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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一年一度的文
化盛会——宁波（余姚）阳明
文化季，“点燃”了余姚这座
有着“文献名邦、东南最名
邑”美誉的文化名城。

近年来，余姚不断培育壮
大“阳明故里 心学圣地”核
心IP，大力开展阳明文化“六
进”活动，精心打造阳明古
镇特色街区，“阳明文化”成
功入选省文化基因解码“优秀
解码项目”和省首批文化标识
创新项目。特别是今年以来，
余姚发布了“阳明故里 智汇
余姚”地域品牌主题词，深入
挖掘阳明文化在培育企业家精
神、促进家事和谐、增强文化
自信等方面的现代价值，切实
将阳明文化融入城市发展血
脉。

从 2015 年开始，余姚连
续8年在王阳明诞辰举办阳明
文化系列纪念活动，让阳明文
化飞入寻常百姓家。今秋，
2023宁波（余姚）阳明文化季
活动接踵而至，首个活动“吾
心自有光明月”中秋诗会已于
9 月 28 日在四明湖畔顺利举
办。

“我们将以此次阳明文化
季为契机，大力倡导‘立大
志’‘致良知’‘知行合一’等
价值理念，坚定文化自信，弘
扬阳明文化，为高水平建设现
代化美好活力‘最名邑’、争
创共同富裕和中国式现代化示
范引领的县域样板提供文化支
撑和精神力量。”余姚市委相
关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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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姚市阳明街道，坐落着一座庭院深
深的古建筑，这就是王阳明故居。王阳明先生
就是在这里诞生，并且度过了他的童年生活。

近年来，余姚投资修复了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王阳明故居，布置了“真三不朽——
王阳明生平事迹陈列”“一脉良知——王阳明
弟子生平事迹陈列”“知行天下——全球视野
下的王阳明及其学说”三个基本陈列，并向市
民免费开放。

阳明故居的修复，是余姚传承弘扬阳明心
学的一个生动注脚。作为“阳明故里”，余姚将阳
明文化的传承弘扬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
合起来，做好阳明文化研究成果转化文章。

创设“道德银行”品牌，涵养良知之德。早
在 2012 年，余姚临山镇邵家丘村就在全国率
先试点“道德银行”。该村推行村民道德表现
量化管理制度，探索以无形道德作为信贷资
本，帮助有创业需求的农民解决启动资金短
缺问题。近年来，余姚运用区块链技术，将
社保、税务、市场监管等政务数据调入集成至
道德评议环节，结合市民平时参加志愿服务

和社区活动、文明出行等轨迹，测算出每个人
的道德积分，大到贷款，小到免费停车、理发
优惠等。“道德银行”还推出 300 余个礼遇激
励项目，崇德向善的氛围蔚然成风。

在余姚，阳明思想深刻地影响着社会发
展的方方面面，不少企事业单位成为阳明文
化坚定的拥趸。如余姚“红传服饰”将阳明
古镇标志景色以水墨描摹在服饰上，注入阳
明“匠心衣礼”内涵，一件衣服能卖到两三
千元，如今“阳明服”年产值近千万元。

“阳明文化作为先哲智慧积淀的重要代表，
具有十分重要的人文内涵和时代价值。”专家表
示，新时代做好阳明文化传承，余姚责无旁贷。

为让年轻人亲近阳明思想的智慧和内
涵、让阳明文化点亮城市每个角落，在去年举
行的 2022 宁波（余姚）阳明文化季活动上，余

姚首批 10 个“阳明文化的时尚表达”实践基地
亮相。余姚还成立宁波市阳明文化海外传习基
地，联合民间传媒机构与海外华文媒体力量，
推进阳明文化全球化传播和世界性表达。今
年 9 月 28 日，余姚发布了共绘“阳明文化海
外拼图”的网络征集令，邀请全球网友寻找

“身边的王阳明”，将王阳明相关印迹和故事
上传到活动网站，共绘一张阳明文化的“世
界地图”。通过这个互动活动，带动海内外的

“阳明热”，扩大阳明文化的影响力。

传 承

近年来，余姚通过打造“阳明故里”品
牌，推动文化与产业融合，推进城市文化建
设，使阳明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市场
经济相契合，承担起安邦济世、以文化人的
时代任务，彰显文献名邦新魅力。

在文旅融合方面，开展阳明古镇、阳明
文化特色小镇、阳明心谷的建设，以传承和
弘扬阳明文化为宗旨，打造城市文化地标。
其中，阳明古镇项目一期府前路历史文化街
区还入选了全国阳明史迹保护研究联盟十大
阳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成果。

据了解，目前有多家新兴文化企业入驻
阳明古镇府前路历史文化街区，其中包括普
文明书局这样的“百年老店”和以何记面馆
为代表的数家非遗技艺传承名店。今年中秋
国庆假期，阳明古镇府前路历史文化街区举

办了第三届“阳明古镇国潮节”，精彩的系
列节庆活动吸引游客约 29 万人次。

除了建设阳明古镇外，余姚市还整合王
阳明故居、中天阁、黄宗羲墓、龙虎草堂等
相关遗迹遗址，开通余姚阳明文化旅游专
线，并投资建设“阳明之光”余慈同心路精
品线路。

余姚还将阳明文化传承弘扬和产业发展
结合起来，依托文化创意企业，开展以阳明
文化为元素的文创产品设计，发动全国文化

创意公司设计开发阳明文化文创产品，将阳
明文化元素充分植入到小家电、文具、服装
等日常生活用品中，积极发挥文创产品的熏
陶作用，实现文化弘扬和经济建设互促共赢。

据悉，余姚还计划修复、重建“姚江书
院”“二王祠”等文化地标，打造“阳明心学
园”，催生“阳明山”文旅 IP，通过整合阳明
文化资源、经营文旅 IP，打响余姚市阳明文
化旅游品牌。

赋 能

站在新时代的时间窗
口，余姚坚持突出文化赋
能经济发展，阳明文化薪
火相传——

普文明书局。

王阳明故居新建伯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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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
展座谈会上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
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
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

近年来，余姚坚持守正创新，让阳明文化
与时俱进，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走进阳明古镇府前路历史文化街区，随处
可见以少年王阳明为蓝本创作的“阳小明”卡
通形象。阳明古镇府前路历史文化街区通过卡
通化的表现方式，打造了“阳小明”文创 IP，并
开设了“阳明初心”文创店，推出了文创雪糕、

“阳明先生的古镇生活”文创冰箱贴等产品。
除了丰富多彩的文创产品，余姚还利用

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戏剧、影视改编等
形式传播弘扬阳明文化。近几年来，不仅有浙
江省文投集团、宁波影视艺术有限责任公司
等五方合作拍摄的电视连续剧《阳明传》，还
有首批国家广电总局“十四五”纪录片重点选
题规划项目、浙江省委宣传部年度重点项目
——五集纪录片《王阳明》。

王阳明曾在《咏良知四首示诸生》中这样
写道：“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
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今年举行的 2023 宁波（余姚）阳明文化季，
安排了“阳明心学与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研
讨会、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计学科师生
优秀作品展命题专项赛暨第一届“阳明文创”
全国高校大学生创新设计大赛、和合家事机制
与营商环境优化研讨会等多项活动。如第一届

“阳明文创”全国高校大学生创新设计大赛，依
托米兰设计周高校设计展这一国际化的文化
艺术交流平台，围绕“心即理”“知行合一”“致
良知”等阳明思想精髓，组织全国高校大学生
进行创意设计，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产
业需求相结合，运用新形态、新语义、新媒介来
传承弘扬阳明文化。“我们希望用更多艺术化、
时尚化的表达，推动阳明文化焕发‘年轻态’。”
余姚市相关负责人说，本次创新设计大赛的获
奖作品将在意大利米兰设计周上展出。

再如 10 月 13 日授牌成立的 4 家“姚·法润
和合驿站”，将吸纳一批熟练运用先贤文化来
化解纠纷的女法官、女企业家、妇联工作人员，
通过挖掘余姚优秀先贤文化中蕴含的家事解
纷智慧，进一步促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优
化当地营商环境提供良好的社会基础。

“作为浙江历史文化名城，我们将肩负文
化使命，努力助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余
姚市委相关负责人说。

创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