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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思想政治工作

“溯归原点，解字释联”:
中华优秀商文化课程思政探索

李 敏

(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3)

摘 要: 探讨了在中华优秀商文化传承教育过程中，培育商科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课程思政探索: 选

择汉字和商号楹联作为载体，设置固定的“每节一字”和“每周三联”栏目，以生动、详实的讲解方式，画解、分解、义
解汉字，楹联有育美、育情、育德功能，能增强传统文化的亲和力，传承中华优秀商业文化，开阔学生眼界，涵养学生

心性，使学生在与自己的职业素养息息相关的学习生活中加深对中华优秀商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涵养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同时，增进学生对文化之根的感情，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关键词: 解字; 说联; 中华优秀商文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课程思政

中图分类号: G122;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4385( 2022) 04－0067－06

“Tracing Back to the Origin，Explaining the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 Couplet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xplor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Commercial Culture Course
LI Min

( Shangdong Institute of Commerce and Technology，Jinan，Shangdong 250013，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xploration of cultivating business students’core
socialist values of in the course of the inheritance and educa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business culture． We selec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couplets of China’s time－honoured shops as carriers，and set up a fixed column of“one
character per section”and“three couplets per week”，drawing pictogram，breaking down and interpreting Chinese
characters in a vivid and detailed way，influencing students imperceptibly with couplets for the education of beauty，

emotion and morality to strengthen the affin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pass on China’s excellent business culture，

broaden students’horizons，cultivate students’minds，and enable students to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a’
s excellent business culture in their study and life，which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ir own professional qualities，
cultivate the core socialist values，while enhancing the students’feelings of the cultural root and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Key words: explai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explain the couplets; Chinese excellent commercial culture;

core socialist values; cours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收稿日期: 2021－08－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以中华优秀商文化培育商科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BJA170097) 、山东商业职业技

术学院科研课题“特高校背景下鲁商特色文化育人体系构建研究”( 2020A204) 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李敏( 1972－ ) ，男，山东聊城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心理健康教育、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

76

DOI:10.13396/j.cnki.jsict.2022.04.011



自 2014 年上海大学开设《大国方略》《创新中

国》《时代音画》等系列课程以来，课程思政方兴未

艾。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习先进经验，结合自

身特点，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改革，探索中华优秀商文

化传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课程思政教育。
一、探索的时代背景: 文化传承，国家理念

中华优秀商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

成部分，对其加以提炼总结，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统领，“汲取中国智慧、弘扬中国精神、传播中

国价值”，贯彻落实到学生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对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

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当前高校的传统文化传

承工作，存在着相关课程开设不足、教学内容不全

面、方法单一、师资匮乏等诸多问题。国家领导人和

相关部门高度重视高校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工

作。2017 年 1 月 25 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继承

和发展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也

曾就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发表系列重要讲话，

特别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

历史进程中，要继承民族传统文化，且在总结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并大力弘扬。山东是孔孟故里，文化名人辈出，

有着非常丰富的商文化资源，商圣子贡曾随孔子学

习，陶朱公范蠡经商活动也主要在齐鲁。山东商业

职业技术学院一直重视发掘与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

精华，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打下了优秀传统文化

传播和推广的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对中华传统

优秀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强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和普及，探索中华优秀商

文化对商科高职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价值

与功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二、探索的教育意义: 一字一联，浚流溯源

要加强中华优秀商文化的教育传播，必须找到

适当的载体。
一方面，汉字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具代表

性的载体。汉字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创造物之一。
《淮南子·本经训》记载，仓颉造字将中华民族的发

展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从而导致“天雨粟，鬼夜

哭”。这当然是传说，但从一个侧面说明汉字发明

的重要性。汉字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在

社会、宗教等其他文化现象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先

民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仰观俯察，总结经验，画像取

形，会意指事，从地上画物，到甲骨赋形，到金石、竹

简刻字，逐渐形成体系，同时又成为其他文化现象发

展、传播、流布的有效载体。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歌总

集《诗经》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商业行为，《史

记·货殖列传》所讲述的列位商业先贤的经营事迹

之所以流传至今，汉字记载功不可没! 所以，用汉字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商文化教

育的一个载体，回溯到中华文化记载的一个源头，是

一种可行而且有效的方式。
另一方面，楹联作为中华文化的特有产物和汉

字的独特艺术表现形式，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一个重要载体。不仅是民间所喜闻乐见的人们表达

美好愿望的有效工具，还富含中华民族的独特审美

和艺术特色，同时，体现出深刻的哲理性。加之楹联

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和生动有趣的特点，更容易

传播开来。楹联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商业楹

联。商业楹联总结了我国历代各行各业的经营者对

自身商业经营活动与天地、国家、社会、他人、商品之

间关系的认识，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商业经营理念与

思想，是我国历代商业经营者商业活动实践和智慧

的结晶。商业楹联既具体讲述了商业经营的一般方

法，更把对商业活动的思考和认识上升到精神修养

层次探索、理想人生方式追求的层面，成为中国传统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宇宙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体

现了中华文化以善为真、以善为美的人生境界。
讲解汉字可以溯中华文化之源，阐释楹联可以

浚中华商业文化之流，以解字释联传授中华优秀商

文化，既能使学生学到商业经营的思想，更能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传统价值观，可以开阔学

生的眼界和心胸，增强当代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三、教学方式探索: 解字释联，浸润心田

本模式在教学设计中设置固定栏目“每节一

字”和“每周三联”。
“每节一字”，在每一学时呈现一个经过慎重选

择的、与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典型汉字，讲解包括汉

字的字形演变、结构意蕴、字义梳理等，意在使学生

了解中华文化的流变，其中所蕴含的价值取向、道德

法则和人生意蕴。因每学期课时安排为 16 周 32 学

时，第 16 周随堂考试，所以 15 个周讲解的汉字有

30 个，包括作为总纲的“中、华、道、德”，作为商业经

营活动中主要价值取向关系的“义、利”，和组成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 12 个词的 24 个字“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等。
“每周三联”，是每周讲解三副精选的商号的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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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商号遍布各行各业，包括中药铺、茶庄、饭庄、酒
楼、绸缎庄、文具店、竹木器店、理发店、钟表店等。
一般每周所选三副楹联为同一行业商号所用，各副

楹联分别具有写美、传情、蕴德的突出特征。如同一

行业中搜集不到三副，则将相近行业合并讲解，如眼

镜店和钟表店的楹联合并、文具店和书店的楹联合

并等。通过讲解让学生了解楹联所蕴含的商业经营

方法和技巧、原则和法度，并体会其中的美、情、德。
15 周讲解的楹联共 45 条。

( 一) 解字三法

1．画解汉字

最早的汉字是先民用刻画的方式描画出来的象

形文字，所以早期汉字形态中保留了浓重的图画色

彩。画解汉字即通过呈现某一汉字具有明显图画特

征的甲骨文字形等进行介绍，让学生直观了解汉字

字形演变的同时感受中华文化的古朴与博大。

图 1 甲骨文的“中”

图 2 金文的“中”

如在讲解“中”字时，如图 1－图 3，先依次呈现

“( 1) ”和“( 2) ”，并向学生提问: “请问哪位同学知

道这是什么字?”学生们便会踊跃猜测，更因为屡猜

不中而加重了好奇; 然后依次呈现“( 3) ”和“( 4) ”
继续让学生猜测，课堂气氛更加活跃，学生好奇心更

高，然后呈现“( 5 ) ”，并告诉学生“这是‘中’字”。
然后向学生讲述，汉字研究专家认为“中”字本义是

指古代氏族或部落聚居时，居于氏族或部落中央的

氏族长或部落首长的草屋上所插的标志或旗帜，后

来发展出“正”“不偏不倚”“得当”“适宜”等意思，

让学生了解“中”的来源和重要性，尤其是“恪守中

道”对于商业经营与发展的重要性。

图 3 小篆的“中”

2．分解汉字

随着汉字的发展，逐渐由最初的纯象形文字发

展到后来的六书，汉字结构也相应复杂化。分解汉

字即通过讲解复杂汉字的结构，让学生了解汉字的

意义，明白中华文化的厚重。

图 4 甲骨文的“德”

图 5 金文的“德”

图 6 小篆的“德”

图 7 甲骨文的“行”

图 8 金文的“行”

如图 4－图 16，“德”字是一个会意字，由“行( 或

‘彳’) ”、“目”和“心”组成。“行”的甲骨文像是一

条大路上左右分出了两条小路，金文则像一个四通

八达的十字路口，所以“行”的本 义 就 是 路，而 由

“行”分 成 的“彳 亍”一 词 则 是 慢 慢 行 走 的 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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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甲骨文和金文都是对一只眼睛的描画，就是

指人的眼睛，后来又发展出“看见”的意思。从甲骨

文和金文字形也可以看出“心”就是心脏的形状，表

示人的心脏。中国古人认为心是思维的器官，是灵

性之所在，灵魂之居所，如《孟子·告子上》篇中有

句广为流传的名言: “心之官则思”，《管子·心术》
篇中则说:“心也者，灵之舍也。”所以，在中国传统

观念中，心之所思，目之所见非常重要，因而，“德”
的甲骨 文 字 形 中 把 加 了 向 上 的 箭 头 的 眼 睛 置 于

“行”中，或者“彳”旁，代表目不斜视，行动正道; 金

文当中在“目”的下面又加上了“心”，代表“心”
“目”皆正视为德! 所以“德”还有异体字“悳”，取

意“直心而行”。“德”字的本义就是指人的道德、品
行和节操。行有德之事，能成有德之人，所以，“德”
还有“贤明的人”“有道德的人”的意思。经商者常

思修德，常行善事，也会化行成德，成为有德之人。

图 9 小篆的“行”

图 10 甲骨文的“目”

图 11 金文的“目”

图 12 小篆的“目”

图 13 甲骨文的“心”

图 14 金文的“心”

图 15 小篆的“心”

图 16 “德”异体字

3．义解汉字

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汉字的意义也逐渐丰

富、发展。义解汉字即通过展现汉字的丰富意蕴，在

展现过程中生发价值意义，并在最后一条呈现其与

商业活动紧密相关的意思，让学生了解中华文化的

博大与渊深，并与本课程的内容相关联，加深理解，

掌握商业经营活动的原则和意义。
如在讲解“利”字时，逐条列出其主要意义及古

文中的证据: ( 1) 本义，“锋利”。“利”字为左“禾”
右“刀”的会意字。“禾”就是一株成熟而禾穗低垂

的谷物的象形，“刀”则是一把刀的象形，庄稼成熟，

以刀收割，在“利”的金文字形中还加上了两点以代

表脱落的谷粒，足见刀的锋利。我们熟悉的成语

“自相矛盾”出自《韩非子·难一》，其中有语“矛之

利，遇物无不陷也”，说的就是矛的锐利。( 2) 引申

义，利落、利索。刀矛锋利则无可抵挡，话锋锐利也

会让人难以招架。所以，在成语“牙尖嘴利”中，在

王充所 著 的《论 衡·物 势》篇 的“辩 口 利 舌”中，

“利”就有了说话干净利落的意思。( 3) 引申义，利

益。粮食是先民重要的财物，收割就能得利，所以

“利”也就有了“利益”的意思，如“利出于地，则民尽

力”( 《商君书·算地》) ; ( 4) 引申义，利润，是在经

营活动中求得的利益。《史记·越世家》的“逐什一

之利”中，“利”就是指利润。见图 17－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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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甲骨文的“禾”

图 18 金文的“禾”

图 19 小篆的“禾”

图 20 甲骨文的“刀”

图 21 金文的“刀”

图 22 小篆的“刀”

图 23 甲骨文的“利”

图 24 金文的“利”

图 25 小篆的“利”

在讲解各个义项的同时，指出中华文化并不崇

尚锋芒毕露、一本万利，而是视农为本、以商为末，在

发挥商业优势的同时讲求以义制利，义以生利，商业

经营活动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古训，也可

以修心养性，成德利人，让学生明白中华文化是一以

贯之的，从而树立整体观、系统观和良好的价值观。
( 二) 释联三旨: 育美、育情、育德

1．释联育美

楹联作为艺术性与实用性兼具的独特文学样

式。在商号的使用中，楹联将实用理性与艺术美感

完美地结合起来，既能够用简洁明了的语言传达丰

富的商业信息，从而如同好的现代广告一样吸引人

们的注意力，招徕顾客，并因其上口易记而为人所称

道，无形中增加回头率，增强竞争力，又能够因为其

一店一联的独创性的精妙构思和活泼、生动的语言

传达出无穷的艺术之美。因而，通过对商业楹联的

解释可以让学生受到美的熏陶，增强审美能力，促进

心灵自由、和谐。例如，某中药店的楹联“大将军，

骑海马，身披穿山甲，过常山，去斩草寇; 小红娘，坐

荷车，头戴金银花，到熟地，接见槟榔”，巧妙地将十

味中药分别嵌入上下联中，既传达出自己的经营内

容，更通过精巧的构思使这十味中药组成了两幅场

景，化身成两个人物，演出了两幕戏剧，而且入情入

理，让人不禁拍案叫绝。细细品味，学生能悦目赏

心，心生无穷美感。
2．释联育情

“千家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楹联从

产生之初就具有传情达意的功能。而商业楹联除了

其鲜明的行业特色和功利目的，还可以写意明情，直

抒胸臆，把对于顾客的关怀之情意、对于天下苍生的

悲悯之怀表露无遗。而通过对商业楹联的解释可以

让学生感受这种情怀，在敬佩之余也提升自身的情

商，开阔自己的心胸。如浙江杭州 ( 下转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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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用好党史来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 四) 营造良好的融入氛围

高校在将党史学习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有效融

合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根据这一教育工作开展的需

要营造良好融入氛围。首先，要加强这一工作的宣

贯，让广大师生对于党史学习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

一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从而支持以及认可二者的

融入; 其次，需要在校园内张贴一些党史方面的知

识、典故，让大学生实时受到熏陶、获取知识; 最后，

在文化与制度建设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开展一些党

史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给二

者的更好融合提供文化支撑。
结语

全面开展党史教育学习是我党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部署，在全国各行各业广泛

掀起党史学习热潮的背景下，高校应积极行动起来，

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需要，将党史学习融

入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去，从而实现二者的相辅

相成，全面提升党史学习效果以及思想政治教育效

果。党史学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新的课

题，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具体实践，都存在很多的不

足。党史学习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定式，

关键是要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展的需要，采用

更加灵活多元的方式来实现二者的更好融合，从而

让大学生能够学好党史，从党史中汲取养分，切实提

升自身思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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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71 页) 河坊街保和堂中药店的楹联“只望

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就很好地表达了药

店经营者非为逐利，而求世间苍生健康长寿、幸福和

乐的悲悯情怀。学生在体会此景此情时，向往之情、
敬慕之心会油然而生。

3．释联育德

楹联除了其实用功能，还承载着人类的精神文

化。商业楹联除了其商业价值，也可以体现出经营

者的精神价值追求。义利之辩是中华文化经久不衰

的话题，商业因其功利目的，更是义利之辩的焦点。
商业楹联可以表现出经营者超越金钱、严于自律的

私德修养，也可以传达经营者心系公德、身行大道的

精神价值追求。所以，可以通过对商业楹联的解释

让学生获得明悟，受到道德教化。北京同仁堂有多

副名联让人耳熟能详，其中“同气同声济民济世，仁

心仁术医国医人”直接传达出经营者悬壶济世、治

病救人的仁德，更深蕴着经营者上医医国的远大抱

负。寓教于联可以让学生在深切体味中目仰前辈，

身受熏陶，心随先贤。
当然同一副楹联可能美情兼具、情德同备，我们

在讲解中也会在详细突出其主要特征的同时简略述

及，以使学生受到更全面的中华优秀商文化的熏陶。
四、探索的远景展望: 丰富内容，形成模式

在中华优秀商文化传承教学过程中，选择汉字

和楹联作为载体，以生动、详实的讲解方式，传承中

华优秀商文化，可以开阔学生的眼界，涵养学生的心

性，增强传统文化的亲和力，使学生在与自己的职业

发展息息相关的学习生活中加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认识和理解，增进学生对文化之根的感情，增强

文化自信。
在今后的教学过程中，还要更加丰富课程内容，

增加大国商、老字号、生意经等相关载体和内容，探索

更多更好的教学方式，使中华优秀商文化教育更加多

元，构建起较完善的中华优秀商文化传承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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