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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基因解码：构建“仁”文化学
术研究体系

成立义乌“六义”研究中心、仁义研究支
系，着力学术资源整合，系统整理朱丹溪、徐
侨、喻良弼等名人的历史文献，建立数字化
数据库，实现文化资源的永久保存与便捷检
索；举办相关学术研讨会，邀请学者探讨

“仁”文化的地域特色与现代价值；编纂相
关文化产品，如编写《义乌先贤故事》地方教
材，以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绘本漫画等多元
形式，实现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二）数字技术赋能：打造“仁”文化沉
浸式体验场景

复原虚拟现实，利用 VR/AR 技术复
原朱丹溪医馆等历史场景，通过角色扮演
体验朱丹溪问诊、朱之锡治水等，在虚拟实
践中感受“仁”的文化内涵；依托智慧平台
建设，定期推送义乌仁义故事微视频，如以
朱之锡治水为主题的动画短片，通过3D建
模还原清代黄河治理场景，结合现代水利
技术对比，展现“仁功”惠民的古今传承。

（三）产业生态融合：培育“仁”文化特
色产业集群

开发文创产业，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
开发“仁”主题文创产品，如以朱丹溪医学思
想为灵感的中医药香囊、徐侨廉政文化书签
等，形成“仁礼”品牌矩阵；融合文旅，借助

“义乌好好逛”IP，建设“仁”文化主题产业园，
吸引文化创意、健康养生、教育培训等。

（四）“仁”精神的实践：营造良好的社
会文化氛围

在基层治理中推广“仁爱社区”模式，鼓励邻里互助，
构建和谐社区。学校教育中增设“仁德课程”，通过讲述名
人故事、经典诵读、道德实践等方式培育青少年的仁爱之
心；参观名人故居，在研学教育中传承发扬仁义精神；各名
人故居所在镇街、部门，开发相关“仁”文化载体及产品，如
赤岸镇、赤岸中学、市中医医院等在弘扬和传承朱丹溪中
医药文化及活化利用金字招牌中，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

（五）国际传播创新：搭建“仁”文化海外传播平台
建设文化驿站，在国际商贸城、鸡鸣山社区、学校等

举办传统礼仪展示活动，吸引当地民众及各国友人参与，
扩大“六义”文化影响力；成立国际“仁”文化交流协会，促
进商业伦理国际对话，推动“仁”理念成为全球治理的价
值共识；加强“仁”文化国际传播，制作纪录片，以国际化
叙事讲述义乌历史人物的仁行故事等。

义乌先贤的仁德实践启示我们：传统仁学需要从三
个维度实现现代转型——从心性修养转向制度建构，从
精英伦理转向大众实践，从地域文化转向人类共识。在高
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征程中，义乌有责任也
有能力打造传统美德现代转化的县域样本，为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提供“义利并举、仁智双彰”的实践方案。

金战新（作者系中共义乌市委党校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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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义乌先贤的精神传承看仁义的新时代价值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仁”作为儒家思

想的核心，始终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

容。从宋代喻良弼的谦让为本到明代朱丹

溪的医者仁术，从宋代徐侨的清廉爱民到

清代朱之锡的治水安邦，义乌历史先贤以

各自实践丰富了儒家仁学的内涵。站在新

时代的历史坐标上，重新梳理义乌先贤的

仁德实践，不仅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承，更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

了本土化范本。本文通过解析四位义乌历史

人物的仁学实践，探讨仁德思想的当代转化

与创新路径。

（一）从“爱人”到“成德”的伦理实践逻辑
孔子确立了“仁”的核心是对生命的尊

重与关怀。这种“爱人”并非局限于血缘关
系，而是通过“忠恕之道”实现道德推扩：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孟子进一步将“仁”与“义”
结合，构建起“仁—义—礼—智”的道德体
系，使“仁”成为君子成德的终极追求。

（二）从“仁政”到“民本”的政治治理智慧
在政治领域，“仁”演变为儒家的治国

理念。孔子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强
调国家应以道德示范引领社会。孟子将其
发展为“仁政”学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
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要求统治者“乐
民之乐”“忧民之忧”。荀子则从制度层面
阐述“仁”的治国逻辑，认为“君者，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强调
“仁政”的本质是协调君民关系、维护社会
稳定。这种政治哲学在义乌历史人物的实
践中有着鲜明体现，如徐侨的以民为本、
朱之锡的治水安民，均是“仁政”思想的地
域化表达。

（三）从“亲亲”到“仁民”的社会价值拓展
在社会层面，“仁”表现为处理人际关

系的伦理准则。从家庭伦理的“亲亲”，到
社会伦理的“仁民”，再到生态伦理的“爱
物”，“仁”的伦理维度不断拓展。义乌乡绅
喻良弼的乐善好施、调和乡邻，正是这种
社会伦理的典型实践——他以“和顺”为
处世原则，通过物质馈赠与道德调解维护
社区秩序，体现了“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
的独特作用。

“仁”内涵的多维理论谱系的历史生成

义乌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以不同的
方式丰富并践行“仁”的内涵，“仁”的精
神在当今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及时代价值。

（一）朱丹溪：医学场域中的“仁德”
实践。“金元四大家”之一朱丹溪的医学
思想深刻体现了“仁”的伦理内涵。“阳
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术理论，本质上
是对生命本体的关怀；“相火论”“四伤
学说”的提出，更是基于对民生疾苦的
深刻体察。“治病不计贫富，必视之如亲
友”，这种医者仁心的实践突破了职业
伦理的范畴，升华为对生命价值的普遍
尊重。他晚年创办“丹溪医局”，广收门

徒、著书立说，将医学技艺转化为普惠民生
的公共事业，实现了“仁”从个体道德到社
会公益的跨越。

朱丹溪的医者仁心理念，对现代医疗
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构建和谐的医患
关系，需要回归“仁”的本质——尊重生命、
关爱病患。

（二）徐侨：政治场域中的“仁政”探
索。南宋理学家徐侨的政治实践，是儒家

“仁政”思想的典型范本。作为朱熹弟子，
他将格物致知的哲学理念转化为以民为
本的施政纲领：在和州任上，他整顿军备、
减轻赋税，以“敢勇军”保卫乡土；在安庆
知府任内，他上疏分析“边备松弛、民生凋

敝”之弊，提出“固边防、厚民生、明政刑”的
治国方略。

徐侨提出“仁政”以道德自律为前提的
治理逻辑，与当代廉洁政治、责任政府的理
念形成跨时空呼应。

（三）喻良弼：乡绅场域中的“仁风”
建构。南宋乡绅代表喻良弼，以厚德君子
形象塑造了基层社会的“仁”文化范式。
他践行谦让为本的处世哲学，通过制度
化的春祭分馒、吉庆宴宾等仪式，将儒家
伦理转化为可感知的民俗活动；在处理
乡邻纠纷时，他以代为赔偿、道德劝诫等
方式调和矛盾，开创了“非诉化解”的基
层治理模式。

喻良弼“以仁化俗”的实践，使“仁”从抽
象的道德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范，构建
了充满人文关怀的乡村治理生态，对当今社
会“四治融合”的乡村治理很有启发意义。

（四）朱之锡：公共事务中的“仁功”彰
显。清代河道总督朱之锡面对黄河水患，提
出“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的治理理念，深入
考察水情、制定科学方案，体现了“仁”的理
性精神，为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历史
智慧；与民工同甘共苦、昼夜督工，以身先
士卒的行动诠释了“仁”的实践品格。

朱之锡这种将专业精神与民生关怀相
结合的实践，为当代公共事务管理提供了

“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的历史镜鉴。

义乌先贤对“仁”多元诠释及时代价值

在义乌，孝义的本地化特征显著，成
为保存完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实
践。颜乌孝行感天动地，由乌鸦代替他完
成安葬父亲的心愿，这个生动的故事，用
普适的情感讲述了孝亲的纯粹至真，以
及万物有灵皆有所感的共情基础。在儒
家文化圈中，颜乌孝德感天的故事被编
入专业典籍并流传于世界各地。在文化
流动过程中，颜乌葬父的故事或被融入
当地文化元素，或被改写成更符合当地
文化想象的版本，呈现出多元文化交融
的形态。在元代至正六年时期，高丽（朝
鲜半岛古代国家）就曾出现为儒官权准
所编撰的《孝行录》，刊行中国历代孝子
孝行事迹，其中就收录了颜乌的故事。这
些故事主要用于强调伦理教育意义，而
不只是探讨学术意义。

如今的义乌，依靠国际贸易联通四
海。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国度的人
来到义乌，除了创造财富的梦想之外，最
能够打破差异的话题就是家孝，孝亲的
实践沟通与意义交换成为具有普适性的
全球话题。

孝义精神从“家”的伦理根基生长，最
终升华为跨越国界的情感语言与文明对话
的桥梁。其全球可沟通性源于三重维度的
普世共鸣：

首先，孝是人类共通的情感语言。孝文
化以“感恩—责任—回馈”为核心，直击人
类共同的情感体验。孝的敬畏可转化为社
会层面的信任协作、谦卑包容、家族至上，
以及个体层面的血缘亲情、互助责任、代际
反哺，成为无需翻译的全球伦理语法。

其次，孝是跨文明对话的实践桥梁。孝义精神通过具
象化实践，消解文化隔阂。孝经过内涵的拓展也可以转化
为信用货币，在互尊互信互敬的贸易共识中实现文化与
行动的统一。

第三，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孝义精神可以与本土文化
形成共振，实现跨文化交流共情。

义乌的实践揭示，孝义不仅是华夏文明的基因，更可
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坚韧的黏合剂。

郭雅静（作者系中共义乌市委党校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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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孝义构建新文明互鉴
孝文化是义乌文化的根源。我们解读孝义的当代价值，应

当尊重文化在地理空间内的衍生与演变历程，尊重文化形态变

迁的内生动力，同时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寻求孝文化与其他文化

的关联点，以文化交流为媒介，加强理解，增进共识。义乌是一

座以“孝”命名的城市，带有孝义内涵的地名不断强化着本地人

民对于孝的实践，彰显了人民性的衍生基因；本地忠孝同构的

认知传统逐渐积累起孝文化可传承的动力框架；通及四海的孝

文化普适性更是生成了商贸往来中的可沟通与可信任，从而使

孝文化与义乌这座充满活力的世界小商品之都实现血脉相融，

息息相通。大力倡导孝义，将会有助于义乌形成内外循环的有

机结合，也将有益于形成地方叙事之下的文明交流互鉴。

义乌古称“乌伤”，根据学者考据，乌
伤县设置于秦代。可考的建县年代可以
追溯到《汉书·地理志》。关于“乌伤”这一
命名，历史地理学者陈桥驿先生解释为

“乌伤”是古越人的地名，北方汉人统一
全国后，继承了古越人的地名读音，具体
内涵已经不可考证。关于命名的另一种
解释是语音直译的“乌（鸦）（受）伤”，依
赖于民间口口相传，科学性远不如前一

种解释，但是更为普遍也更受推崇。义乌地
名之所以被赋予孝德感天的文化内涵，也
是因为后一种解释更符合义乌人自命乌孝
后代的地域文化想象。地方官员将颜乌孝
德的故事用于本地宣教，通过正式的祭祀
仪式彰显孝的神圣性，通过官员上任时对
颜孝子的拜谒强调孝的本地性，通过日常
对孝亲行为的旌表突显孝的普适性。孝行
在义乌逐渐固化为一种集体文化记忆，使

孝得以行于内、显于外，内外相融。
义乌旧县志中有称颂本地民情风俗的

记载：“颜宗流风薰被，民多尊长孝亲，衷心
为国”，认为在颜乌故事的影响下，义乌人
孝亲的行为得以代代相传。在“颜乌葬父”
传说的发源地，义乌苏溪镇颜村一带，依然
保存了历史上家族聚落而居的古迹，严肃
的孝亲传统让大家族聚而有序，生生不息。
颜氏家族的后裔历经两千多年，依然保存

着对孝亲文化的敬畏。2023 年冬，颜氏第
七十七代孙根据家族传统，穿着草鞋为母
亲送葬。虽然时至今日，很多关于孝葬的传
统被改变甚至省略，但是在这个以孝为名
的地方，那些被赋予地方意义的，或新或旧
的孝亲实践，仍被完整地保存下来。一种归
属于家族的集体记忆久久蔓延，悲壮的孝
在村子里日久未散，成为村中每一个家庭
反复讲述的故事。

义乌地名源于人民向善的文化想象

古代中国，“孝”归属家族道德，“忠”
则是一种政治道德。公元前222年，义乌
建县名乌伤。公元前134年，在董仲舒提
议下，“举孝廉”制度快速推行，逐渐成为
官员选拔的主要途径。对于地方官员，推
举孝德故事不仅可以教化本地人民孝亲
敬老，达到敬吾老以达人之老的自治效
能，同时官员自己也可以获得升迁机会。
在官方推动下，采集孝义故事、树立孝义
典范成为有内在驱动力的社会化行为。

义乌在孝义传统中不断融入民间智
慧，形成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阐释体系。

孝义强调家国一体、大孝报国。在“家国一
体”的政治结构之下，孝义保存了以“为国
效忠”作为“家之大孝”和“孝之大者”。

虞守愚，成化十九年（1483年）出生在
义乌华溪村。父亲去世时，他哀痛至极，在
父亲坟墓旁边建了一座草房，为父亲守墓，
直至被亲友强行拆掉草房才回家。40 岁
时，虞守愚中了三甲进士，为官一任，造福
一方，深受百姓爱戴。但当他听闻家中胞弟
病故的消息后，立即返乡亲自侍母，待母亲
去世后，又为母亲守墓三年才回京复职。

由孝而忠，由忠返孝。乡村共同的孝义

传统和每个家庭独特的孝义实践相互交
织。义乌人普遍认为，不孝是要受到外界指
责和严厉惩罚的，而颜村一带的村民提出，
在孝义故里，不孝的惩罚会更加严重。在颜
村、颜坞村，每个家庭都坚守着独特的孝义
家风。大家笃信，孝行可以彰显家风，增进
团结，为家族的跃迁蓄力。这些被义乌民间
保存的文化认知和非正式约束，促使孝文
化在义乌代代相继，而且内涵不断丰富。同
时作为有生命力的地方文化传统，孝文化
逐渐演化为本地人文特色，并在地方生产
由农转商的过程中，成为吸引外地客商与

义乌人亲密合作的重要文化因素。
从颜村一带传承至今的乡村孝义民

俗，大体上可以将孝义的内涵归纳为三个
层面：第一是孝亲陪侍，敬亲睦兄。强调彰
显孝亲行为的实施过程，并以此作为一种
社会教育或者家庭教育；第二是孝亲为大，
达至效忠。强调晚辈要在报国大业上有所
作为，并推动家向外延伸，获得发展；第三
是具象孝道，落于实际。这个层面强调身体
力行、严肃执行。孝义实践发生于义乌每一
个小家庭中，具体行为方式则根据实际有
所调整，并形成一种流动的家庭共识。

家国同构框架下的孝文化内涵

朱丹溪行医朱丹溪行医（（AIAI制图制图））

颜乌葬父颜乌葬父（（AIAI制图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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