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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曼玉

“生机从不会靠等待而来，必然是在反

思、思考、抉择、变革、行动、奋斗的过程中

获得。”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近日主持第四

届会稽山讲坛暨第十二届文化中国讲坛时

历数了我国近现代史上的几次劫难。

1900 年 ，八 国 联 军 入 侵 中 国 ，使 清 朝

的皇室不得不仓皇逃离北京，一路向西。那

是 120 年前这个国度的一次大劫。在劫难

中 ，很 多 人 开 始 思 考 这 个 国 度 的 未 来 。11
年后，辛亥革命爆发。12 年后，清帝退位。

这是这个国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生机。

1960 年 ， 这 个 国 度 正 经 历 着 另 一 个

劫——吃饭问题。连续 3 年的饥饿，让决

策 者 和 民 众 都 不 得 不 去 思 考 如 何 填 饱 肚

子。18 年后，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分

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

制，拉开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而土地

承包恰恰要解决的就是“民以食为天”的

粮食问题。

一 转 眼 又 过 去 了 60 年 ，又 一 个 庚 子

年，新冠肺炎疫情让人类面临极大的挑战，

中国首当其冲。如何做好防控？如何提升公

共卫生体系和重大传染病的预防能力？如

何实现民众的心理康复？如何能历劫而生，

在危难中把握机会？

“历劫而生”正是第四届会稽山讲坛暨

第 十 二 届 文 化 中 国 讲 坛 的 主 题 。10 月 18
日，文化中国讲坛在浙江省绍兴市会稽山

大香林·兜率天景区举办。该讲坛由绍兴市

人 民 政 府、中 国 青 年 报 社、中 国 教 育 电 视

台、绍兴市柯桥区人民政府、北京横山书院

共同主办，绍兴市柯桥区旅发集团有限公

司、稽山书院承办。文化大家、知名学者和

社会名流雅聚位于龙华寺内的稽山书院，

共话疫情时期的人文与科学。

主办方希望专家学者的演讲为“历劫

而生”这四个字赋予更丰厚的意蕴，也让现

场 观 众 对 于 从 劫 难 中 奋 起 有 更 充 足 的 信

心，更强烈的共识，同时把信心和共识推广

散播出去，产生更大的正能量。

中共绍兴市委书记马卫光表示，本届

讲坛在全球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共同探

讨人文与科学，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

和现实意义，有利于进一步弘扬人文精神

与科学精神，有利于更好地寻求人文与科

学的融合之道。

天津市文联主席、南开大学南开讲席

教授、北京横山书院院长陈洪是文化中国

讲 坛 的 发 起 人 之 一 。他 在 现 场 分 享 说 ，60

年前的历史剧《胆剑篇》给自己留下了极为

深刻的印象。《胆剑篇》取材于 2400 多年前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历史故事，春秋时

期的越国正是如今的绍兴一带。“勾践的这

种精神，以艺术化的文字表现出来，就是会

稽山的精神，是浙江的精神，也是中华民族

的精神。这是一种坚韧，一种奋斗，一种担

当，一种在劫难中重新奋起的精神。”陈洪

说，我们要历劫而生，要有大慈悲的胸怀和

大勇气的胆略。

“磨难是人类社会的成长基因。”中国

工程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长李焯芬

表示，人类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获得不断

发展，这些灾难给予了人类重大启示——

地球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家园，可地球

与大自然时而会“开个玩笑”，出现天灾。回

顾历史，每次灾难或瘟疫过后，人类历劫而

生，吃一堑，长一智。“面对灾难和逆境时，

除了抗疫、减灾、防灾工作外，还有个让人

‘安心’的需求，就是让人们能够更坦然地

面对逆境。而如何让身处劫难和逆境之人

‘安心’，可借鉴东方文明中的人文精神和

传统智慧，学会活在当下，专心做好应做的

事。面对逆境，洞悉原因，坦然面对问题，设

法解决问题。”

王阳明曾在稽山书院阐述“致良知”

之学。在本届讲坛上，全国政协文化文史

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文化中国讲坛发起

人之一叶小文表示，王阳明讲了一辈子心

学，一个“心”字，皆是确立、凝聚、强

大、坚韧内心之定力。“在当下百年大变

局遇上百年大流疫之时，我们应当从中汲

取智慧，‘欲事立，须是心立’，以强大定

力为基，应势而为，顺势而动，在危机中

寻 新 机 ， 在 变 局 中 开 新 局 ， 以 人 文 化 天

下，靠科学谋生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而努力。”

2020 年 是 不 平 凡 的 一 年 ， 新 冠 肺 炎

疫情突如其来，医务工作者与时间赛跑、

跟病魔斗争，在前线筑起守望相助的防护

网。今年的讲坛也迎来了几位从事医务工

作的嘉宾，共同探讨疾病预防、健康生活方

式、疫情时期的心理疏导等问题。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公共卫生

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徐建国从事疾病防控工

作 多 年 。 在 由 白 岩 松 主 持 的 稽 山 释 疫 环

节 ， 徐 建 国 说 ：“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告 诉 我

们，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更要讲国

家的利益、群体的利益，认真执行基本的

防控政策。国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人民

群众非常愿意配合，才会在疫情防控上取

得这么好的成绩。”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

院长陆林今年前后 3 次赴武汉，指导当地

开展疫情后的心理疏导工作，几乎跑遍了

武汉的医院。如今，他的团队还在武汉，帮

助解决患者遗留的心理问题。陆林呼吁大

家多关爱新冠肺炎康复患者、患者家属，同

时也关照好自己的心理健康，平稳心态，适

量运动，平衡饮食，健康生活。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清华长庚医院

院长董家鸿说：“健康中国战略的提出，改

变了传统医疗卫生的理念，使得医疗卫生

的中心从治病转变为以健康为中心，那么

就 要 求 医 疗 机 构 构 建 一 个 涵 盖 预 防 、 治

疗、康复、慢病管理、临终关怀这样一个

全链条、全方位的健康医疗服务体系，在

整个健康医疗服务中要高度重视预防。通

过科学的方法以及全民健康教育等疾病预

防措施的实施来减少疾病发生率，提高人

民的健康水平。”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清华大

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认为，面对疫情，

必须高度重视全社会的心理健康，动员各

方力量，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依靠科

学的技巧和方法，调动积极心理的力量。

他建议把积极心理的概念变成具体的行动

方法，比如向人展示出有感染力的笑脸；

通过照顾自己的身体、运动、深呼吸等行

动，产生积极情绪；积极沟通、倾听，具

有同理心；有慧眼禅心，用心欣赏、发现身

边美好的事物等。

灵秀山水与厚重人文辉映，人文与科

学在交流碰撞中迸发着思想的火花。北京

大学南亚学系教授湛如代表主办方致闭幕

辞，他希望，大家拥有一颗平常的心、慈悲

的心、回报社会的心。通过参加此次活动，

大家能增加一些面对生活、面对当下、迎接

美好未来的启发。

历劫而生，在逆境中安心定力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 鼎

国家统计局 10 月 19 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增速由负转正。初步

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722786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0.7%。就在国

家统计局发布数据的前一天，即 10 月 18
日，由绍兴市人民政府、中国青年报社、

中国教育电视台、柯桥区人民政府、北京

横山书院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会稽山讲坛暨

第十二届文化中国讲坛上，北京大学新结

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教授带来主题

为 《新冠肺炎疫情、新发展格局和中国未

来的经济发展》 的演讲，解读了中国新发

展格局的内涵，对逐渐回温的中国经济的

未来进行了展望。

林毅夫认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际国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论断提出的短期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

球大暴发，全球经济进而遭受到巨大的冲

击。“不少学者认为，这次冲击是自19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在这

个局面下，国际贸易会萎缩。世界贸易组

织预测，今年的国际贸易可能收缩 13%-
32%。”

目 前 ， 中 国 已 成 为 世 界 第 一 大 贸 易

国 ， 也 是 出 口 大 国 ， 中 国 的 产 品 出 口 减

少，必然需要依靠国内市场消化更多的产

品，也就是国内循环。此外，由于美国对

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不断打压，例如对华为

实施断供，将会影响到相关企业的出口。

“这些企业想要继续发展，它们所生产的

产品也就要更多依靠国内市场来消化，在

国内循环。”

在 林 毅 夫 看 来 ，“ 以 国 内 大 循 环 为 主

体”是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反映。“出口占我

国经济总量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比值

是 35.4%，略高于 1/3。但到 2019 年，出口占

我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只有 17.4%，也就是减

少了50%。2019年，我国经济总量的82.6%已

经是在国内消化、在国内循环的，这意味着

我国的经济已经是以内循环为主。”

中国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为何会

从 2006 年的 35.4%下降至 2019 年的 17.4%
呢？林毅夫表示，这主要反映了两个基本

经济规律：第一，国家的经济体量越大，

国内循环的比重就越高；第二，服务业中

很大一部分是不可贸易的，随着服务业在

整个经济中比重的提高，出口在经济总量

比重一定会降低。

林毅夫解释说，出口比重之所以与经

济体量有很大关系，是因为现代制造业有

很大的规模经济。经济体量小的国家发展

现代制造业，由于其国内市场有限，国内

可以消化的比重偏小，生产出来的绝大多

数产品都需要出口。反之，经济体量大的

国家发展现代制造业，由于国内市场大，

国 内 消 化 能 力 较 强 ， 出 口 比 重 也 较 低 。

“ 新 加 坡 2019 年 出 口 占 GDP 的 比 重 是

104.9%，我国的出口占经济总量比重最高

的一次是 2006 年，占比 35.4%。这是因为

新加坡的体量小，出口总值比 GDP 大是

因为出口产品的价值中包含了进口的中间

产品的价值，而中国是个大经济体，中国

的出口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就一定低。”

其次，出口比重与服务业有关。林毅夫

以美国为例进行说明。“同样是大经济体，

美国在 2019 年的出口占它经济总量的比

重只有 7.6%，连 10%都不到。因为美国服务

业占它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 80%，其中有

很大一部分是不可贸易的。所以，一个国家

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越高，它的出口

比重一定越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与一个

国家的经济发展、收入水平有关。”

林 毅 夫 介 绍 说 ，2006 年 ， 我 国 的 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2099 美元，经济规模

占 全 世 界 的 比 重 为 5.3%。 同 年 ， 我 国 服

务业占经济总量的 41.8%。到 2019 年，我

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 万美元，达

到 10098 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从

2006 年的 5.3%上升至 2019 年的 16.4%；同

时，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从 41.8%上

升 到 53.6%。“ 往 前 展 望 ， 我 国 的 经 济 还

会继续发展，收入水平还会继续提高。随

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

重 ， 会 从 现 在 的 16.4% 增 加 到 18% 、

20%，慢慢地向 25%逼进。服务业占经济

总 量 的 比 重 会 从 现 在 的 53.6%， 逐 渐 向

70%、80%逼近。我们的出口占经济总量

的 比 重 也 会 从 现 在 的 17.4%， 逐 渐 降 到

12%、10%。也就是说，国内循环的比重

会从现在的 82.6%，逐渐向 90%逼近，所

以，现在已经是、将来则更会是以国内循

环为主体。”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要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但国际循环也同样重要。他解

释说，新结构经济学强调，发展经济要充

分考虑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比较优势。

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想要较好发展，不仅

要在国内市场流通，也应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是全世界第

一大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是世界第

二 大 经 济 体 。 按 市 场 汇 率 计 算 ， 2019
年 ， 中 国 的 经 济 总 量 仅 占 世 界 的 16.4%。

所以，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要充分利

用国内市场、国内循环，但也要充分利用

那 83.6%的国际市场。”

林毅夫进一步说明，在我国，很多产

业 没 有 比 较 优 势 。 许 多 自 然 资 源 是 短 缺

的；在一些资本、技术很密集的产业，与

发达国家比，我国也还不具有比较优势；

有些劳动密集型产品我们也逐渐失掉比较

优 势 。“ 对 于 没 有 比 较 优 势 的 产 业 产 品 ，

能 进 口 当 然 要 多 进 口 。 要 利 用 好 国 际 资

源，这包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劳动力

资源。所以，在当前，经济要发展好，确

实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还是要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呢？林毅夫认为，最重要的是，必

须让国民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的经

济体量不断变大，进而经济体量在世界的

占比以及服务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也会随

之增加，出口比重下降，国内循环的比重

越来越高。

林毅夫认为，从经济发展角度看，提

升经济体量，需要不断实施技术创新、产

业升级，而要挖掘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

一要深化改革，二要扩大开放。

林毅夫表示，中国改革是渐进、双轨

的，各方面改革的速度不同。目前在要素

市场，还存在很多结构性的障碍；在金融

市场方面，实体经济中有 50%是民营的中

小型、微型企业，还有农户，因此，改革

要实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则需补

上发展中小金融结构的课；在劳动力市场

方面，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以利于人才

流 动 ， 同 时 解 决 高 房 价 问 题 ； 在 土 地 市

场，要解决农村集体土地入市的问题；在

产权方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国有

企业，同时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

民营企业的发展；在深化改革方面，深圳

等经济特区应先行先试，效果好的改革应

向全国推广。

林毅夫指出，在扩大开放方面，需要

扩大开放以更充分地利用国际资源，一方

面要降低关税；另一方面，对外资要实施

负面清单，且清单范围应越来越小。“在

这方面，先要扩大自贸区的范围，在自贸

区试点成功的政策要在全国推行。这样可

以充分利用外国资源，包括技术资源、金

融资源。”

林毅夫解读“新发展格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疫情期间，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成立了

一个 24 小时的心理干预热线，招募了 3000
多名志愿者，接听了 10500 多通电话，劝止

了 138 个想要自杀的人。”清华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

平 教 授 介 绍 说 。彭 凯 平 认 为 ，经 过 此 次 疫

情，人们的心理都需要经历一个康复的过

程，不仅新冠肺炎患者需要得到心理支持，

患者家属也需要获得心理疏导，此外，很多

长期隔离在家的群众也会产生某些程度的

心理问题，因此在疫情时代，必须高度重视

全社会的心理健康，动员各方力量，全面加

强心理疏导工作。在 10 月 18 日由绍兴市人

民政府、中国青年报社、中国教育电视台、

柯桥区人民政府、北京横山书院共同主办

的第四届会稽山讲坛暨第十二届文化中国

讲坛上，彭凯平教授表示：“疫情发生后人

们心理的康复和成长需要依靠科学的技巧

和方法，需要调动积极心理的力量。”

积极心理是人类的进化优势

彭凯平说，人类在漫长的进化历史中，

经历过无数次瘟疫、战争以及自然灾害。人

类能够在大灾难后依然存活，并且活得越

来越好，是因为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产生了一种自然的保护机制，叫做应激反

应。彭凯平解释说，人类的脑垂体、肾上腺、

下丘脑形成了“应激反应轴心”，“应激反应

轴心”在紧急情况下会释放压力激素，让人

类感官更加敏锐，心血管循环加强，骨骼和

肌肉更有力量，从而使人类作出重要选择：

战斗，或者逃跑。在战斗或者逃跑之后，压

力得到解除，人类就会感到放松。应激反应

是人类重要的自然反应机制。

然而在 40 万年前，人类突然产生了

语 言 ， 有 了 合 作 和 交 流 ， 懂 得 了 “ 思

考”。彭凯平说，“思考”给人类带来了科

学 和 文 明 ， 但 是 “ 思 考 ” 多 了 也 会 出 问

题，会导致错误的应激反应方式，包括过

度 思 维 ， 即 对 压 力 产 生 过 度 的 思 考 和 判

断，包括极端化、灾难化，扭曲事实，阴

谋 论 等 。 正 如 希 腊 哲 学 家 爱 比 克 泰 德 所

说，“真正困扰我们的并非发生在我们身

上 的 事 情 ， 而 是 我 们 对 这 些 事 情 的 看

法 。” 错 误 的 应 激 反 应 还 包 括 无 所 事 事 ，

不爱动；各种成瘾行为；压抑各种情绪；

对他人或者自我的伤害等。

那么，在灾难或疫情发生后，人们应

该 如 何 去 应 对 呢 ？ 彭 凯 平 指 出 ， 长 期 以

来 ， 心 理 学 都 在 试 图 引 导 人 们 调 节 、 控

制、管理自己的心态，但这其实是错误的

方向。彭凯平告诉大家，哈佛大学著名心

理学教授丹尼尔·魏格纳做了一个实验，

要求参与者尝试不要想象一只白色的熊，

结果人们的思维出现强烈反弹，脑海中都

浮现出一只白熊的形象。魏格纳通过“白

熊效应”证明，用逃避、压抑的方式去控

制疼痛、创伤和困扰都会导致这些症状以

更负面的方式回归。消除负面症状，只能

通过积极的心理去替代、转移和升华负面

的消极体验。这就是积极心理学。

为什么积极心理能够产生这么大的作

用？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弗里德里克森教授在

2004年提出积极情绪的拓展与构建理论，解

释了幸福能力的个体差异和生活价值。她指

出，积极情绪是可以帮助提升我们的生活质

量和幸福指数的重要能力，是一种宝贵的再

生资源。积极情绪包括自豪、平静、感恩、满

足、兴趣、愉悦、希望、好奇与爱。

彭凯平教授解释说，“人们在不开心的

时 候 会 手 足 乏 力 ，步 履 沉 重 ，连 路 都 走 不

了；而在开心的时候，会感到充满生机勃勃

的力量，会愿意去建立社会关系。大量研究

发现，生病的、失败的人总是怀念过去；而

健康的、成功的人更喜欢谈论和计划未来。

研究还发现，人们在积极的时候，自我认同

感会提升，会更愿意去设计和追求人生目

标，从而智力资源也得到提升，解决问题、

思考问题、创造问题的能力也得到加强。相

反，人在消极的时候，思维会变得狭窄，也

会变得愚蠢。”

彭凯平教授说，积极心理学的理论基

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达尔文在进化论中

指出，人类的心理是漫长的进化历史选择

的结果，自然选择和性选择是产生这些心

理机制的主要进化过程，选择出来的心理

机 制 的 意 义 是 要 有 利 于 人 类 的 生 存 和 繁

衍。人类的进化选择使人类有积极的天性，

让人类有了同理心、自控力、道德感、理智，

喜欢学习、热爱创造，善于想象，愿意计划

未来，也让人类有了爱心，有了责任感，懂

得沟通和合作，有审美和形象思维的能力。

彭凯平介绍，人类有一条最古老的神

经通道，叫做迷走神经。迷走神经支配呼

吸、消化两个系统的绝大部分器官以及心

脏的感觉、运动以及腺体的分泌。而积极

心理学的新研究发现，迷走神经与亲社会

行为有关，与道德有关，与幸福的积极体

验有关。

彭凯平举例说，当人们看见崇高美好

的 事 物 时 ，就 会 感 受 到 一 种 积 极 的 力 量 ，

这 是 因 为 迷 走 神 经 张 开 的 关 系 。“哲 学 家

康德曾经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

越是深沉和持久，他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

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是

我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康德没有解

释为什么仰望星空和思想道德能够产生共

同的反应，但这其实就是迷走神经张开的

结果。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情不自

禁地张开了迷走神经，于是自然而然唤醒了

进化选择出来的人类的积极的天性。”

知行合一，创造快乐心情

那么人类应该如何把积极心理的概念

变成具体的行动方法，在新冠肺炎疫情的

心理援助过程中，如何运用积极心理学来

产生积极的心态呢？彭凯平提出了“五施”，

即言施、眼施、颜施、身施和心施。

言施，是要向人展示出有感染力的笑

脸。“笑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类的第一语言。

言施就是要把人类笑的天性呈现出来。要

学会在生活中发现事物与众不同的意义，

要学会关心。任何事情如果只是用肉眼去

看，而不用心去看，是看不见的。”彭凯平教

授说。

身施，就是要行动。彭凯平教授说，可

以通过抚摸身体、深呼吸、闻香、专念、喊

吼、写作、倾诉等行动控制负面情绪，运动、

旅游、游戏、照顾自己的身体、触摸、闻香、

饮酒、听音乐、唱歌、禅思、行善等行为都可

以让人产生积极情绪。彭凯平教授强调，养

成运动的习惯非常重要，“每天运动 15-30
分钟，大脑分泌出多巴胺、催产素、内啡肽、

血清素都让我们觉得心情振奋。”

彭凯平教授特别提到，人类有一种利

他的本能。正如梁漱溟在《人心与人生》所

言，“自己越是在给别人有所牺牲的时候，

心里特别觉得痛快、酣畅、开展。反过来，自

己力气不为人家用，似乎应该舒服，其实并

不如此，反是心里感觉特别紧缩、闷苦。所

以为社会牺牲，是合乎人类生命的自然要

求，这个地方可以让我们生活更能有力！”

第三是言施，就是要积极沟通。要学会

积极地倾听，积极地表达，具有同理心，不

要用批评、鄙视、辩护、冷战的方式处理问

题。表达感恩也非常重要，佛罗里达大学的

心理学教授发现，会感恩的人普遍更加健

康和幸福，寿命也比不会感恩的人平均长

12 年。

第四是眼施，就是要有慧眼禅心，会用

心去欣赏和发现身边美好的事物，发现微

言大义，发现生命的意义。所有的生命都必

然死亡，但只有人类才知道自己会死亡。正

是因为人类有挥之不去的死亡威胁，所以

才有求生的欲望。发现生命的意义，是人类

管理对死亡恐惧的有效手段。

最后是心施，是要学会体验自己澎湃

的“福流”（亦称“心流”）。福流是美国心理

学家齐斯真·米哈伊教授发现的。米哈伊于

上世纪 60 年代对美术家、国际象棋高手、

攀岩者、作曲家、运动员进行了观察，发现

他们全神贯注地工作时，经常忘记了时间

的运转，对周遭环境也浑然不觉。他们所从

事的活动完全出于乐趣，这些乐趣来自于

活动的过程，而不是外在的报酬。这种经由

全神贯注所产生的心理体验，被齐斯真·米

哈 伊 称 为 FLOW—— 一 种 最 佳 的 心 理 体

验。彭凯平把这种体验翻译为“福流”。

那么，做什么事情能产生澎湃的福流

呢？彭凯平 2014 年在新浪微博的帮助下，

对中国 2 亿多网民所经历过的极度巅峰的

幸福状态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其实中国

人的幸福体验比想象的多得多。“我们在做

任何爱做的事情时都能够进入到福流的状

态。”彭凯平说，“喜欢摄影的人会为了一张

好照片而愿意跋山涉水、餐风饮露；看一部

好 电 影 时 会 感 觉 时 间 瞬 间 而 过 ；运 动、饮

食、学习、工作等活动都可以产生福流。但

是在做杂务、看电视、闲逛和无聊时，福流

就很难产生。一心多用、同时做很多事情的

时候也很难产生福流。”

“人类所有的活动，其实都受心理的

影响，而心理的影响会改变我们对世界的

认识。 ”彭凯平教授说。

彭凯平：用积极心理学实现心理康复和成长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在演讲。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发表主题为《新冠肺炎疫情、新
发展格局和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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