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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刊  寄  语 
◆总干事 飞  逄  

《一耽学堂通讯》面世了，希望它能够为广大青年朋友—

—尤其是对文化的传承与建设有担当、能力行的广大青年朋

友，起到一个相互沟通与了解的作用，让每一个做事的人都有

发言的机会，让每一个体悟的人都有交流的机会，共同分享共

同成长；并且希望通过这个窗口，能够感染我们周围更多的青

年人去奉献、去体悟，用实际行动担负起民族复兴的未来。 

青年，是国家的脊梁！ 

让我们携起手来，山高水长，一路同行！ 

★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总干

事开始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

国社会科学院张贴《招贤榜》。 

★二○○一年一月一日下午：在北京

大学三院 107 室召开第一次会议，由总干

事全面详细地阐明了一耽学堂的宗旨和

目标，以及现实操作的可能性和它所引发

的社会现实意义。会议历时两个小时，有

六大院校的三十位博士、硕士参加。  

★二○○一年一月中旬：开始与海淀

区各高校周边中小学联系，同时开展外联

宣传和内部建设。网络部门的工作由清华

大学的佟晓峰负责。 

★二○○一年二月三日：总干事开始

起草学堂的《发展规划》、《上堂细则》、

《职能划分》、《致中小学校长的一封信》

等主要文件。 
★二○○一年二月十日：《招聘义工》

开始在各大院校张贴。 
★二○○一年二月中旬：召开义工会

议，由逄飞负责宣讲学堂工作并分派任

务，同时进一步密切与各中小学的联系。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务组织管理分

别由李玉龙和徐晓霞同学负责。 

★二○○一年二月下旬：在人大附

中、清华附中的传统文化讲座和在成府小

学、清华附小的经典启蒙读诵同时开课。

开课后总干事亲自听课、检查、督导并进

一步细化教务工作。 

★二○○一年三月：与各种相关团体

和个人接触，如宋庆龄基金会等。借鉴并

学习各方经验。开始接受个人的捐赠。中

央民族大学义工开会，由付英同学负责教

务组织。八一中学开课。 
★二○○一年四月：继续招聘义工并

组织教务工作，魏公村小学开课。 华大清

学义工座谈。四月二十五日学堂在昊海楼

召开旨在坚定信念加深认识的大会，会议

由总干事主持。 
★二○○一年五月：主题为“人文日

新，从青年起”的“体认传统”系列文化

讲座首先从清华大学开始，至本学期期末

共举办了三次，在人民大学举办了一次。

小范围座谈《一耽学堂》杂志的风格和定

位。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开课。 

★二○○一年六月：一些媒体开始报

导学堂事迹。本学期中小学义务授课六月

末基本结束。六月三十日义工大会。 
★二○○一年七月五日：总干事赴河

北涿州，与当地教育部门商讨合作在当地

开展儿童经典读诵活动。 
★二○○一年七月十一日：在清华社

区与参加学堂暑期私塾授课的学生家长座

谈，确定参与授课师资人选，杨晓华、邹

艳晖、李德超、李媛媛。 

★二○○一年七月十三日：学堂暑期

社区私塾授课正式开始，共计四十天， 

学员七名，小学 1 至 6

年级不等，分两个班上

下午分别授课。每次授

课两小时，每周一至周

五连续进行，连续授课六个星期。 

★二○○一年七月中旬：与华夏文

化纽带工程接触，双方愿意在传统经典文

化推广活动中保持联系相互合作。 

★二○○一年八月十七日：学堂在

北大承泽园平房十七号租房两间半，学

堂有了正式办公地点和固定电话。张志

华成为第二名专职人员。 
★二○○一年九月初：学堂加大义

列馆和中药陈列馆，

参观之后与中医药大

学义工就传统文化与

当代中医问题进行座

谈。 

★二○○二年一

月一日至三日：学堂

组织各校义工在学堂

举行元旦欢聚活动，

餐后由总干事领读

《大学》。 

★二○○二年一

月中旬：在清华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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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义工培训大会，有七十人与会，历时四个小

时，由小学教务干事徐慧璇担任主持，北师大实

验小学于晓冰老师、学者李家振先生作为嘉宾出

席并发言。 

★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学堂正式向中国

文化书院副院长、北大哲学系教授李中华提交

《关于一耽学堂申请挂靠中国文化书院成为二

级法人的情况说明报告》。 

★二○○二年三月底：本学期中小学义务授

课全面开始，新增加的小学有定福庄小学、北京

林业大学附小、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附小，中学有

北师大二附中。 

★二○○二年四月五日：总干事应中国政法

大学传统文化研究社之邀在昌平作“文化、青年

及文化建设”的专题内容讲演。 

★二○○二年四月十四日：学堂首次私人授

课正式开始，有十名在校大学生报名参加由总干

事领读的“《大学》读解”活动，尝试通过诵读

的方法来直接体会圣贤典章的本源意义。 

★二○○二年四月十九日：总干事应邀在清

华科技园领读大学。 

★二○○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在成府 学与小

师生举办“强化小学经典诵读座谈会”,成府小学

校长及各班班主任、学生代表、学堂义工（徐慧

璇、高炳荣、邓波、张志华）热烈交谈，为今后

更好开展义工授课及增强授课效果提出了许多切

实可行的方案和意见；此后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

实验小学、魏公村小学也召开了此类座谈会。 

★二○○二年五月十九日：总干事从一耽学

堂起先后经涿州、高碑店、保定、温仁、安国、

深泽、晋州、赵县历时八天于五月二十六日行脚

至河北赵县柏林禅寺。 

★二○○二年六月五日：总干事应河北河间

府立德中学之邀前往该校参观考察。 

★二○○二年六月 日：总干事南下苏州、六

上海、江阴了解当地传统文化经典启蒙活动开展

情况并与相关人员相互交流经验。 

★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总干事在北京

中医药大学做题为“圣贤经典的‘读解’及示范

说明”的报告。 

工招收力度，扩大参与高校范围（有

中国地质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林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

广播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等在校生加

入义工行列）。同时在中小学开展的

义务授课在教学力度上有所深入，各

项组织工作也逐渐完备。 

★二○○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学

堂在昊海楼滴水坊召开本年度秋季小

学义工培训大会，有六十余人与会。

★二○○一年九月底：确定新增

加的授课小学为化工小学、人大附小，

中学新增加北达资源中学、北大附中。

★二○○一年十一月一日：在北

大举办义务武术健身班，由于常青教

练健身太极球和玉环桩，历时两星期。

★二○○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一

耽学堂首次举办内部学术交流讲座活

动，由总干事阐明了学堂活动与发展

的文化理念基础，有十余人参加。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组织义工参观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史陈

化工小学和北师大实验小学进行了

针对学生和家长的“传统文化及《三

字经》”问卷调查，有效问卷一千

三百余份。 

★二○○二年一月十五日：学

堂八十名义工参加了北京电视台一

频道《银屏连着我和你》“一耽学

堂专题谈话节目”的录制。 
★二○○二年一月十九日：召

开一耽学堂首次干事工作会议，布

置二零零二年春季各部门工作任

务。学堂由此逐步向共商共管集体

领导过渡，除中学教务干事张志华

外其余干事均为北大、清华在校博

士、硕士兼职。 
★二○○二年二月下旬：正式

开通了以 Http://www.yidan.net/为国

际注册域名的学堂网页，由网络干

事佟晓峰负责日常维护及内容更

新。 

★二○○二年三月十日：学堂

在昊海楼滴水坊召开了本年度春季

一耽学堂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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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义务教学简介 
    一耽学堂在小学的经典启蒙读诵是纳入每周一次的正课

或者是每周两次的早自习，根据学堂与校方共同设计好的内

容进行连续授课，其所侧重为“读——诵——背”；小学授课

内容主要是《三字经》、《白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声

律启蒙》、《朱子家训》等蒙学读物和《论语》、《孟子》、《大

学》、《中庸》等中华文化重要原典以及适量诗词，在不同内

容的选编次序上主要根据其行文的音韵节奏和意义的深远重

要来综合决定。 

小学优秀义工名单（2001 春季—2002 春季）
北京大学 

李玉龙 英语 98级本科              62764120             lylongpku@sohu.com 山东德州 

李媛媛 哲学 99级本科              62763936             sara1115@ccermail.net 北京通州 

许珊珊 城环 01级本科              62763853             dora@ccermail.net 重庆 

冯楠 历史 99级本科                62763932             windygirl007@sohu.com 吉林松原 

包胜勇 社会学 99 级博士             62761779             shengyong@bao.com.cn 山东菏泽 

李德超 英语 91本科                81568724 北京 

盛莉 政府管理学院 教务            62751642             hosnsh@yeah.net 吉林长春 

邵全辉 科社中心 01 博士              62761917             shaoquanhui@163.com 福建厦门 

庞志雷                              13011830166          dgoldpandan@sohu.com 四川成都 

张佳 中文 00级本科                62764005             pkuhjdx@sina.com.cn 山东高密 

刘泰 经院 97级本科                                     liutai@sina.com 辽宁鞍山 

盛珂 中哲 01级硕士                62762090             shengke2000@163.net 山东济南 

何琳 数学本科  

杨晓华 国关 00级硕士                62761524        山西运城 

单单                              62636207  

李丹 法律硕士                     62762811             anmuxueli@sina.com 湖北武汉 

崔君霞 中文 98级本科                62761531  

冯陶 历史 99级本科                62763930             seamew3628@sohu.com 山西榆次 

吴瑕 法律 99级本科                62763935             jeremy820225@ccermail.net 辽宁沈阳 

李丹婕 历史 99级本科                62763932             lidj@ccermail.net 山西晋城 

高炳荣 地物 99级硕士                62761749             brgao@water.pku.edu.cn 新疆塔城 

邹艳辉 社会学 99 级硕士              62763262             zouyanhui@sohu.com 吉林延边 

朱峰 法律 01级硕士                62761463             zhufengwl@sina.com  

宋治青 城环 01级博士                62759374     北京 

孙佳楠 中文 00级本科                62764020             pkusunjianan@hotmail.com 吉林 

徐慧璇 教育 01级硕士                62764584             huixuan0460@sina.com 山西太原 

北京林业大学 

李艳革 计算机系本科                 62391457 山西运城 

中央民族大学 

包萧红 中文 00级硕士                68934387             xioabao4387@sina.com 甘肃临夏 

付英 外语 00级本科                68934468             fuyingpugongying@163.com 山东嘉祥 

朱羿君 外语 00级本科                68934468             dlkong@chianren.com 陕西宝鸡 

毛艳琴 中文 00级本科                68936311             maofengyin@sohu.com 山西平陆 

李昕昕 中文 00级本科                68936311             lixinxi-81@chinaren.com 内蒙古临河 

何东秋 法学 00级本科                68934451             hedq744@sohu.com 广西柳州 

陈兴巧 法律 00级本科                68934511 云南彝良 

黄生翼 法学 01级本科                68934203 广西 

杨华艳 中文 01级本科                68936311             yanghuayan@hotmail.com 湖北荆门 

汪潇涵 民理部 01 级本科              68934459             memorywxh@163.com 沈阳铁西区 

袁平根 政治学习与行政学习 01级本科  68934198             yuanzheng1983071@sina.com 江西分宜 

蒋正伟 政治学习与行政学习 01级本科  68934198 云南宣威 

尼娜 法学 2000 级本科              68934436 北京 

郭玉兰 法学 00级本科                68934436             bluerainlily@sohu.com 云南昆明 

李爱姣 中文 99级本科                68934253 湖南凤凰 

赖力静 法学 00级本科                68934436 重庆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吕文婧 98 级本科                                         lanlan226@sina.com 北京 

赵博 经贸 01级本科                                     gpgpboy@sina.com 河北邢台 

赵正建 飞行器设计 00级本科          82331091             fangzhiying20001@sina.com 辽宁海城 

南毅宁 电子工程 01 级本科            82352199             xiaoan914@sina.com 哈尔滨 

清华大学 

高岗 精密仪器博士                 62777919/62776166    gaog@post.pim.tsinghua.edu.cn 山东烟台 

李响 计算机 99 级本科              62777133             theveryone@sina.com  

贾海 汽车系                       62776681             jiahai@mails.tsinghua.edu.cn 哈尔滨 

杨汝清 法学双学位                   62779178             rocking99@sina.com 河北张家口 

杨菁 教育研究所硕士               62793092             Yq90@sina.com 上海 

田钥 法律双学位                   62776591             wejzb@sohu.com 北京 

王旭东 法学硕士                                          silencew@263.net 浙江杭州 

朱亚菲 人文学院硕士                 62791299             zhuyafei00@mails.tsinghua.edu.cn 北京 

辛月 会计学 2000 级本科                                 xyxyxy0629@sina.com 江西抚州 

北京中医药大学 

刘雄 中医药大学 99级本科           64487534            leaux@chinaren.com 重庆铜梁 

张君霞 对外交流中医 01 级本科         64487457 北京 

北京邮电大学 

张伟                              62285638            zwgb123@163.com 山东烟台 

赵俊彦                              62286352         zjy171@sohu.com 内蒙古集宁 

中国矿业大学 

樊文彬 工商管理 00 级本科            62347228            smilesunning@sohu.com 河南新野 

中国地质大学 

章明昱 应用地球物理                 82320396            ZMYU@cugb.edu.cn 湖北武汉 

曾丽莉 经济管理 98 级本科            82320278            zlili2027@yahoo.com 河南桐柏 

北京广播学院 

张洁 法学 01级本科                65770935 江苏宿迁 

祁兴川 法学 01级本科                65770936            Qiji-qxc@sohu.com 江苏宿迁 

龚晓艳 法学 01级本科                65770926            cinderella1028@163.com 重庆巫山 

白雪梅 法学 01级本科                65770936 内蒙古赤峰 

陈庚 法学 01级本科                65770360            chenggeng354@sohu.com 河南新野 

张燕琴 电子商务 01 级本科            65770828 河北廊坊 

北京师范大学 

贾冬婷 经济学 01 级硕士              62204802            flowerfire@sohu.com 山东济宁 

李海燕 中文 00级本科                62204966            lihaiyan1013@163.com 湖南耒阳市 

蒋丽梅 哲学 01级硕士                62206737            pennyjlm@163.com 江苏靖江 

陈丽 经济 01级硕士                62204803            chenli8028@21cn.com 湖北丹江口 

王丽芳 经济学 01 级硕士              62206739            lfwang@mail.bnu.edu.cn 江西上饶 

王秀江 中文 99级硕士                                    johnxiu@yeah.net 河南安阳 

于晓宁 中文 98硕士                                      cranesing@sohu.com 山东威海 

张乃亮 中文 98级硕士                                    zhangjjue@fm365.com 山东 

    中国人民大学 

马晓燕 财经 00级本科                62517452            Mxy-4@163.com 青海西宁 

李鹏 历史 00级本科                62518515            lipeng8467@hohu.com 陕西西安 

陈修杰 劳人 01级本科                62519769     浙江温州 

孔祥乐 财经                         62517439  

吴志强 中文                         62518821  

董萌 工商                         62517467            tianjian-@sohu.com  

李喆 中文 00级本科                62518423            lili3743@sina.com 北京 

卢慧亮 中文                         62518486             吉林长春 

朱静 工商                         62517467  
 

2001 年度优秀义工 
王旭东（清华大学法律双学位） 

我觉得我们在教学中还是要培养孩子们有一

种个体的意识，民族的意识，而我们则要有自愿的意识，完

全成熟的社会主义应是一个公平的社会，每个公民都有既定

的权利，而不是只为某一个体制所束缚。我们在教育孩子时，

经常谈到优点和缺点往往被外在东西给遮盖了，人都有种自

私的想法，有争心，这时候就要告诉他们要兄友弟谅。学习

好的同学要帮助差的，要兄则友，弟则恭，要剔除一些虚荣

的不良的东西，这样处理会有很好的影响，使同伴间形成良

好的关系。另外还有选择教材的问题。这是基本的，必须要

做好，需要什么教材，怎么安排进课程里，还有阅读和背诵

的关系。有时背诵一些枯燥的东西，孩子们没有兴趣，也没

时间，干脆在考试前、在压力逼近时，认真去背。这是没意

义的。 

要有成果，还要采取些小技巧，比如每周给他们留一首

经典的小诗，不够再加些任务，循序渐进，孩子们还是很配

合的。他们接受能力很强，又有很强的个性，也可以用录音，

孩子背时录下来过后放给他们听，他们也爱听自己的声音。

能提起劲头来，还要经常鼓励他们。其实每天形式新鲜，不

扳着面孔，并且学后注意巩固，十三、四岁的孩子是可以引

导好的。 

清华附小三年级调查问卷反馈 

学生意见： 

俊岐（8 岁）：把《三字经》的意思讲的更确切，把《三

字经》的意思讲成故事给我们听。 

袁全（8 岁）：我不喜欢死背，但是喜欢听故事，可以先

讲些有关的、有趣的、易懂的故事。 

郭潇（8 岁）：我建议在三字经上加些画面，这样同学们

就可以认真的听老师讲课了。 

夏筱萌（8）：读三字经，主要是能加强知识，可是三字

经里写的知识让人很难理解，如果能把知识写得明白一点就

好了。 

赵昕毓（9 岁）：我希望老师讲课时声音能大一点，多讲

几个故事，在黑板上写上几组几组，哪组好就写小红旗，哪

组不好就批评，这样我就能听清老师讲课。 

萧奕婷（8 岁）：老师应该厉害点。 

苏轶伦（8 岁）：我希望老师教我们三字经的时候一边玩

一边学。 

家长意见： 

须忠：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语文课特别要加强传

统文化的教育，对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准的提高、对学生个人

综合素质的培养提高极为有意。 

陈昌：要让孩子大声诵读，其次才是释义，象唱歌一样

先把兴趣建立起来，不感到负担，平时就引入诵读比赛一类

激发孩子热情的形式。 

郭墨林：希望学校多给孩子创造这种学习机会，大学生

的言传身教会给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孩子综合素质的提

高有促进的作用。 

埠晓霞：希望我的孩子能够继续进行经典学习，请老师

能够再介绍一些相关书籍给孩子们看。 

 

     █根据学堂 2001年秋季有效调查问卷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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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耽学堂在中学的传统文化专题授课每周 1-3 次不

等，是进入各校的课余兴趣班，由中学生自愿选择，根

据学生对不同专题的喜好比例和校方教学需要来组合

授课，其所侧重为“讲—解—用”。 
中学授课内容主要是传统文化专题讲座，由我们自 

己按“文化史”（如古代礼乐、科举、称谓、建筑、文字等）、

“文学史”（如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思想

史”(周易、老庄、墨家、兵法、太极等)三大类编定约 50
种讲座，每种讲座 1-4 课时不等，总体上基本勾勒出中华文

化的大概全貌。 

中 授 课 义 工 名 单 学 
北京大学 

刘  鹏 历史本科 62883037  古代建筑文化 17 次 

蒙晓燕 法学硕士 62762787 amengtree@sohu.com 古代法制史１０次 

赵志伟 经济本科 62764845 jackzzw@ccermail.net 《论语》9次 

王颍 历史硕士 62763206 zongyingwh@ccermail.net 古代文化史 4次 

唐奇芳 国关硕士 62762792 qifangtang@yahoo.com.cn 明清小说 3次 

丁智勇 国关硕士 62762368 zhiyongding@sohu.com 戏曲 2次 

薄如 中文硕士 62762803  《左传》1次 

汪卫华 国关硕士  watsonwwh@yahoo.com 文学史 2次 

芮立平 国关博士 62761430  思想史 1次 

李丹 法律硕士 62762811  诗词格律 1次 

孟繁之 中文硕士 62899649 menglifeng-77@chinaren.com 陈寅恪 2次   李白 2次 

李若晖 中文博士 62764729 liruohui@263.sina.com 《诗经》1次《论语》1次鲁迅专题 2次

张燕婴 中文博士 62763727 zhybaby@chinaren.com 《诗经》2次 

段新 电子系硕士 62762920 duanxin@ccermail.net 山文化 4次 

徐鹏 中文硕士 62761856 peng-xv@yahoo.com 元曲 3次 

薛蓓 化学博士 62763853 xue-bei@263.net 《诗经》3次 

王水雄 社会学博士 62763539  《文字源流》1次 

黄冠云    人工智能与兵马俑 

清华大学 

陈锷 ＭＢＡ 68169988-73700  宋词 13次 

李响 计算机本科 62777133 theveryone@sina.com 唐诗宋词 10 次 

樊华 电子系硕士 62773228  太级八卦 2次 

曹煜 法学本科 62776593  士人与世风 2次 

王栋 电子硕士 96589-322007 ldaisy@sina.com 思想史 1次 

赵建林 哲学硕士 62775252 zz101@mails.tsinghua.edu.cn 《红楼梦》1次 

马又清 中文硕士 62791399 mgqqi40@chinaten.com 古代文化史 2次 

张贻伦 法学硕士 62791528 zhangyilun@163.net 古代法制史１次 

社科院研究生院 

解扬 历史硕士 64747789 xieyang-81@chinaren.com 宋明理学 8次 

范亚峰 法学博士 64722405 mountainsf@sina.com 《周易》6次 

肖景波 哲学硕士 64747812 xjb95@163.net 印度文化与中国 5次 

张丰乾 博士 64722436 3507@sohu.com 《庄子》2次 

中国人民大学 

纪准 中文硕士 62517502 dreamclimber@sina.com 《楚词》2次《诗经》、《论语》各 1次 

优秀义工：孟繁之（北大 99 级硕士） 
我在中学做义工的一点深刻体会，就是必须突出老师教

学与学生诵读的结合。  
这点是与大学讲学不一样的，我们必须注意这一差别。

在大学可以围绕一个主题天马行空、任意所至去谈你自己的

心得体会，这些东西可以具体也可以抽象。但在中学却不一

样，中学生因为年龄特点以及所受环境限制，他们最敏感的

是一些线条式的具体的、能激发他们第三神经的东西。近几

年内中学教育不时的推出一些教学模式，在这些模式中，有

一种曾经这样要求：前十分钟学生诵读，中间二十分钟老师

讲授，余下十五分钟练习，检查教课效果。这种模式的推出

更强调了在中学教学中以学生为主体、以老师为辅助这一特

点。教是为了不教，关键在教学中要不断激发学生的思维，

从而培养学生对所学东西的兴趣乃至能自觉自愿去接受甚

至研究某一领域的东西。传统文化的教育及教学也应突出这

些特点，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萃，但离现在的中小学生

已很遥远。我们在做这些普及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中

学生的这些特点，以学生诵读为主，让其在诵读过程中体味

传统文化的精髓，而不是一味地单靠讲授。 

优秀义工：刘鹏（北大 95 级历史本科）
一耽学堂在中学主要是专题讲座。这学期我在中

学讲座较多，除北大附中开始几节外，全部由我自己

完成。我讲授北京胡同、中国古塔、历代皇陵、王府

文化、圆明园遗物、甲午战争。从听课来看，学生们

对这些并不了解，应该加强这些知识的普及，从这学

期上课看，人大附中不如上学期，北大附中基本和上

学期相同，师大二附中表现最好，人大二附中主要是

听课学生减少，出现过一些对老师不尊重的现象。北

大附中从今天考试的情况来看，许多同学平时听讲不

太认真。对今后讲座应该做以下调整：一，上课时间

能否和学校进行商量，如果是放在每天的最后一节，

就会导致听课效果下降。二，听课人员应该考勤，很

多同学多次缺勤。我从上这些课以来，最大体会是能

把自己所学的知识教给同学们，使他们对北京建筑文

化、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有一个比较完全的了解。许多

同学能在课后与我做较深刻的交流。我通过上课，也

由讲话吐字比较快到后来注意语速适中。总之，使我

各方面受益非浅。 

 
 

◆

与白岩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名人相

约星期五”做专题谈话节目。 
◆从 2001 年 4 月起，北大新闻网对学

堂开展的一系列活动都做了持续报道（共 17 篇），

其中 2001 年 6 月 6 日的报导《把跟留住——记逄飞

和他的一耽学堂》在北大新闻网每周十大焦点新闻

当中因阅读次数近 900 次而成为焦点新闻之首。 
◆2001 年 4 月 24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

标题为《志愿者在行动》中以“义务教书，将中华

文化传承后人”题，对一耽学堂进行了专门报导。 
◆2001 年 6 月 1 日，《京华时报》对一耽学堂

做了报导，随后被国内包括《深圳晚报》、《今晚报》、

《老年报》等十几家报纸转载。 
◆2001 年 6 月 22 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

间一小时》专题栏目“名人相约星期五”为学堂录

制了专题谈话节目。新浪网对谈话内容给予全面报

导。 
◆2001 年 7 月中旬与华夏文化纽带工程接触，

双方愿意在经典文化推广活动中保持联系相互合

作。 
◆2001 年 9 月 19 日《中华读书报》发表北大

哲学系张翼星教授的文章《应当重视》，其中提到一

耽学堂。 
◆2001 年 9 月 30 日《沈阳日报·新闻周刊》

以《率领大学学子在北京作义工的沈阳小伙》对逄

飞和一耽学堂做了报道。 
◆2001 年 12 月 5 日，北大校报学术专版以《何

兆武漫谈中国传统文化》标题报导了学堂“体认传

统”系列首都高校巡回文化讲座其中的一讲。 
◆2002 年 1 月 15 日，学堂八十名义工参加了

北京电视台一频道《银屏连着我和你》“一耽学堂专

题谈话节目”的录制，该节目在北京一台、二台等

复播了 8 次。 
◆《中国工商报》2002 年 3 月 27 日以《“一耽

学堂”义学记》的标题对学堂的事迹做了报导。《中

国经营报》2002 年 4 月 8 日，以《“人文日新  从
青年起”“一耽学堂”这样弘扬传统文化》的标题报

道了学堂的事迹。  
◆《今日中国》杂志 2002 年 5 月对学堂事迹进

行了专题报道。 

2001 年 1 月 4 日，学堂总干事逄飞
体 

道 

媒 

报 

2001 年 3 月——8 月捐款（人民币） 
张文时 200 元    准 100 元     刘国中 400 元     郝光明 800 元     林少传 200 元     严  珂 500 元     李家振 500 元 
张丰乾 100 元     刘同贵 100 元     钟淑玲 5000 元    张理仙 2000 元   胡  蔚 800 元    王黎然 500 元 

 纪  

 

 
图为一耽学堂义工在授课 

中 学 义 务 授 课 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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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时间 地点 讲座题目 主讲 

1 01/5/15 清华 高山流水——古琴欣赏及漫谈 陈长林 

2 01/5/26 清华 我的学习旧体诗经历 吴小如 

3 01/6/6 人大 中国传统诗歌意象 赵乃增 

4 01/6/13 清华 为学与为人 楼宇烈 

5 01/9/18 北大 易道主干——纪念 9  18 七十周年 张其成 

6 01/10/24 北大 中国传统教育与当今素质教育 郭齐家 

7 01/10/25 清华 中医学的辨症论治 苏宝刚 

8 01/11/2 北大 《论语》其书 孔子其人 蒋沛昌 

9 01/11/20 北大 漫谈中国传统文化 何兆武 

10 01/11/23 清华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 羊涤生 

11 01/12 北广 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建设 王志远 

12 01/12/7 矿大 古琴欣赏 陈长林 

13 02/4/7 北广 《论语》原初语境（一） 张祥平 

14 02/4/10 北大 孔孟之道及其现代价值 李景林 

15 02/4/29 清华 中医学之道 陆广莘 

16 02/5/16 北大 儒学与人生 钱逊 

17 02/5/24 北广 《论语》的原初语境（二） 张祥平 

18 02/6/13 北大 声响与文情之关系―以东坡诗为例 陈新雄 

易 道 渊 源  
2001 年 9 月 18 日，北大  

哲学博士张其成教授讲座“易 
道主干”。张教授说，作为中华六经中的第一经，《易

经》的地位无论怎么被提高都不过分，可以说，它

是中华民族文化真正的原点和经典。它是一本对中

国传统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书。 
《易经》从广义上讲应包含《连山》、《归藏》、

《周易》三步书，但前两部已失传，现在我们所指

的《易经》是《周易》，其中包括经文和传文；从

狭义上讲，《易经》仅仅指由符号系统和文字系统

构成的经文。《易经》共有 64 褂，每卦有 6 个爻,
最基本的单位是阳爻和阴爻。 

易道的思想表现在“本体观念”、“思维

方式”、“价值理念”三个层面上，它调和了

阳性的儒家和阴性的道家，具有前两者不具

备的“合和”思想。张教授认为，《易经》的

这种象数思维，构成了中国人基本的思维模

式，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 
■北大新闻网：章凌

 

征稿启事 

经过半个月的紧张准备，《一耽学堂通讯》终

于在这美丽的盛夏七月和大家见面，本通讯为月

报，主题方向定为激励、宣传、联络，刊物风格大

气、简练、实用，注重新闻性、实证性、文化性，

通迅本着“弘扬传统文化  振奋民族精神”的主题，

为一耽学堂及其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宣传服务。 
欢迎广大义工同仁能积极参与，勇跃投稿，写

出自己做义工的经验和感悟，谈谈对传统文化复兴

的看法，以及对学堂的运行发展提出各项建议。 
来稿请寄：zaozao516@yahoo.com.cn 
          或 yidanxue ng@yahoo.com.cn ta

大 学 讲 座 简 介  

一耽学堂在首都各高校举办的“人   

从青年起”体认传统系列文化讲座，目的在于

培养广大青年学子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并且加

深其对传统文化的感知与体认。目前，在各大

学举办的此类讲座急需得到社会各界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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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 诗 忆 旧  
2001 年 5 月 26 日一耽学堂在清华

举行“人文日新，从青年起”体认传统系列文化讲座第
二讲：“学诗忆旧— 的 旧体诗经历”。主讲人是
北大中文系的吴小如教授。 

旧学功底很深的吴教授回忆了幼年学诗的往事，有
父亲的教导，有童年学习书法的体会，学习写诗的经历。
吴先生在讲座中反复强调了他为什么要学习写旧体诗。
因为在他看来要想真正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就必须自己
亲身体会、实践。 自己有东西才能够传授。” 

吴教授的讲座没有艰深的理论，而是以自身的体会
告诉听者学习的道理。最 ，吴先生还讲解了他为庆祝
清华 90周年校庆的对联“水木清华，荷馨永播；九旬华
诞，棣萼同欢”。

■北大新闻网：章凌

—我 学习

“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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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  ◇麓  ◇书  ◇院  

我国古代六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

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

石鼓书院、茅山书院，岳

麓书院是其中之一，其前

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约

958 年）智睿等二僧办

学。北宋开宝九年（976），

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 

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历经宋、元、

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湖南高

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

门学校，1926 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

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

而闻名于世。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

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 之誉。南 

宋张式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

“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

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

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 21000 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

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

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

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

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除建筑文物外，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

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 

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

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

“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

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

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

学规碑”等等。 

讲座回放一耽学堂举 文日新，从青年起”体
认传统首都高校系列文化讲座之 ――《儒学与人
生》，讲座者为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钱逊教授

办的“人
北大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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