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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唐诗之路”的范围，
在钱塘江以南、浦阳江以东，包
括括苍山山脉以北至东海这一地
区，总面积 2 万余平方公里。

“浙东唐诗之路”的地形，
像一个倒放着的“爪”字，底面

（即南面） 一撇是括苍山与大盘
山，上面自左而右三撇，依次为
会稽山、四明山、天台山。这三
座山脉，由西南向东北倾斜，天
台山从关岭向东经过台州的天
台、新昌，宁波的宁海、奉化、
象山、鄞州、镇海，直到舟山定
海，陡落东海再起而为舟山群
岛。会稽、四明两山休止于今宁
绍平原。

在“倒爪”的南面，即三
山交会处，是剡中，即今新昌

嵊 州 盆 地 。 嵊 州 盆 地 略 呈 三 角
形，西北边以会稽山为界，东北
边与四明山接壤，南缘为天台山
麓 线 。 唐 代 时 ， 这 里 是 湖 泊 沼
泽，唐朝时叫剡川，近年来才称
曹娥江。

剡川与镜湖相连，在嵊州盆地
南面有一个较小的、更为封闭的沃
洲盆地，即今新昌长诏水库。沃洲
盆地与剡溪源头华顶峰、石梁飞瀑
有关，西与天姥山仅一水之隔，东
为沃洲山、水帘飞瀑，北接今新昌
大佛寺；南有石梁、华顶。从华顶
峰南下 30 公里即天台盆地，天台
盆地东有国清寺、赤城山等风景名
胜，始丰溪中穿盆地接灵江到达临
海、温岭等地。
（张正伟根据《风雅浙东》整理）

浙东“倒爪”藏着“唐诗宋词”

浙江省诗路文化带建设暨浙
东唐诗之路启动大会提出，要深
入实施浙江省诗路文化带发展规
划和浙东唐诗之路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统筹推进大运河诗路、钱
塘江诗路、瓯江山水诗路等其他
三条诗路建设。读着诗歌去旅
行，这是一个好创意，至少有

“三好”。
一是好在有意境。“诗”与

“远方”结合在一起，本身就很
有意境：景中有诗，诗中有情，
情中有景，情景诗交融。更何况
这个“远方”是在浙江，有天然
的地域接近性。中学时曾读过课
文 《梦游天姥吟留别》，天姥山
位于浙江省绍兴市新昌县境内。
这虽是李白用来记录梦的一首
诗，但李白在诗中说天姥山仿佛
连接着天，遮断了天空，山势高
峻超过五岳。当时就迫切想去一
睹“真容”。

二是好在赏浙美。国内的大
好河山、名胜古迹，有条件的固

然要去走一走、看一看。但身为浙
江人，先要熟悉浙江，通过读诗、
赏景，感受宁波之美、浙东之美、
浙江之美。事实上，浙江省内有重
要地貌景观 800 多处，水域景观
200 多处，生物景观 100 多处，人
文景观 100多处。近年来，浙江打
出了“诗画浙江”的旅游品牌；宁
波则打出了“海丝古港 微笑宁
波”的旅游品牌，喊出了“顺着运
河来看海”的旅游宣传口号。无论
是宁波还是浙江，都是一个很值得

“到此一游”的地方。
三是好在文旅融合。旅游本身

就是一种文化活动，可很长时间，
旅游文化挖掘不够，组织者更注重
商气。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
旅游的灵魂，旅游在文化的熏陶中
得以丰富，文化在旅游的认识中得
以传承。读着诗歌去旅行，是真正
的文旅融合。

所以，我认为“读着诗歌去旅
行”活动是值得参与的，也是有意
义的。 （李国民）

读着诗歌去旅行

是个好创意

评 说

新闻1+1

历史上无数文人墨客在四明大地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诗路文化带上的诗路文化带上的““四明鼓点四明鼓点””
记者 张正伟

“东出大洋、西连江淮、转运
南北、港通天下。”在宁波得天独
厚的地理区位上，大运河诗路与
浙东唐诗之路是两道绚烂的“文化
风景”。

浙东唐诗之路起自钱塘江，经
古都绍兴，从镜湖 （现在的鉴湖）
向南过曹娥江溯源而上入剡溪，过
剡中至天台山石梁飞瀑。以后，这
条线路又延伸至温州，从瓯江回溯
至钱塘江。

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记载了
李白、骆宾王、白居易等唐代诗
人 穿 越 浙 东 七 州 （越 州 、 明 州 、
台 州 、 温 州 、 处 州 、 婺 州 、 衢
州） 所闻：“我欲因之梦吴越，一
夜飞度镜湖月。”“青山行不尽，绿
水去何长。”“山梅犹作雨，溪橘未
知霜。”⋯⋯

在诗人们去往天台的“支线”
上，也留下了众多吟咏宁波的诗
篇。贺知章辞官回乡，李白作 《送
贺监归四明应制》：“久辞荣禄遂初
衣，曾向长生说息机⋯⋯瑶台含雾
星辰满，仙峤浮空岛屿微。借问欲
栖珠树鹤，何年却向帝城飞。”岑
参 《送 任 郎 中 出 守 明 州》 诗 曰 ：

“罢起郞官草，初封刺史符。城边
楼枕海，郭里树侵湖。郡政傍连
楚，朝恩独借吴。观涛秋正好，莫
不上姑苏。”方干作 《游雪窦寺》
赞江南寺庙出尘之美，所谓“地高
春色晚，天近日光多。流水随寒
玉，遥峰拥翠波。”此外，施肩吾
在 《忆四明山泉》《寄四明山子》
也有对明州的描写。

2014 年 ， 大 运 河 成 功 申 遗 ，
被列入世界遗产的浙东运河虞余
段、浙东运河宁波段和宁波三江口
庆安会馆“两段一点”让人们对宁

波刮目相看。近年来，宁
波紧紧围绕“大运河唯一
入海口”和“海上丝绸之
路 始 发 港 ” 两 大 IP， 大
力挖掘“丝路”文化资
源 ， 打 造 “ 海 丝 古 港 、
微 笑 宁 波 ” 旅 游 形 象 ，
打 响 “ 顺 着 运 河 来 看
海”旅游口号。

挖掘诗路文化，串
珠成链，浙东唐诗之路
和大运河诗路上的“宁
波风景”已经形成。目
前，我市已经在全省率
先实施大运河遗产监测
预警提升工作，积极推
进文化保护项目规划与
建设，举办了望京门地
块考古成果发布会，遗
址 公 园 建 设 顺 利 开
工 。 慈 城 古 县 城 保 护
与 开 发 项 目 河 道 两 侧
传 统 风 貌 建 筑 改 造 完
成 50%，前童古镇国家
5A 景区创建完成年度
投 资 3500 万 元 。 文 旅
品 牌 形 象 不 断 提 升 ，
高 起 点 编 制 象 山 影 视
城创国家 5A 景区、宁
海 森 林 温 泉 创 国 家 旅
游度假区工作方案；推
动海丝申遗和屠呦呦旧
居等名人旧居保护修缮
和开放利用工作，让文
物真正“活起来”。全
域 旅 游 示 范 区 稳 步 推
进，美丽乡村 示 范 村 、
示 范 镇 、 风 景 线 培 育
工程项目整体形象进度
超过 80%。

挖掘诗路“珍珠”
宁波先行一步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中秋长假，
宁波人气最旺的十大景区中，溪口
雪窦山、慈城古县城、梁祝文化公
园等，都是与浙东唐诗之路和大运
河文化带有着密切联系的地方。

浙东唐诗之路和大运河历经千
年，仍然散发着浓郁的历史气息，
这便是文化的魅力，也是未来旅游
发展的“招牌”。近年来，宁波在
两大诗路文化带建设过程中，把保
护 放 在 重 要 位 置 ，“ 在 保 护 中 开
发，通过开发推进保护”。

发挥规划的统筹引领作用。近
年来，我市相关部门研究编制了

《大运河 （宁波段） 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规划》《宁波大运河与海丝文
化 旅 游 带 发 展 规 划》， 编 制 印 发

《宁波市浙东唐诗之路建设三年行
动计划 （2020-2022） 任务分解方
案》，开展 《天一阁·月湖区域整
体提升规划研究》。

发挥重大项目示范带动作用，
谋划了一批浙东唐诗之路建设标志
性项目。明确了十大近期重点推进
的项目，有序推进慈城古县城保护

与开发、前童古镇国家 5A
景区创建、宁海湾海岛休闲
度假等项目，建立大运河国
家文化公园重大项目库。

今年国庆中秋前，一年
一度的天一阁·月湖中秋诗
会举行，市民和游客在主持
人磁性的吟咏中感受古明州的
人文气息。

徐霞客开游节、宁波 （余
姚） 阳明文化周、越窑青瓷文
化节⋯⋯近年来，宁波一方面
加大文化保护力度，一方面积极
走出去参加各种主题交流活动，
让更多的人了解大运河文化带与
浙东唐诗之路。配合省相关部门
举办了浙东唐诗之路诗画大赛、浙
东诗画艺术研讨会等活动，同时还
在宁波积极开展大运河陈列展览、

“大运河-我们未来的生活”大型
图片展等近 20 项专题展陈活动，
向市民和游客普及运河文化。

通过持续不断的保护性开发，
宁波在浙东唐诗之路和大运河诗路
两条文化带上开始崭露新姿。

保护与开发并重
诗路风情有序亮相

“会稽东南秀，四明名更佳。蜿蜒三百里，惨淡青莲花。”
“城边楼枕海，郭里树侵湖。观涛秋正好，莫不上姑苏。”
“势压平湖四面佳，好风明月是生涯。鲸鲵背上浮三岛，菡

萏香中放两衙。”
……
宁波有哪些好玩的地方？上述名人诗词吸引着人们来四明

山、三江口和天一阁·月湖打卡。
水由地载、山以水分。在那个“北马南舟”的时代，无数

的文人墨客坐船进浙东，水尽登山放歌，在四明大地上留下了
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

“诗”与“远方”走到一起，读着诗歌去旅行。10 月 12
日，省诗路文化带建设暨浙东唐诗路启动大会召开，提出“高
水平建设诗路文化带是全面展示浙江诗画山水、推进美丽浙江
和文化浙江建设的内在要求”。

以“诗”串文、以“诗”点睛……作为中国大运河唯一入
海口和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建好浙东唐诗之路和大运河诗路
两条文化带，宁波将为浙江“大花园”建设和当好“重要窗
口”模范生奉上新“风景”。

近年来，宁波通过遗产保护
传承、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文化
旅游融合发展、环境配套整治等
四大工程，稳步推进大运河文化
带和浙东唐诗之路标志性项目建
设。但是在代表性人物的诗歌收
集上，对诗路和宗教、艺术、交
通、生活的渗透影响，以及文旅
融合、旅游产品线路的设计和开
发上，还存在薄弱环节。近日，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下一步，
宁波将把两大诗路文化带建设与
宁波城市形象打造结合起来，让
人们在诗歌中了解“海丝古港、
微笑宁波”，顺着运河来看海。

进一步贯彻 《浙江省诗路文
化带发展规划》，抓紧出台相关
规划与工作方案。在编制完成

《大运河 （宁波段） 文化保护传
承利用规划》 和 《宁波大运河与
海线文化旅游带发展规划》 的
基础上，尽快明确大运河文化

保护传承利用以及国家大运河公
园建设方案，并研究制定修订相
关配套法规。

加强创建指导，做好象山影视
城、宁海前童古镇国家 5A 景区创
建和宁海森林温泉创建国家旅游度
假区等工作。扎实推进奉化雪窦名
山、余姚阳明故居、海曙天一阁整
体扩建等沿线文旅项目建设。

此外，我市还将开展文化艺术
创作和普及，根据“诗画浙江、甬
菜百碗”三年行动计划，在全市评
选一批“诗画浙江、百县千碗”特
色美食 （示范） 店、体验店、旗舰
店、美食街区和美食小镇；推进夜
间文旅消费，推进“美食体验店在
浙里好玩”等活动，培育一批放心
消费实体，全面打造浙江美食品牌
IP。打造民宿品牌，持续推进文化
带沿线精品民宿招商引资和民宿集
聚区建设，组织开展精品民宿评定
推荐和等级客栈评定。

读着诗歌来宁波
顺着运河来看海

浙江诗路文化带示意图。（资料图）

“浙东唐诗之路”上的前童古镇正在创建国家5A景区。
（宁海县委宣传部提供）

浙东大运河宁波段在保护中有序开发。 （方其军提供）

景区村庄点亮四明山麓。 （方其军提供）

浙东唐诗之路藏着多少“诗与远方”。 （宁海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