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传承工程项目总结报告 

 

一、项目简介 

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张其成国学基金国学传承工程由著名国学专家、养生专家、

书法家、全国政协委员张其成先生发起的大型公益国学传承项目。课程主要为国学五经：《易

经》、《道德经》、《论语》、《六祖坛经》、《黄帝内经》，以“易道”为主线，贯通儒道禅医四

家。易道主干，三教互补；一源三流，两支并立，五经归元。 

2017年 1月后，共收到报名申请 1500份，历经两轮笔试一轮面试，共有 483人获得学

员资格，其中，博士 42人，硕士 126人；超过 83%的学员具有本科以上学历；近 30%的学员

从事中西医、养生等相关行业。学业职业分布广泛，包括国家干部、医生、教师、企事业管

理者、科技工作者、媒体工作者、工人、农民、学生等。遍布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直

辖市，港澳台、马来西亚、英国、澳大利亚、希腊等。 

二、项目导师团队 

（一）班主任 

 

1、杨博喻 总班主任、1－4班班主任 

四川大学经济学博士在读； 

中国科协八大代表，北京市科协九大委员，北京市科协八届委员会常委，北京市科协七

大委员、组织委员； 

现任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宣传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光华龙腾奖第 10 届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评选全国评委。 

2、徐彬 5、10 班班主任 

从事证券研究投资工作 20余年 

先后就职于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大成基金、和君资本。 

班主任团队 

杨博喻 

总班主任 

1-4班 

班主任 

徐  彬 

5、10班 

班主任 

8、9班 

班主任 

6、7 班 

班主任 

许竹如 石鸿昕 



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理事、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投资管理委员会委员。2012 年

有缘接触中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点燃一盏灯，开启一扇门，由此喜乐焉。 

3、许竹如——8、9 班班主任 

先后从事化工行业、金融行业和商业，二十七年前在创业过程中遭遇人生困顿，痛苦缠

身之余衷心希望找到一条普通人都可以走通的人生之路。 

在随后的摸索中有幸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二十多年走来经历了不同的老师、团队、理论

和习练方法，一路上充满了喜怒哀乐，珍惜和有缘人分享。 

目前同时在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义务工作。 

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公益委员会委员片 

4、石鸿昕——6、7 班班主任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专业本科+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研究生，现任某上市证券公司

副总裁，曾任该公司人力资源总监、 涌金集团人力资源部总经理、九芝堂药业人力资源总

监。 

获得过 NLP 执行师（神 经语言程序学）、高级催眠师、九型人格独立导师（ECC）、注

册企业教练（RCC）、 管理教练导师（TMCC）等多项资格认证。 

同时任中国证券业协会人力资源专家 委员会专家委员、人民大学心理学系兼职教授。

任某上市证券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期间，独创了专业人才素质模型，建立了系统性评估、选拔

优秀人才的体系，在业内享有盛誉。在九芝堂药业公司工作期间，开始深入研究和系统学习、

实 证中医及传统文化。此外，红心女士坚持禅修打坐十年以上，对中医理论和身心各层面

有一定了解与实证。    

（二）辅导员 

 

1、胡艳辉——总辅导员,1-4班辅导员 

北京交通大学项目管理工程硕士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管理学学士 

辅导员团队 

胡艳辉 

总辅导员 

1-4班 

辅导员 

叶俊 

5、10班 

辅导员 

6、7班 

辅导员 

杨俊基 徐晓宁 

5、10班 

辅导员 

张杨 

8、9 班 

辅导员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北京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培

奇全纳教育公益基金会监事，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宣传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 

北京科协九大、八大、七大代表 

北京城市学院社会导师。 

2、叶俊——5、10辅导员 

公务员。自幼喜欢读书，20 岁开始对锻炼身体发生兴趣，并通过体育方式进行锻炼，

后来偶然发现静坐对于身心的好处，但可惜孤陋寡闻，不知原理，缺乏明师的指引，走入误

区，身心状态跌入低谷。 

因此机缘，渐渐对儒释道产生兴趣，对儒家经典和宋明理学浅有涉猎，尤其喜欢《中庸》、

王阳明心学、南怀瑾著作、《六祖坛经》等。希望通过此次机会能和大家一起系统的好好学

习一下国学。 

3、张杨——5、10辅导员 

江苏镇江人，本科毕业 

曾为和君集团管理咨询顾问 

现为北京市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项目专员 

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义工。 

4、杨俊基——6、7 班辅导员 

中医师，硕士研究生。 

师从刘力红教授，致力于中医经典理论与临床研究。 

2009年 5月起依杨海鹰老师对生命认识及探索的路径实践至今。 

5、徐晓宁——8、9 班辅导员 

设计师 

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者 

义工 

（三）客座讲师 

1、钱超尘教授——伤寒论古今文本传承史 

钱超尘教授(1936.3-)，我国著名中医训诂学家和中医文献学专家。现任北京中医药大

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巴黎国立第十三大学波比尼医学院名誉教授，中华中医药学会医

古文研究分会、李时珍研究分会、王清任研究会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研究分会

常务副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献研究分会副主任，中国训诂学会理事等职。1972

年底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古文教研室任教至今。 

2、刘力红教授——我们希望从国学中传承什么 

刘力红，男，1958 年生。现任广西中医药大学经典中医临床研究所首席教授、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中医扶阳流派传承工作室主任、北京同有三和中医药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因著

作《思考中医》，主编《中医名家绝学真传》，整理出版《黄帝内针》及长期以来不遗余力地

挖掘民间优秀中医流派，弘播传统文化及中医理念而蜚声海内外。著名中医药学家邓铁涛教

授高度评价刘力红博士对中医的贡献，赞曰：“吾道不孤，后继有人矣。” 

3、孙皖平教授－美学走进生活 

孙皖平，1961 年出生于安徽蚌埠，研究生学历，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文化学者，长

期关注于在文化美学与生活美学方面的思考暨实践。历任中国兰花学会理事、中国沉香保育

委员会主任等职。 

4、冯志涛老师－自主健康圆满养生 

禅吧网、自主健康网创始人   冯志涛女士 



5、孔见老师－文化意义的中国人 

孔见，1960年 12 月生于海南岛，现为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

委员，天涯杂志社社长，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从事随笔、小说、诗歌创

作和哲学研究，兼习书法。作品以思想性见长，有随笔集《卑微者的生存智慧》《赤贫的精

神》、《我们的不幸谁来承担》，诗集《水的滋味》, 评论集《韩少功评传》，以及小说《河豚》

等行世，并有多篇论文发表，作品收入多种选本。主编的著作有《云起天涯》、《蓝色的风》、

《对一个人的阅读》等。 

三、项目实施进度 

时间 项目 主题 内容 地点 主讲 人数 

1、丙申冬

至（公元

2016年 12

月 2日） 

张其成国

学基金国

学传承工

程实施方

案出台 

实施方案 
培养中华国学传承传播

人才 
北京 

国学传

承项目

组 

 

2、丙申大

寒（公元

2017年 1

月 20日）

至丁酉年

立春（公元

2017年 2

月 3日） 

开始报名 招生信息  网络 

国学传

承项目

组 

1500余 

3、丁酉年

雨水过后

（公元

2017年 3

月 7日至 3

月 15日、3

月 20日至

3月 26日） 

网络第一

轮和第二

轮笔试、面

试 

一笔、二笔

题目、面试 

一笔考察客观知识，二

笔考察主观理解，面试

考察学习态度及品德 

网络 

国学传

承项目

组 

483人 

4、丁酉年

五月初九

（公元

2017年 6

月 3日） 

国学传承

工程开学

典礼启于

京 

1、国学之

精神 

2、略谈用

心 

3、自主健

康、圆满养

生 

一源三流，《易》统五经。

倡十六字心法牢记深

修；“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执厥

中”嘱十六字学研并行

不悖；“内化于心，外化

于行；知行合一，体用

不二” 

北京 

张其成 

杨博喻 

冯志涛 

174 



5、丁酉六

月十四

（2017年7

月 7日） 

第二次大

课 

1、华夏文

明“源头活

水”之经典

大经——

《易经》

（上） 

2、文化意

义上的中

国人 

“易贯儒道禅，道统天

地人” 
广州 

张其成 

孔  见 
77 

6、丁酉闰

六月十三、

十四（2017

年 8月 4、5

日） 

第三次大

课 

1、华夏文

明“源头活

水”之经典

大经——

《易经》

（下） 

2、四般闲

事 

因上精进，果上随缘。

进德修业，趋吉避凶 
北京 

张其成 

孙皖平 
104 

7、丁酉七

月二十七

（2017年9

月 17日） 

第四次大

课 

1、中华首

部医典、首

部养生宝

典和首部

生命百科

全书——

《黄帝内

经》（上） 

2、三位一

体之禅修 

人生于地，悬命于天，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

乃养生大法总则也，乃

生命大道也。 

南京 
张其成 

红  心 
73 

8、丁酉八

月二十四

（2017年

10月 13

日） 

第五次大

课 

1、中华首

部医典、首

部养生宝

典和首部

生命百科

全书——

《黄帝内

经》（下） 

2、《伤寒

论》始末 

内经养生四法：“食饮有

节、起居有常、不妄作

劳、形与神俱”，“精”、

“气”、“神”。 

北京 
张其成 

钱超尘 
106 



9丁酉十月

初九（2017

年 11月 26

日） 

第六次大

课 

我们从国

学中传承

什么 

如何传承医道？——择

善而固执之，一门精进

也。 

何为精诚大医？——内

观其身，外观其世。学

而时习之也。 

如何全民健康？——圣

人设教，人人自学，家

家自晓。 

北京 刘力红 134 

10、丁酉年

冬月二十

六（2018

年 1月 12

日） 

第七次大

课 
《道德经》 

一阴一阳谓之道。视之

不见，听之不闻，抟之

不能也，然无所不包。 

北京 张其成 98 

11、戊戌年

二月初七

（2018年3

月 23日） 

第八次大

课 
《论语》 

《论语》重仁，倡忠恕

之道，主孝悌忠义、克

己复礼。“学而时习之不

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

愠不亦君子乎？” 

北京 张其成 76 

12、戊戌年

三月初四

（2018年4

月 19日） 

第九次大

课 

《六祖坛

经》 

诸心无常乃变易，诸法

无我乃简易，涅槃寂静

乃不易。四宏愿：自心

众生无边誓愿度，自心

烦恼无边誓愿断，自性

法门无尽誓愿学，自性

无上佛道誓愿成。心量

广大，犹如虚空。心量

广大，遍周法界。 

北京 张其成 112 

13、戊戌年

四月十二

（2018年5

月 26日） 

第十次大

课暨毕业

典礼 

国学的使

命 
 北京 

张其成

长江科

技扶贫

基金会 

247 

四、项目实施成果 

国学传承工程项目实施一年以来，根据《国学传承工程实施实施方案》、《学员手册》以

及《微信群群规》等相关规定与淘汰机制，陆续有 110名学员未能达到结业要求，最终共计

373名学员获得了毕业证书。 

在项目组和全体学员的不懈努力下，借助和君商学院成熟的办学模式，通过十次大课和

“互联网+国学”模式，本着纯正的发心，以内容加平台，互联网社群加公益服务的模式，

形成了最纯正的国学传承平台和最具影响力的公益国学学习社群。国学传承工程，让中华文

化深深根植于更多人的心灵，带来了社会人文素养的整体提升，培养了一大批致力于国学传

承的高素质公益人才。 

    五、项目后续计划 

1、张其成国学基金原为长江科技扶贫基金会专项基金，目前正在申请成立北京张其成



中医发展基金会，项目后续将由北京张其成中医发展基金会接棒继续推进。 

2、十次大课，学员不仅学习了中华文化，收获了智慧、健康、友爱与心灵的安宁，还

自发组织了易经学习小组、谈经论道小组、实修实证小组、武术学习小组、国学学习社群、

黄帝内经学习小组、黄帝内针学习小组等等。有特长的学员积极备课，主动承担起辅导的重

任，编制学习教材、整理核心要点笔记，学员们则按照老师的要求和学习进度打卡学习，定

期考核、答疑解惑，学习群里各种晒笔记、晒实践、晒心得、晒成果。虽然十次课程结束了，

但是大家的学习热情没有降温，在抱团学习的路上不断精进着。学习国学的同时，更是在传

播国学、在践行国学。 

六、项目总结 

（一）项目取得成绩 

1、国学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代表，承载着古圣先贤的大智慧。此次项目的目的是培养

中华国学传承传播人才。483名结业学员，作为国学传承与传播的星星之火，为中华文化的

薪火相传，为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已经迈出铿锵的脚步。 

2、国学传承项目通过现场授课与网络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既解决了学员因分散在全国

乃至全球无法参与现场授课的问题，同时，借助于网络的便利，扩大了项目的影响力。这一

年中，参加现场授课的学员超过 1200人次，网络视频浏览量超过 20万人次。 

3、志愿者服务体系进一步得到完善。项目开展初期，项目组与志愿者共同商讨并制定

了《大课筹备清单》、《大课场地基本要求》以及《录音整理工作细则》等各项细则，发挥学

员的主观能动性和集体荣誉感，积极参与每次大课的筹备和管理工作中。此次项目的十次大

课全部由学员自组织、自服务完成，志愿者累计人数达到 300人。 

（二）存在问题 

1、课程设置还可进一步拓展。因为授课地点、时间、费用及授课老师个人等各方面综

合原因，每次大课的授课时间仅有 1天，对于国学的博大精深而言，时间还是太短。 

2、大课筹备工作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参加项目的学员大部分为在职人员，平时工作

都比较忙碌，发生临时无法完成大课筹备工作的情况，虽然由其他学员能够补位负责，但是

项目组事先缺乏有效沟通，未能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 

3、课后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国学传承录取学员来自全国 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

港澳台、马来西亚、希腊等，地域分布广，只能通过网络进行交流，导致课后的集中学习、

讨论及活动就相对较少，各班级无法将学员有效地凝聚起来。 

 

 

                                   国学传承项目组 

 

                                   二〇一八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