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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中午，第四届康园

论坛闭幕。期间，来自全国各地共

16所国内名校和研究机构的42
位专家学者齐聚“有为故里”，通过

论道、探访历史古村、泛舟“有为水

道”等多种形式，对丹灶文化传承

进行“把脉”，也为优秀传统文化在

现代社会的传承、活化、发展指明

方向。

传播优秀岭南文化
打造一方“文化名片”

寻根岭南文化，溯源丹灶历

史。12月11日，第四届康园论坛

开幕。为期1天半的时间里，来自

北京、广东、江西、贵州等地的专家

学者齐聚南海康园论道，在讨论与

辩论中梳理论证丹灶的人文历史，

挖掘“有为水道”历史底蕴。

“研究丹灶历史文化，我们是

认真的！本届论坛创造了多个‘第

一次’，包括第一次把康园论坛‘搬

到’康园举办；第一次用最前沿的

史学理论思想，探讨丹灶对中国历

史发展的贡献；第一次将对丹灶各

项研究理论成果整理成册。”中山

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任建敏对本届

论坛进行总结。

他说，丹灶所承载的厚重历史

文化底蕴，必须置于岭南乃至中国

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考察，而本届

论坛将给学界提供从政治史、社会

史、经济史、环境史等不同方面理

解丹灶历史的新角度，是研究丹灶

的一个“新起点”。

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

行院长、教授温春来说，本届论坛

实现了“回归历史”，通过专家学

者们论道，碰撞出许多思想的火

花，希望能将“文化宝藏”传播出

去，让以丹灶为代表的优秀岭南

文化变得广为人知，打造一方“文

化名片”。

12月12日的三场分论坛分

别聚焦“明清南海基层社会形态”

“明清南海礼仪与秩序”“丹灶历史

名人”等主题，共同探寻丹灶的“前

世今生”，形成了《明清以来南海地

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家训·法律与

社会秩序》《成圣与创新——冯成

修养士观初探》等研究成果。

“有为水道”见证名人辈出
串联起丹灶发展“威水史”

从明代首辅方献夫、清初贵州

学政冯成修，到近代维新领袖康有

为，再到当代新儒家代表杜维明，

丹灶历代大儒、名人的数量之多、

密度之高、影响之深，在岭南地区

实属罕见。据肇庆学院历史系主

任吴劲雄《丹灶文化特征初探》的

主题论文统计，《明史》《清史稿》中

有传记的南海籍人物33人，其中

丹灶有6人，约占总数的1/6。

为什么是丹灶？细剖本届康

园论坛，似乎能寻找到答案。

名人辈出需要优良文化沃土，

而文化沃土离不开人口兴旺、经济

发展、学风盛行。丹灶人口快速增

长始于南宋末年，根据族谱等资料

显示，丹灶镇北宋开村的村落4个，

南宋开村的村落32个，其中以南

宋末年的“移民潮”为主。进入明

代，丹灶的发展进入引人嘱目的新

阶段。

南海地方志资料显示，明清两

朝南海共有进士356名，当时也素

有“南海盛衣冠”的说法。而丹灶

作为明清岭南思想文化重镇，不仅

出了两位榜眼，还先后涌现出方献

夫、冯成修、何维柏、何维椅等一批

望重士林的士大夫群体，盛行兴学

研学、求学入仕之风。

如今，丹灶各村居仍有大量书

院、书舍、家塾的旧址遗迹，部分村

居现存书舍多达七八间，当时乡村

教育之盛行可见一斑。明代以后，

丹灶兴学之风的盛行、士大夫群体

的崛起，离不开与丹灶紧紧相连的

“理学名山”西樵山。而在其中起

到串联交流、传播尚学风气作用的

水上航道，正是“有为水道”。

一条8公里的“有为水道”，千

百年来穿镇而过，昼夜不息。她，

或许陪伴过夜访西樵的方阁老（方

献夫），萌发创建石泉书院的那一

个片刻瞬间；或许见证过踏上外出

求学轮渡的“南海先生”（康有为），

离岸后那一个最后的回首；或许目

睹过晚年桃李天下的“潜斋先生”

（冯成修），乘船归乡的那一脸感慨

……

若说西樵山是岭南文化的“巨

人”，那么“有为水道”就是传播文

明、记录文明的“使者”，千百年来串

联起丹灶无数个重要的历史瞬间，

也为丹灶更好地“走出去”“引进来”

筑起一条永不停息的“航道”。

第四届康园论坛闭幕，专家学者把脉丹灶文化传承

让“有为水道”更具历史底蕴

广东省劳动模范、菱王电梯有限公司研发一部高级经理何自立：

8年坚持研发 收获14项专利

文/图 珠江时报记者吴泳 通讯员 叶迟华张柏林

■专家学者泛舟“有为水道”，感受岭南水乡风光。

■专家学者齐聚康园，围绕六大议题开展议论。

本届康园论坛首次“回归”康园举办。论坛上，专家学者

们沿“有为水道”溯源而上，“切开”丹灶历史论古今。记者也

用几组数据，对本届论坛进行展示：

数读第四届康园论坛

12月2日，广东省召开劳动模范、先

进工作者和先进集体表彰大会，来自佛山

南海狮山的菱王电梯有限公司研发一部

高级经理何自立获评广东省劳动模范。

多年来，何自立致力于节能环保型

电梯、大载重电梯、高速电梯及超高速电

梯研究，获2013年佛山市高新技术开发

区“智造之星”、佛山市第三届创新领军

人才、2017年南海区大城工匠、2018年

第二届“佛山·大城工匠”。2012年至

今，何自立获得1项发明专利和13项实

用新型专利，且作为国家电梯标准（部

分）的编制组成员，参与了《满足电梯基

本安全要求的安全参数》《电梯、部件和

功能符合性评价的前提条件》等标准的

制定，对电梯行业技术标准的发展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菱王电梯产业园区内，坐落着

一栋高达125米的电梯试验塔。

塔内安装的超高速电梯额定载重

2吨，速度最高能达到每秒8米，只

需耗时22秒，就能把乘客从地面

送到顶楼。这座试验塔是公司电

梯整机和部件检测的重要场所，由

何自立及其团队完成研发。

2011年，菱王电梯开始自主

研发超高速乘客电梯技术。当时，

国外品牌企业对高速和超高速大

载重电梯的研究设置了技术壁垒，

可供研发团队参考的技术资料极

少，身为项目负责人的何自立只能

“摸着石头过河”。

研发期间，技术难题接踵而

来。每到这种时候，何自立就会带

上图纸和检测工具，爬上电梯机房

查看情况。125米高的试验塔，他

每天都要上下跑好几个来回。“当

时吃饭、洗澡的时候，都在想如何

解决这些问题，不断把想法付诸实

践，不断调整，才找到‘最优解’。”

从调查到画图纸花了大半年

时间，然后是安装试运行，又发现

画图过程中某些细节没考虑到。

有一次，项目团队发现电梯超高速

运行时，气流会从轿厢地坎槽底部

的排污孔钻进来，产生刺耳的噪

音，降低了乘坐电梯的舒适度。但

堵上排污孔，电梯内的垃圾将无法

排出。如何在保留排污孔的同时

又不产生风噪？经过一个月的反

复试验，何自立终于在轿厢地坎槽

底部设计出一款防风噪的部件，噪

音问题迎刃而解。这也成了他其

中的一项专利——超高速电梯轿

门的防风噪地坎。

一次次突破，一次次创新，超

高速乘客电梯的性能日趋稳定。

最终，该电梯试验塔项目通过广

东省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的验

收，菱王电梯成为本土企业中掌

握超高速大载重电梯技术的企业

之一。

十多年间，菱王电梯从研发

出4：1曳引技术、永磁同步技术，

到研制出“航母级”大吨位载货电

梯，再到突破每秒8米超高速电

梯技术并逐步实现电梯智能化监

控、管理和联动。何自立作为技

术团队负责人，带领团队精心钻

研，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

在这些项目中，何自立印象

最深刻的，当属广州地铁的7号

线和13号线的电梯项目。当时

何自立看着地铁设计院提供的涉

及电梯土建的建筑图和电梯功能

要求，对照当时已有的产品标准

图纸和工作经验，感到困难重重。

“我们也尝试与业主沟通，

但这些建筑方案和产品要求是

绝对不能修改的，只能满足地铁

设计院的要求。”何自立左思右

想，最终采用了和常规流程相反

的思路把难题一个个解决了。

“特别是曳引机的位置，通过变

换曳引机的前后位置和承重结

构，创造了一个新的电梯解决方

案，顺利完成了任务，获得地铁

公司的认可。”

目前，除广州地铁外，菱王

电梯还和碧桂园、美的集团、海

尔集团等知名企业都建立了业

务关系。

自2006年加入菱王电梯以

来，何自立先后参与过大载重电

梯、高速电梯、超高速电梯、环保

电梯等类型电梯的研发，成功实

现技术突破，形成了菱王电梯的

核心技术和产品优势。

何自立的努力也获得了肯

定，2017年何自立在南海区政

府的扶持下组建了南海大城工

匠工作室。

在同事眼里，何自立是研发

部门的“定海神针”。“每个任务

交给他，他都一定能完成！”研发

中心总监周国强说，何自立对自

己要求很高，几十年如一日，任

劳任怨，在带领团队创新方面，

也很有方法。

何自立要求团队成员必须

认真对待每一个项目，做好“定

制”服务。在居民楼旧楼改造项

目中，面对有些旧楼没有预留电

梯口道，用户可能会遇到采光、

照明等问题，何自立的团队实行

一对一设计，完善每个细节。研

发中心工程师陈俊武说，何自立

的吃苦耐劳、言传身教，赢得了

大家的尊重。

认真工作之余还要认真生

活。下班后他经常会跟同事一

起打一个小时的乒乓球，“锻炼

身体很重要，身体好了，工作效

率才会高！”何自立说。

每天来回攀爬125米电梯试验塔

巧用逆向思维破解设计难题

工作吃苦耐劳赢得同事尊重

文/珠江时报记者金晓青

■何自立带领团队成员攻克了多项技术难题。 （受访者供图）

■何自立获评广东省劳动模范。 （受访者供图）

356604字
这是本次康园论坛全部专家学者所作主题报告、主题论

文等研究成果总字数，相当于一本长篇小说。

42位
本届论坛共邀请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暨南大

学、南昌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16所国内名校和

科研院所的42位专家学者问道康园，论丹灶古今历史文化。

6个
本届论坛围绕“丹灶历史文化”“丹灶社会经济”“明清珠江

三角洲的水利”“明清南海基层社会形态”“明清南海礼仪与秩

序”“丹灶历史名人”等六大议题展开。

6场
根据六大议题，本届论坛分六场分会场议论进行。

39+1篇
论坛期间，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温春来

作《丹灶历史概说》主题报告，39名专家学者分别进行专题论文

报告，研究成果斐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