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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我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梁启超先生诞辰150周年，

梁启超先生的家乡在广东省江门市。日前，本刊记

者走访了江门市有关部门，并专访了江门市委书记

陈岸明。

陈岸明说，梁启超先生是从江门走出的一代先

驱，也是江门最厚重的城市文化名片。作为先生的

家乡后人，我们将高水平办好梁启超先生诞辰 150

周年纪念活动，大力弘扬“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的民族精神，心怀“国之大者”，感恩自强奋进，

深入实施“港澳融合”“侨都赋能”等六大工程，

奋力打开江门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作出江门贡献。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薪火相传

记 者  “中华民族”概念是梁启超先生首次提出的，

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源自他演讲的

启发。作为清华校友，请谈谈您对此的理解。

陈岸明  梁启超先生对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发展和政

治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他一生都在努力

追求“强国梦”，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革与进步，

公车上书、戊戌变法、护国战争、五四运动、新文

化运动……他始终站在时代风口浪尖，为民族强盛

和国家繁荣奔走疾呼；他一生著述宏富，字数在

1400 万字以上，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学、社会

学、文学、史学、哲学、佛学等诸多领域，1900 年

本刊记者   黄婧

写的传世名作《少年中国说》，发出“少年强则国强”

振聋发聩的呐喊，唤起了近代中国民主意识的崛起，

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有志青少年。

梁启超先生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说：“我的中

心思想是什么？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

就是救国。”先生一生爱国救国，致力民族复兴，

紧密地将个人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1902 年，梁

启超先生首提“中华民族”之名，倡导中华民族大

团结，为“新民”“国民”塑魂，成为中国近代民族

主义理论的先行者。1914 年，梁启超先生在清华学

校发表《君子》演讲，以《周易》乾、坤二卦象辞

勉励清华学子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健全人格，做真

陈岸明

2005 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硕士，清华大学创新领军

工程在读博士。现任广东省江门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

会党组书记、主任。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奋力打开侨都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专访广东省江门市委书记陈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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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清华校训“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得益于这次演讲。百多

年来，在“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的清华精神熏陶下，清华大学培

育了一大批学术大师、国之栋梁，

为国家、为民族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时任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

岱年认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和主要表

现。当前，我们已踏上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新征程，重温梁启超

先生的论述，愈发感到其思想跨

越时空、历久弥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梁启超是江门最厚重的城市文化名片

记 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爱惜城市历史文化

遗产，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作为梁启超先

生家乡，江门接下来将如何传承发展好“启超文化”？

陈岸明  江门市地处珠三角西南部，濒临南海，毗

邻港澳，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的重要节点城市。

素有“中国侨都”美誉，535 万多港澳台同胞和海

外侨胞遍布全球五大洲 145 个国家和地区，是海内

海外华侨华人观察广东乃至中国的重要窗口。江门

历史人文荟萃，是“广府人出洋第一港”，中原文

化与岭南文化、海外文化交接的重要中转站，古代

海上丝绸之路中西贸易必经之地。哺育了岭南历史

上唯一从祀孔庙的明代大儒陈白沙、国学大师陈垣、

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

人雷洁琼；拥有香港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等 34 名

江门籍两院院士，是著名“院士之乡”；孕育了中

国舞蹈之母戴爱莲、中国油画第一人李铁夫、粤剧

大师红线女，刘德华、周润发、梁朝伟等 100 多名

国际知名演艺明星；拥有广东省唯一的世界文化遗

产开平碉楼与村落、大湾区文旅新地标赤坎华侨古

镇、巴金先生笔下的新会“小鸟天堂”等知名景点，

素有“天然影棚”美誉，是《狂飙》《让子弹飞》《一

代宗师》《甜蜜的事业》等知名影视作品取景地。

梁启超是江门这座城市最厚重的文化名片。一

直以来，江门市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历史文化

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精神，高度重视梁启超故居的

保护，深入挖掘、大力弘扬以“爱国救国、致力民

族复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核心内容的“启

超文化”，全力推动“启超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近 20 年来，江门各级党委政府多次划拨专项

经费对梁启超故居进行保护和修缮。1996 年故居获

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 年又建成由中国建

筑大师莫伯治主持设计和建设的故居纪念馆，全面

展现梁启超先生爱国图强、毕生奋斗的事迹和贯通

中西、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

梁启超故居（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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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重要论述精神，

牢牢把握“凝聚侨心

侨力同圆共享中国梦”

的工作主题和“根、魂、

梦”的工作主线，强

化港澳台及海外华裔

青少年对祖国的认同

感，创设“少年中国

说”青少年文化交流

品牌活动，创新开展

中华诗词大会、武术大会、创客嘉年华、阅读公

益行等主题活动，5 年来共吸引加拿大、澳大利亚、

委内瑞拉等超过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超 50 多万

粤港澳台和海外华裔青少年参加；2022 年开始，

我们把每年 5 月定为“梁启超文化月”，围绕“胸

怀爱国之情”“家传优良之风”“志立强国之愿”

三大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今年，我们

与国家图书馆合作开发梁启超数字图书馆，出版

《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梁启超和他的子

女们》 《梁启超手稿撷英》等书籍，在更大范围

更好宣传梁启超先生的精神文化价值。

2023 年是梁启超先生诞辰 150 周年，从去年开

始，我们就与清华大学精心策划举办系列纪念活动。

目前，我们正联合清华校友总会，以及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建筑设计研究院、美术学院、国学研究院、

校史馆、档案馆等机构，高水平高标准推进新会茶

坑村建筑修缮改造工程、茶坑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

规划建设，连片打造“启超故里”人文景区；成功

举办“栋梁——一代建筑宗师梁思成学术文献展”、

梁启超雅藏特展，积极筹办梁启超专题展、“梁启

超与中华民族”学术研讨会等活动，更好传承梁启

超先生家国情怀。

接下来，我们将大力推进“启超故里”品牌

建设，赓续历史文脉，更好地让“启超文化”浸

润一代又一代侨乡人民。一是借助国内一流专家

学者深挖史料，推动相关历史文物的影像化、数

字化存储，进一步发掘梁启超生平事迹与精神文

化价值；二是对梁启超家风文化进行深入挖掘与

广泛宣传，讲好新时代家风故事；三是充分发挥

江门中国侨都独特优势，深入实施“港澳融合”“侨

都赋能”工程，全力传承弘扬好“启超文化”，

对内做好阐发推广，对外做好传播交流，为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精神力量。

让梁启超家教家风在侨乡大地蔚然成风

记 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

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的问题。梁启超

先生在家庭教育方面堪称楷模，缔造了“一门三院士，

九子皆才俊”的家族传奇，您觉得梁启超家教家风

对当下有哪些借鉴意义？

陈岸明  2019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考察梁

启超旧居时，高度赞赏了梁启超先生及其子女的爱

国情怀和优良家风。梁启超先生一生家国梦，几代

赤子心，开创了上世纪 20 年代中国家庭教育的新

模式，在子女教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

家庭教育绝无仅有的成功典范。他一生养育了九个

子女，人人成才，又各有所长。其中，长子梁思成

是著名建筑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

部委员，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次子梁思永是著名

粤港澳大湾区文旅新地标——赤坎华侨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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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推动中国田野考古走

上科学轨道；五子梁思礼是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

国科学院院士，是航天可靠性工程学的开创者。如

此英才辈出的家庭，与梁启超的精心培养和呕心沥

血的教育分不开。在那个教育尚未步入正轨的时代，

梁启超先生就与他的孩子们一同探索中国的家庭教

育，树立起家教家风之楷模，为世人所钦佩。

好家教造就好家风，好家风孕育优秀人才。今

天我们仍然需要学习借鉴梁启超先生“爱国立志、

严谨治学、勤俭进取、从善交友、择业立业”的良

好家教家风。近年来，江门市深入挖掘梁启超家教

家风的内涵，以“学启超家教，传优良家风”为主

线，以广东省首批 10 个家教家风实践基地之一——

梁启超故居纪念馆为阵地，用好全国终身学习品牌

项目——“启超家风代代传”，成立梁启超家教家

风家长学校、启超家风志愿服务队，搭建各级各类

家长学校家庭教育工作交流互动平台，举办“学启

超家教 传优良家风”家庭教育大讲堂和文艺创作大

赛，深入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形成未成年人家教家

风建设的江门模式，让梁启超家教家风在侨乡大地

蔚然成风。

全力推动江门与清华大学深度

合作

记 者  我们知道，清华建校以来，

就有不少江门人入读清华。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清华校友积极投身江门经

济社会发展。作为江门市委书记、清

华校友，您将如何进一步推动江门与

清华大学开展合作？

陈岸明  江门与清华大学有着深厚的

历史渊源，清华跨越一个多世纪的辉

煌校史中留下了众多江门人的身影。

江门人邝煦堃是 1909 年第一批庚款

留美学生，曾任清华国际法讲师，他

也是清华大学物理系邝宇平院士的伯父。1911 年清

华学堂开学伊始，就有一代代江门学子在清华园中

茁壮成长，比如在 1924 届 67 名清华毕业生中，就

有 14 人来自江门。梁启超先生作为清华国学研究院

四大导师之一，不仅倡导了清华校训，他的 3 个儿

子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以及孙子梁从诫皆入读

清华。中国首任联合国副秘书长唐明照、清华大学

原校长温应星、被誉为“中国程序员之父”的谭浩强、

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者（之一）莫宗江等清

华校友都是江门人。34 名江门籍院士中有 6 名毕业

于清华大学，其中林为干院士被誉为“中国微波之

父”，余国琮院士是我国精馏分离学科创始人。

江门与清华大学有着深厚的校地情谊，双方的

交流合作从未停歇、成果丰硕。江门乡亲倾力支持

清华校园建设，伍舜德、吕志和、李文达等江门籍

港澳乡亲作出了重要贡献，捐资建设了公共管理学

院伍舜德楼、生物医学馆吕志和楼、李文达医学与

生命科学图书馆、经济管理学院伟伦楼等。清华校

友积极投身江门经济社会发展，清华老航空系校友

叶家康是五邑大学创校校长，清华生物系陈国强教

授与江门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合作的可降解塑料成果

世界文化遗产开平碉楼与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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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近年来，江门累计引进

清华毕业生 125 人，其中博士研究生 33 人，硕士研

究生 54 人，大学本科生 38 人。吴芳校友伉俪创办

的芳源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江门第一家科创

板上市企业。持续深化交流合作，成立江门清华大

学校友会、清华大学学生社会实践基地，筹备成立

清华大学研究生实践基地。与清华海峡研究院合作

开展高中青年教师“启明星工程”，与清华广东启

迪集团成立全国首个 RCEP 经贸科技文化合作交流

中心，推动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江门碳中和

研究所在江门双碳实验室挂牌。

江门与清华大学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今天的

江门，交通便捷高效，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承东启西

的发展核心区，随着连通深圳的深江高铁、深江高

速和连通港珠澳大桥的黄茅海跨海通道建成通车，

江门将全面融入珠三角一小时经济圈，区位优势进

一步凸显。产业基础雄厚，是广东重要工业基地、

粤港澳大湾区先进装备制造业新增长极，拥有 24

个国家级产业基地，是广东规划发展全部 20 个战

略性产业集群的布局城市。开发强度仅 11.48%，是

粤港澳大湾区具备超 100 平方公里可连片开发土地

的城市，正加快建设 1395 平方公里、广东新一轮布

局面积最大的大型产业集聚区。创新活力强劲，全

球 18 个国家和地区合作的国家大科学装置——江门

中微子实验室基建工程基本完成，与香港科技大学

共建江门双碳实验室，在广东率先构建“双碳实验

室 + 双碳产业园”政产学研融通发展新模式。建设

国家政法智能化技术创新中心江门应用示范基地，

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共建智慧安全应急联合实验室。

高标准建成院士工作站 11 家，拥有高水平理工科大

学五邑大学等 10 所大专院校。

当前，我们正在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下，全面

实施“科技引领、工业振兴、园区再造、港澳融合、

侨都赋能、人才倍增”六大工程，奋力打开江门高

质量发展新局面。我们期待以纪念梁启超先生诞辰

150 周年系列活动为契机，全面加强与清华大学在

经济、科技、教育、人才、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交

流合作，推动江门在高质量发展新征程中走在前列，

奋力打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综合

实践区。

（上图） 江门双碳实验室

（右上）与清华广东启迪集团签约共建全国首个 RCEP 经贸科技文

化合作交流中心

（右下）台山梅家大院（《让子弹飞》《狂飙》取景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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