，无疑成
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传播品牌。

2022年 11月，以“和合文化与促进共同发展”为
主题的和合文化全球论坛在天台举办，各国政要、国
外驻华使节、专家学者、海外驿站负责人、留学生代
表等300余人参会。

这次论坛，创新设置了日本东京、西班牙马德里
两个分会场。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
鸠山由纪夫等 10余名国际政要、专家学者在日本分
会场参加论坛活动并与主会场连线；西班牙作家、首
相府前教育和文化司司长玛丽菲等 10余名国际政
要、专家学者在西班牙分会场参加论坛活动并与主
会场连线；尼泊尔驻华大使比师努，荷兰教育、文化

及科学部原部长安妮特等 11名海内外政要、专家学
者以视频形式发言。

这场活动吸引了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等国家级主流媒体参与报道。中国外文局及所属
中国网、人民中国、北京周报等新媒体及海外媒体平
台，推出中、英、日、韩、西等多语种报道产品，形成全
球传播矩阵。

论坛召开不到 24小时，“浙江台州”就登上推特
中国区热搜第二位。

会后，美国联合通讯社、德国新闻社、西班牙埃
菲社、韩国联合通讯社、马来西亚国家通讯社、非洲
通讯社、澳大利亚联合新闻社等国际主流媒体纷纷
关注报道，总阅读量突破3000万次。

其中，法国新闻社、日本共同通信社、意大利新闻
网等国际媒体介绍了和合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当代传
承，认为“和合”理念是解开“中国之治”的文化密码；美
国《波士顿星报》、加拿大《多伦多电报》等媒体发文称，
中华和合文化会走进更多国家和地区，以其充满中国
智慧的生活与治理理念引发更广泛的共鸣。

和合文化蕴涵着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向全世界
传递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善意。通过和合文化全球
论坛，和合文化将更好地走向世界。

“走出去”，
让“和合之花”在世界各地绽放

今年 2 月，在法国中部历史文化名城纳维尔
市的公爵宫费尔南多·钱兰德大厅，“和合文化走
友城”之风光摄影与非遗木雕作品图片展览拉开
帷幕。

这场跨越万里的展览，由台州市委宣传部、台州
市外事办联合主办。50张展现台州山海风光、风土人
情的摄影图片和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主题的台州
非遗木雕作品照片被整齐陈列，散发着来自东方山
海水城的旖旎而深沉的魅力。前来观展的纳维尔市
民对台州的人文风光和非遗艺术赞叹不已，纷纷表
达了对台州的向往之情。

除了法国纳维尔市，“和合文化走友城”活动已
经走过美洲、欧洲和亚洲的多个国际友城，反响热
烈。除了图文，还有现场展演等丰富的形式。

2017年，台州和合文化代表团到访美国友城韦
恩堡市。其中，台州乱弹剧团在布鲁克斯学校和韦恩
堡AUC剧院上演了《吕布与貂蝉·小宴》《活捉三郎》

《昭君出塞》等节目。这一古老的地方剧种，以其独特
的东方魅力赢得国际友人经久不息的掌声。

此后，代表团陆续走进德国哈瑙市、波兰凯尔采

市、比利时根特市、日本敦贺市、韩国罗州市等，在友
城掀起了一场场“台州流行风”。

今年 9月，应德国哈瑙市市长克劳斯·卡明斯基
及哈瑙·台州友城委员会主席约根·舒尔曼的邀请，
台州和合文化代表团出访哈瑙。

在台州-哈瑙文化交流晚会上，德国艺术家为观
众带来了钢琴伴唱、儿童独唱以及旗袍秀等精彩表
演，而台州市民乐团为现场观众带来了民乐合奏《采
茶舞曲》、江南笛乐代表乐曲《鹧鸪飞》、民乐合奏《拔
根芦柴花》《紫竹调》《渔舟凯歌》、二胡独奏《查尔达
什》，台州乱弹剧团表演了经典折子戏《小宴》。

“和合文化走友城”还曾跨越时间与空间，呈现
了一场场线上的视听盛宴。

在“2021 台州国际友城文化艺术云展演”活动
中，台州携同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的9个国际友城，献
上了一场各具文化魅力和精神内涵的文艺演出，彰
显了和合文化携手共进的精神内核。韩国东海市的
风光美食、德国哈瑙市的童话风情、美国韦恩堡市的
儿童合唱和小提琴表演，轮番上演；台州则奉上了古
琴合奏《神人畅》和台州市爱乐少年合唱团演唱的

《山海台州》等节目，精彩绝伦。
去年，台州举办了“国际友城青年同唱一首歌”

云展演活动，相关节目视频在各国际友城展播。
此外，还有“云赏台州”活动，台州的非遗项目、

美丽乡村、美食、风光旅游、音乐艺术作品等，都通过
视频展现，让更多友城市民看到一个真实、立体、鲜
活的台州。

据了解，台州国际友城工作始于2001年，缔结的
第一个国际友城是日本敦贺市。如今，台州已与26个
国家的 34座城市缔结为友好城市。“和合文化走友
城”也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品牌，和合文化的国际影
响力不断加深。

为进一步推进和合文化“走出去”，去年11月，我
市出台了《台州市“和合文化国际传播基地”建设三
年行动方案》。

方案指出，我市将推进一批和合文化理论研究、
打造一批和合文化地标、创作一批和合文艺精品、开
展一系列和合文化惠民活动、培育一批和合实践先
进典型、推出一批“和合台州·有礼之城”文明金名
片；出版多语种的《中国关键词·和合篇》《中华和合
文化通史》等系列书籍，形成一批在国内外有价值、
有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未来，和合文化将去往何方？
包容友善、协和万邦、求同存异、和而不同……

它所包含的核心理念和精神要义，将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注入精神动力，为消弭世界文明分歧、建设
大同世界提供跨越族群、润物无声的力量。

向世界发出“协和万邦，和衷共济济””的中国声音的中国声音

和合·传播播

和合圣地碑 杨 辉摄

今年2月，“和合文化走友城”之风光摄影与非遗木
雕作品图片展览在法国纳维尔市举办。（资料图片）

今年9月，台州和合文化代表团出访德国哈瑙，
为观众献上台州乱弹折子戏《小宴》。（资料图片）

去年11月，以“和合文化与促进共同发展”为主
题的和合文化全球论坛在天台举办。孙金标摄

郑燕带领日本友人体验宋代点茶。图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位于日本的和合文化海外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