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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我国古代帝王的福寿文化观念
及对当今社会的启示

（代序一）

钱宗范

一、研究福寿文化的意义

广西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会在广西永福县召开２０１０年以休闲旅
游和科学养生为主题的“福寿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研讨会，特邀我参
加。为此，特撰本文，以之复命。

福寿是古往今来一切人追求的目的，而休闲旅游和科学养生是实
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只不过不同时代、不同阶级的人对其的理解和实现
的方法不同，所以值得研究和总结。因此，我对研讨会的主题很有兴
趣，认为召开这次研讨会很有意义。这意义表现在：第一，休闲旅游、科
学养生、福寿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
传统文化以孔孟倡导的儒学思想为核心，儒学强调和谐、友爱、克己、为
人，是世界古代人道主义理论的典范，“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民为贵”等理论在中国人心中世代传承。因此，人的健康福寿、休闲养
生自古以来成为从帝王到人民特别重视的问题。第二，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对人作为创造世界历史的主人的重视提到新的高度。在否定
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观念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
强调关心人、尊重人、以人为本。今年世界闻名的上海世博会就以“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
地满足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研究人们的健康福寿，自然应
该成为社会重视的主题。第三，广西近年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
了突飞猛进的成就，２００９年的几项经济指标领先于全国和西部地区，
广西正从全国后进地区迅速赶上先进地区，而永福县有百寿岩等古迹，



又是广西长寿之乡，桂林是中国首批最佳魅力城市，曲格平先生在介绍
桂林时说：桂林空气纯净，山清水秀，人的平均寿命高于全国很多岁。
因此，在广西桂林的永福县召开休闲旅游、科学养生、福寿文化的研讨
会是最佳选择，必将对广西、桂林、永福县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跨越
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由于研讨会论题很广，本文仅就我国古代帝王的福寿文化及对当
今社会的启示作一些研究。

二、我国古代帝王的福寿文化观念

我国古代的帝王主宰着一个个王朝的命运，成为当时国家的代表。
他们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才干，对自身的福寿也更重视，并
对后世留下了重要影响。

我国古代的福寿文化与农业民族的传统观念分不开的。福即幸
福，寿即长寿。我国古代造字多用象形、会意、形声、假借等方法，紧紧
结合人与自然的形象和意象构成。如甲骨文中“寿”字，上面为考字，即
老者。楷书的“福”字由示、一、口、田四字组成，示是祖宗神位，一口田
即农民拥有的小块田地。农民祈求祖宗保佑自己的小块田地能得到丰
收，安居乐业，这就是福气。又如“家”字，为屋宇下有豕（猪），因为最早
的家庭是从养猪开始的，有了猪就象征有了农业，有了家庭幸福。中国
农民传统观念的淳朴由此可见。后来由于宗教迷信观念的发展，封建
帝王把传统的福寿文化加以改造、升华、提高，即对福寿和养生观念作
了发展提高，又加进了很多应该批判否定的糟粕。封建帝王之“福”有
两个含义：一是个人和家庭之福，即吉祥如意，子孙满堂，家门兴旺，如
被称为“天下第一福”的康熙皇帝写的“福”每年被做成挂历，受到人民
的喜爱，这个“福”字左部偏旁一点之下像个“子”字，右上角像个“多”
字，下面是个“田”字，再加上左上角的一点，解释为多一点“多田多子多
福”，深刻地表达了“福”字的含义。对皇帝来说，“福”除了表达家庭多
子多孙之福外，还要求天下长治久安，永保皇位安宁，这就要求农民有
田可种，国家年年丰收，所以“多田多子”可以说是帝王和人民对“福”的
共同要求。福和寿既是帝王的要求，如何养生和休闲旅游更是地位高
贵的帝王特别重视的方法。历代帝王是如何通过养生和旅游达到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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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目的的呢？现以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武则天、明太祖、康熙帝、乾
隆帝七人为代表作些分析。

秦始皇嬴政（前２５９—前２１０）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公元前

２２１年，他兼并了东方六国，一统天下，自认为自己的功劳第一，超过了
古代的三皇五帝，便自称皇帝，又听传说古代的帝王如周文王、武王活
到九十多岁，福寿具备，便寻求福寿之道。他的主要办法是迷信方士之
说，五次巡行东方，求长生不老之药。“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
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
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徐市携数千童男女东渡至朝鲜，骗得
大量钱财，而不死药未得。秦始皇追求福与寿，在琅琊台刻石中称“皇
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①。他推行横征暴敛，严刑酷
法，“黔首”（人民）没有得到富足和幸福，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他自
己也在最后一次巡行中，于公元前２１０年７月，得急病死于沙丘。据今
人研究，他之所以５０岁就死于巡行途中，与他求长生服药中毒有关。
求福寿而其结果相反，秦始皇是一个反面实例。

汉武帝刘彻（前１５６—前８７）一生事业盛大。他在政治上废分封推
广郡县；军事上击败匈奴统一岭南；经济上实行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制
度；外交上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思想上吸收秦亡的教训，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孔孟思想定于一尊，对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起了积极影响。但汉武帝同样迷信长生，不过他的办法与秦始皇有所
不同。秦始皇求长生不死之药，而汉武帝是通过频繁的封禅祭天，祈求
天神保佑。《史记·武帝本纪》和《封禅书》基本记的都是武帝的封禅祭
天活动。汉武帝也多次巡行东方、南方，登泰山封禅祭天求仙，“天子盖
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弗绝，冀遇其真”②。武帝对方士的言
语有了些怀疑，但始终沉醉于求仙祭天的迷信中，希望求得真仙。结果
是执政５４年，劳民伤财过多，以致在执政晚年爆发了农民起义，对他的
福寿有所影响，最后他下诏自责，总算有了点觉悟。

唐太宗李世民（５９９—６４９）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开明君主。他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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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秦始皇本纪》。
《史记·孝武帝本纪》。



２３年，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科举制，轻徭薄赋，发展生产；他虚心兼
听臣下意见，重用少数民族人才，扩大对外交流；他的陵墓（陕西乾县昭
陵）四周有１８０多位与他一起开创唐代江山的功臣的陵墓，唐太宗生前
与他们亲密共事，从未滥杀功臣，死后也希望与他们永处一起。“贞观
之治”扬名史册。然而，这位杰出的君主为什么和秦始皇一样，活到５０
岁就死去了？现今很多教材著作中均未提及。其实与他晚年迷信长生
不老有关。唐太宗晚年因传位问题心神不宁，宣传长生不老的术士对
他说，道教始祖姓李，是陛下的祖先，服长生不老药可以不死，唐太宗受
骗上当，中毒而死。本来可以福寿兼得的一代明君，落得个短命的结果。

武则天（６２４—７０５）本为唐太宗的才人，１４岁入宫。太宗死，她因
年幼未被殉葬，而削发为尼。高宗登位后，她被召回宫中。公元６５５
年，被册封为皇后，唐高宗死后，她为皇太后，公元６９０年武则天改国号
为周，自称圣武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帝。武则天享寿８２
岁，是中国几百位帝王中仅次于乾隆帝的享寿最高的皇帝。武则天为
什么能得高寿，又能执政５０年之久，是值得探讨的。史书对武则天的
过错写得很多，如残酷镇压和杀害反对她的政敌，如长孙无忌、禇遂良、
王皇后、肖淑妃等；用酷吏滥杀无辜，镇压叛乱；与男宠多人同居等等。
这些是史实。但武则天当政期间，继续推行唐太宗的政策，国家兴旺太
平，人民安居乐业，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武则天有很多过错，不是
完人。但她颇懂得怎样养生和求福寿。她独掌大权，也宠信武家诸人，
使他们得利。但她懂得要使国家长治久安，重用非亲非戚的贤臣狄仁
杰为宰相，把国家大事交给狄仁杰处理，她自己是掌权少过问，省下心
来休闲、养生。这样国家得到了太平，她自己也获得了健康长寿。

明太祖朱元璋（１３２８—１３９８）是明代开国皇帝，也是所有开国皇帝
中唯一出身极穷苦的贫农，由农民起义领袖转变成的皇帝。朱元璋参
加农民起义１７年，由一个农民领袖最后扫平群雄，推翻元代，成为皇
帝，一统天下，作为农民领袖他是成功的；他当皇帝３１年，开创了大明
王朝，作为封建皇帝，他也是成功的。他也有治政失误之处，主要是滥
杀功臣。但他君临天下３１年，享寿７１岁，在封建帝王中是算福寿兼备
的。他的成功在于从迷信宗教到否定宗教，治政务实。朱元璋少年时
父母去世，生活穷困，出家当了和尚，他在云游各地时，接触了社会下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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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开阔了眼界，后来结识了以宣传弥勒教降生为教义、从事反元活
动的红巾军开山祖师彭和尚，参加了弥勒教组织的农民起义，经过１７
年战斗，朱元璋推翻了元代，扫平群雄，建立明代。朱元璋长期生活在
社会下层，认识到宗教可以成为组织农民起义的宣传工具，但绝不能作
为治国强兵安民的指导思想。在他当皇帝之前，下令禁止弥勒教，宣布
其为邪教，尊孔重儒，重用贤才，兴修水利，发展经济，轻徭薄赋，与民休
息，从而为明代２７６年的统治奠定了基础。有人认为朱元璋从利用弥
勒教到禁止弥勒教是他背叛农民起义蜕化为皇帝的标志。笔者认为朱
元璋从信教到不信教，从崇尚迷信到治政务实，是他历史观的重大进
步。广西史学界早有人认为：朱元璋作为农民领袖是成功的，作为封建
皇帝也是成功的，他对历史的贡献比之于当农民领袖失败当皇帝也失
败的洪秀全，对历史的贡献要大得多。其关键在于朱元璋能从迷信转
向科学，转向务实，转向先进文化，而洪秀全始终沉迷于拜上帝教的迷
信思想中越陷越深。这就是朱元璋得到了福寿而洪秀全未得到福寿、太
平天国的战乱也未能造成社会安定而使东南地区受到严重破坏的原因。

对科学养生之道认识得比较全面的是清代杰出君主爱新觉罗·玄
烨，即康熙帝（１６５４—１７２２）。毛泽东主席认为康熙对中国有四个伟大
贡献①，其中第四个贡献是他能向耶稣会传教士学习西方先进的自然
科学技术。他是中国所有皇帝中最懂得科学、最热爱科学、最积极宣传
和提倡科学的君主。他从小熟读中国的经史子集，善于总结历代帝王
成败的经验教训，善于用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来探求养生福寿之
道。他学习西医后知道种牛痘能预防天花病，便令边外四十九旗和喀
尔喀蒙古（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当时是中国的一部分）数十万人种牛痘，
挽救了大批人的生命；大臣李光地患皮肤病长期不愈，康熙知道温泉中
的硫黄能杀菌，便叫李光地到北京汤山温泉疗养，使李光地得以康
复②。对于福寿之道，康熙有科学的认识。康熙勤于政事，治政务实，
从小就早晨起身读书，对四书五经、历代史事非常了解，同时又骑马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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箭练武，保持满族贵族以武功开国的传统，他１６岁当皇帝亲政后，每天
五更上朝，日夜勤于政事，又要读书练武，青年时又向西方耶稣会教士
学习数学、物理、天文、历法、医学等知识，但他身体一向强壮，原因是他
懂得科学养生，读书、练武与工作相结合，打仗与处理政事相结合，巡游
与视察检查工作相结合。如他夏天到承德避暑山庄办公，冬天又常率
满汉贵族到木兰围场打猎；他曾六次南巡江南，主要目的是检查修理黄
河的河工以及预防海潮的苏浙海塘，纠正了地方官的很多失误，他常住
在地方官家中，如在江宁就住在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家中，在苏州就住在
苏州织造衙门，既工作又了解民风政情，同时赏景娱乐休养身心。康熙
二十八年（１６８９年）第二次南巡到江宁（南京），有个叫王来熊的人忽然
献给他一本《炼丹长生秘书》，康熙大怒，召见诸臣说：“朕于经史之余，
所阅载籍多矣。凡炼丹修养长生及师巫自谓前知者，皆妄诞不足信，但
可欺愚民而已，通经明理者，断不为其所惑也……此等事朕素不信。”下
令把这本妖书“掷还之。”①康熙认为养生长寿要注意科学，一个人要身
体健康，主要在于饮食有常，起居有节，注意合理的生活规律。有病吃
药，但对补药不要太迷信，他说：“苟于饮食禁之太过，惟任诸凡补药，鲜
能滋补气血而令之充足也”，“药性宜于心者，不宜于肺；宜于肺者，不宜
于肾。”②他提倡不吃人参等补药，唯求注意起居饮食，有病合理服药
而已。

康熙帝毕生反对天命论，重视日常的学习和锻炼。他的儿子和下
臣常说他“天纵多能”、“生而神异”，出生时就有种种祥瑞、灵异，并且将
其载入史书。这违背了康熙的本意。他一再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
及其长也，亦无非常，八龄践祚迄今五十七年，从不许人言祯符、瑞应，
如史册所载景星、庆云、麟凤、芝草之贺，及焚珠玉于殿前，天书降于承
天，此皆虚文，朕不取，惟日用平常，以实心行实政而已。”他５７岁时长
出了白发数茎，有人献给他乌发药，他笑了笑，把乌发药退了回去，说
“古来白发皇帝有几？朕若发鬓皓然，岂不为万世美谈乎？”③历史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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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皇帝求神仙，服仙丹，以求长生不老，结果误服丹丸而死。康熙毕生
熟读历史，相信科学，认为“人之有生必有死……天地循环之理，如昼如
夜”，认为人生变化自有规律，不足为惧。他提倡喇嘛教，优待团结蒙古
族、藏族贵族和宗教领袖，是为了巩固统一与民族和睦团结的需要，但
他本人并不信喇嘛教；他向西方耶稣会传教士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知识，
但他本人并不信天主教，也不信其他宗教，而且利用宗教文化中的合理
层面为国家安全和统一服务。康熙被毛主席称为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四
个伟大贡献，不仅在于他的文治武功，还在于他对人生健康有科学观
念。他在位６１年，子孙数百人，开创了康乾盛世，可谓是福寿兼备的中
华民族的杰出人物了。

康熙的第四子爱新觉罗·胤禛（１６７８—１７３５）即雍正帝，是一位厉
行改革的一代雄主。他即位后实行改土归流、地丁合一、耗羡归公、设
军机处等改革措施，严惩贪污，政绩卓著。但他中年后迷信长生不老之
术。雍正之死并非小说所言被吕四娘刺死，实为服丹丸中毒而死，学术
界已成定论①。父皇求长生而暴毙，这对雍正之子爱新觉罗·弘历
（１７１１—１７９９）即乾隆帝是个深刻的教训。

乾隆毕生崇拜皇祖康熙，康熙的人生福寿观念影响了他的一生。
他勤于政事，治政务实，坚决纠正雍正时发展起来的迷信观念。康熙六
巡江南，既视察河工海防和官风民情，同时巡游江南名胜古迹。乾隆同
样六巡江南，既视察工作又休闲旅游。康熙反对迷信、重视科学，乾隆
也一样。他刚登位就下令把雍正养在宫中的张太虚、王定乾等一批术
士逐出宫殿，并发了谕旨，指出：“嗣后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
不许陈奏。”②他坚决反对阴阳风水之说，指出：“闻汉人多堪舆之说，祈
求风水，以致累年停柩，渐致子孙贫乏，数世不得举葬，愚悖之风，至此
为极。嗣后守土之官，必多方劝导，俾得按期葬埋。”③乾隆重视治政务
实，讲求人生的快乐和规律，反对天、神、仙、鬼、符瑞、风水等迷信，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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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他的祖父，总结历代皇帝得失的结果。乾隆一生少病，享寿８９岁，
无疾而终；当皇帝６０年，太上皇４年；子孙数百人，五代同堂；而当时我
国的国民经济总量超过了整个欧洲，国土面积在１３００万平方公里以
上，是世界第一大国。他８５岁时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这样的概括：“朕缵
位鸿业六十年间，景运庞洪，版图式廓，十全纪绩，五代同堂，积庆骈蕃，
实为史册所罕见。”①清代官方史书宣扬乾隆是福寿俱全的太平君主，
是十次战争俱得胜的“十全老人”，是历史上享寿最高的“古稀天子”。
乾隆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到了顶峰，他本人做了福禄
寿禧兼备的福寿天子，其中与他重视科学的养生、科学的求福求寿分不
开的。

三、古代帝王福寿养生观念对当今的启示

通过休闲旅游和科学养生，达到多福与高寿，是我国所有人们的共
同要求。历代帝王的福寿养生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批判借鉴
和学习的机会。

享寿９０多高龄的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赵朴初
先生有句名言：“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高寿不如高兴。”说得很
辩证科学。赵老先生是佛教协会会长，佛教居士，笃信佛教，但他能把
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利用佛教劝善惩恶、救苦救难、互助友爱、刻苦
耐劳、爱国爱乡的积极思想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宣传佛教主张来世得
福、因果报应的迷信观念，强调求得今世的高兴、高寿，是一个卓见。从
历代帝王的福寿养生观和赵朴初的养生观中，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

（一）科学地对待人生的规律，是实现养生福寿的思想基础
人是万物之灵，也是万物之一。来自自然，回归自然，这是所有一

切有生命的生物的共同规律。世界上没有神、仙、鬼、怪，也没有长生不
灭的生物。这是最基本的科学常理。所以人能健康、快乐、幸福、长寿，
但不能长生不老，万寿无疆。宗教宣扬人能长生不灭、变仙变佛，但任
何宗教徒也和凡人一样，不可抗拒地走一切生物共同遵循的规律，世界
上找不到任何一个长寿不死的人。所以科学地看待人生、看待自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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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得长寿、幸福的基础。两三百年前的封建皇帝康熙和乾隆已有的认
识，如果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人反而没有，就必然会走上歧途。

（二）从个人实际出发求得养生福寿，是对待养生福寿的基本态度
人有职业、贫富、地位、民族、身体以及风俗习惯的不同。讲养生福

禄不能千篇一律，要从个人的实际出发，才能做到养生福寿。在封建时
代，帝王有权有势有财，有利于做到福寿，但是实际上中国古代帝王长
寿者不多，乾隆８９岁，武则天８２岁，宋高宗近８０岁，已经是皇帝中的
寿星了。究其原因，他们生活条件优越，本来有利于养生长寿，但也由
于条件优越，反而使多数帝王沉溺在淫乐之中，不注意科学保养，损害
了健康，结果福寿不得，反而亡国。农民日夜劳作，生活条件艰苦，但以
有田可耕为乐，一生不离劳动，不离大自然，反而享得高寿。在我国，广
西的长寿之乡如巴马、永福以及湖北的钟祥、山东的莱州、江苏的如皋
等地，百岁以上老人很多，其主要原因是不脱离生产劳动，自然环境优
越，心情豁达乐观。所以人人均可以养生求福寿，不要攀比，要从自己
的实际出发。

（三）体脑结合，劳逸结合，动静结合，是达到养生福寿的基本方法
人是生物进化的最高贵的产物，要使人体长命不衰，长盛不竭，一

定要顺应人体的规律。体脑结合，劳逸结合，动静结合，使人体在活动
中得到休整，得到补充。同时又使其处于正常运动之中，是保持身体长
盛不衰的关键。历代帝王有的不理政事，淫乐无度而早亡，而如康熙
帝、乾隆帝等既勤政务实，又常外出巡行游历，又懂得诗词绘画，成为多
才多艺的君主，得到了自己的福寿。今天，退休老人如果无事可做，不
用脑筋，不动身体，于健康养生不利。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科学发明和
创造会产生巨大的生产力。但对掌握着科技的知识分子来讲，必要的
身体活动和休闲、旅游、体育锻炼是实现健康长寿的重要因素。如果白
天坐办公室，出门坐小汽车，就没有了接触自然，活动身体的机会。我
在１０多年前为桂林市交通局局长黄家城同志主编的《桂林交通发展史
略》一书所写的序中认为，当今城市交通应以发展快捷、无污染、简便、
大众化的轻轨、地铁、有轨或无轨电车为主，盲目的发展小汽车已造成
了巨大的公害：交通堵塞，空气污染，噪音严重，车祸频繁，无地停车，更
重要的就是不利于坐车族的健康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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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确地对待宗教和医药，是求得养生福寿的主要途径
世界上所有宗教都是迷信思想发展的产物。宗教宣传来世，宣传

不死，宣传升入天国，给人们虚幻的假象，使人放弃了对现世的争取和
努力。但所有宗教都宣传行善积德，助人为乐，爱国爱乡，反对恶行暴
政。所以今天我们应正确对待宗教，吸取历史上帝王的教训，摒弃其迷
信的成分，弘扬其有利于社会稳定，互助友爱的层面，这样才能有利于
养生长寿。医药是治病的方法，但求医问药一定要对症下药，但不要盲
目服药，盲目吃补品。要把健身防病放在首位。

（五）学会感恩，是提高生命质量的科学人生观
一个人的精神境界对健康养生和福寿关系很大。学会感恩，是达

到心胸豁达的重要方法。新华网在几个月前发表一篇文章《学会感
恩》，该文认为，人的一生中有时会顺利通达，有时会遇到困难。当你顺
利时，学会感恩，想到党和国家的培养，想到父母师长的养育教诲，想到
老有所养的社会主义家庭的欢乐，就会增加感恩的观念，努力报答他
人，报效社会，报效祖国，就会增加对工作的乐趣和动力，就会感到身心
愉快。当你遇到困难时，不要怨天怨地，牢骚满腹，不要和他人攀比，要
知道完全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不是短时内能全部解决的。党和政
府、领导、群众、朋友正和你在一起努力解决问题。你就会心情乐观，看
到光明的希望。该文最后说：“感恩是一条人生的基本准则，是一种人
生质量的体现，是一切生命美好的基础……。常怀感恩之心，我们便能
够生活在一个感恩的世界，因为感恩，我们的人生也会变得更加美好！”
文章写得很好。心理健康，精神健康是达到养生、福寿的基础。我们生
活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代，学会感恩，就能摆脱一切烦恼和痛苦，处
处感到光明和幸福，激发出愉悦和生命的活力，这是过去任何帝王们都
比不上的。让我们学会感恩，发现幸福，珍惜幸福，生命中的每一分钟
就会充满了阳光和欢畅，就会有利于养生和福寿，人生就会更加美好！

（钱宗范，男，江苏苏州人，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
授，广西儒学学会名誉会长、广西历史学会顾问、桂林市哲学人文社会
科学规划专家委员会成员，获得国务院首批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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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寿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理论
研讨会上的致辞

（代序二）

文建中

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福寿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理论研讨会，这

是我县经济、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一件喜事。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将就
福寿文化的科学内涵、文化特征、经验成果及其价值表现、现实意义，特
别是对我县的福寿文化现象进行深入的探讨与评析，这对于指导我们
进一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因地制宜利用文化资源，发展文化经
济和文化产业，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又好又快发展，具有极大的借
鉴意义。在此，我代表中共永福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人民政府、县政
协向远道而来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永福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山川秀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享
誉中外的中国长寿之乡、中国彩调的发祥地和罗汉果的原产地。这里
聚集了人世间最吉祥的福寿文化，拥有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与民风民
俗，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家园。近年来，我们紧紧围绕“经济强县、文
化名县、生态和环境一流县”奋斗目标，全力以赴抓经济，聚精会神搞建
设，一心一意惠民生，尽心尽力促和谐。强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
产业化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等九大重点工作，全县各项经济指标稳步
增长，综合实力明显增强，社会各项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
“文化名县”建设方面，我们紧紧依托永福厚重的福寿文化内涵，充分发
挥“中国长寿之乡”金字招牌的品牌效应，做好养生产业文章，在生态休
闲旅游、养生产品开发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永福是一方充满希望的土地，千百年来，永福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在
这片土地上创造了非常深厚的人文成果，它是祖先留给我们后人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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