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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崇年先生曾说，“历史不是
一两个人，是几千年人类经验的
总结。”那么，对于宁波三江口建
城 1200 年，他又有哪些独到的见
解？10 月 8 日晚，他与宁波市民
分享了自己的观点。

阎崇年说，自己曾看到一本
地图集，介绍宁波山水秀美、历
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人文自
然资源相得益彰。其中提到，宁
波的特产有茶叶、蚕茧、毛竹、
草席、柑橘、水蜜桃、榨菜等，
还有特色宁波菜。对此，他表示
这份资料并不完整，宁波是东南
沿海城市，面朝大海，有着丰富
的海产品，更有着深厚的海洋文
化。

阎崇年认为，中华文明由五
种文化形态组成，分别是中原的
农耕文化、西北的草原文化、东
北的森林文化、西部的高原文化
和沿海的岛屿海洋文化。其中，
海洋文化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说：“我是山东蓬莱人，从 小
就 生 活 在 海 边 ， 入 夜 能 听 到 大
海 的 浪 声 ， 几 乎 天 天 与 大 海 为
伴 ， 对 大 海 有 着 特 殊 感 情 。 因
此 ， 对 同 样 位 于 海 边 的 宁 波 也
充满了感情，渴望了解这里的海
洋文化。”

宁 波 属 于 什 么 文 化 ？ 他 认
为，宁波肯定不属于草原文化、
高 原 文 化 ， 也 不 像 东 北 那 样 ，
森 林 一 望 无 际 。 宁 波 人 种 地 ，

因公务原因，著名作家熊召
政无法亲临论坛现场，他委托著
名作家、诗人、散文家，湖北省
作 协 副 主 席 徐 鲁 ， 进 行 了 题 为

《衣冠南渡与江南读书人》 的主题
演讲。

在演讲开始前，熊召政给主
办方发来了一段视频，他说自己
花了十几天时间，完成了 《衣冠
南渡与江南读书人》 这份讲稿，
分别从历史上的三次衣冠南渡，
来述说江南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
者，特别是明之后，江南文化达
到高峰。

主题演讲从中原文化引入。
中 原 是 中 华 文 明 的 发 源 地 ， 从
夏、商、周到秦、汉，以及唐、
宋、元、明乃至清朝，大多定都
于 中 原 。 在 秦 岭 、 太 行 山 和 燕
山 山 脉 的 两 侧 ， 以 及 有 着 众 多
支 流 的 黄 河 中 下 游 两 岸 ， 皆 为
中 原 的 范 畴 ， 涵 盖 今 天 的 陕
西 、 山 西 、 河 北 、 河 南 、 山 东
诸 省 。 除 了 奠 定 江 山 社 稷 的 中
央 政 权 ， 孕 育 中 华 文 化 思 想 内
核 的 先 秦 诸 子 百 家 ， 也 大 多 诞
生于中原。古人说“得中原者得
天下”，是因为这里人口稠密、人
才辈出、交通发达、物产丰富，
占据了中原，就取得了号令天下
的绝对优势。

在历史上，中原不仅仅是一
个 地 域 概 念 ， 更 是 一 个 文 化 象
征。从商代开始，在它的首都朝
歌，就可以获得丰富的物质生活
以及高级的精神享受。这是一片
政治色彩非常浓郁的土地，圣贤
们要么掌控了国家的权力，要么
拥有了化育苍生的能力。

在中华大地上，还有没有另
外的地方能与中原媲美呢？有！
这个地方就是江南。在熊召政的
记忆中，少时读唐诗，有两首诗
读一遍就记住了，第一首是白居
易的 《忆江南》：“江南好，风景
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
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第二
首是杜牧的 《江南春》：“千里莺
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
朝 四 百 八 十 寺 ， 多 少 楼 台 烟 雨
中。”

“因为白居易 《忆江南》 表达
的缱绻深情，我想到了张若虚的

《春 江 花 月 夜》， 想 到 了 柳 永 的
《望海潮》。无论是富春山居，还
是钱塘江潮；无论是剡溪访友，
还 是 枫 桥 夜 泊 ， 都 令 我 心 向 往
之。因为杜牧的 《江南春》，我又
想到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
州’的李白，想到了‘山重水复
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陆

游。南朝以及后来历朝建于江南
的 重 要 寺 院 ， 我 差 不 多 参 访 过
了，无论是‘悲欣交集’的李叔
同 ， 还 是 ‘ 僧 衣 葬 我 ’ 的 苏 曼
殊，都让我体会到了沉浸在晨钟
暮鼓里的诗意。后来，又读到唐
代韦庄的 《菩萨蛮》：‘人人尽说
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
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
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
还乡须断肠’⋯⋯”通过熊召政
对历代诗人作品的梳理，不难发
现 ， 中 原 是 读 书 人 心 中 的 “ 故
国”，而江南则是他们念想的家
园，或者更诗意一点说，江南是
中国文人的梦，是他们心中温暖
的乡愁。

熊召政指出，江南作为一个
地理概念，有很大的伸缩性。从
广义上讲，它是长江以南地区，
但人们从心理上接受的则是狭义
的江南。最为明显的江南概念始
于唐贞观元年 （627 年），当时天
下分为十道，其中有江南道，范
围 仅 限 于 长 江 中 下 游 ， 不 包 括
今 天 的 浙 江 ， 那 个 时 候 的 苏 杭
一 带 属 于 浙 江 西 道 。 如 果 回 溯
历 史 可 以 发 现 ， 行 政 区 划 的 江
南 、 地 理 范 围 的 江 南 、 文 人 心
中 的 江 南 ， 这 三 者 不 尽 相 同 。

“我心目中的江南是文化范畴的
江南，同一种文化的根脉，同一
种人性的历史，注定了文化的唯
一性和特殊性。”

江南在 5000 年的中国历史上
是气候最好的地区，不是没有灾
难，而是没有经历过那种灭顶之
灾 ， 四 季 分 明 ， 冬 有 雪 、 夏 有
雨，气温最高也是雨水最为充沛
的季节，日照和雨水保证农作物
茁壮成长。“苏湖熟，天下足”，
从 宋 朝 起 ，“ 国 家 根 本 仰 给 东
南”，此后江南一直是国家的经济
中 心 。 温 和 的 气 候 ， 充 足 的 水
源，宽阔的平原，绵延的丘陵，
使江南成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
区之一，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
江南的人口在不断增加，中原的
战乱，也往往给江南带来繁荣的
福祉。

宁波人熟悉的历史名词、也
就是演讲主题中的题眼，是“衣
冠南渡”。对于江南来说，它意味
着文化的升华、人口的红利。这
个词出于唐代史学家刘知己 《史
通·邑里篇》，原指西晋末年天下
大乱，大批中原士族随着晋王室
背井离乡，迁徙到江南居住。此
后，这个词语成为熟典，专指为
躲避战乱的中央政权在中原无法
坚持而搬迁到江南，随行有大量

10 月 8 日，作为第七
届浙江书展的主论坛，由
中共宁波市委宣传部主
办、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
承 办 的 “2021 天 一 阁 论
坛”精彩亮相。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
血脉。城市，和文化相生
相依。此次天一阁论坛的
主题是“城市文化：传承
与发展”。宁波自三江口建
城，至今已有1200年的历
史，浙东学术文化博大精
深，海洋文化源远流长，
藏书文化享誉四方……城
市的文化传承和发展，赋
予城市温柔和坚韧的骨
骼，形成了独属于宁波的
城市文化性格。

论坛主讲嘉宾之一，
是著名历史学家阎崇年，

今年已88岁，为北京社会
科学院研究员，被誉为央
视 《百家讲坛》 的“开坛
元勋”。在论坛现场，他带
来 《宁波：海洋文化的三
世辉煌》主题演讲。

另一位嘉宾徐鲁，是
著名作家 、诗人 、散文
家，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先后出版诗集、散文集60
余 部 。 他 代 著 名 作 家 、
诗人 、学者熊召政进行
了题为 《衣冠南渡与江
南 读 书 人 》 的 主 题 演
讲，讲述千百年来江南
文 人 的 文 化 风 骨 和 情
结 。 虽 然 不 能 亲 临 现
场，熊召政通过视频表达
了对浙江书展的祝福，以
及对天一阁那份独特的情
感。

浙江书展主论坛探讨、讲述

“城市文化：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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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 到 农 耕 文 化 里 也 有 道 理 ， 但
宁 波 最 主 要 的 特 点 是 海 洋 文
化 。“ 何 谓 ‘ 三 世 ’？ 就 是 过
去 、 现 在 、 未 来 。 在 我 看 来 ，
宁波海洋文化的‘三世’都能用
辉煌来形容。”

阎崇年现场做了破题。他举
例说，考古发现，余姚 8000 多年
前的井头山遗址中，出土有大量
的 贝 丘 ， 那 是 与 海 洋 文 化 相 关
的 直 接 证 据 。 唐 代 的 宁 波 叫 明
州，唐长庆元年 （821 年），明州
在三江口建子城，为其后 1200 年
宁波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明
州港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国际贸易
基地，往东北，可到日本和朝鲜
半岛，往东南可抵东南亚。唐代
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是
明州，有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跟
宁波有关，譬如遣唐使。“日本的
遣唐使，在哪上岸？就在宁波。
上岸以后，通过陆路再到长安，
最 后 遣 唐 使 又 是 从 宁 波 回 归 日
本。所以在唐代，宁波已经是国
际 经 济 文 化 交 流 的 一 个 大 港 口
了，对于中华文化对外交流有重
大的贡献。”

宋时，海洋文化也是宁波文
化的一大亮点。那时的宁波设有
市舶司，继续成为江南地区非常
重要的港口。宁波制造的万斛神
舟曾远赴朝鲜半岛，当地人看到
后万民欢呼，其实质就是一种文
化震惊，“宋朝的造船业居于国际
领先地位，宁波又在中国居于领
先地位。”

“宋代宁波的文化特别繁荣，
有例为证，南宋时宁波的进士一
共 是 983 位 ， 这 是 不 得 了 的 事
情。”阎崇年表示，有这样发达的
经济、丰富的文化，培养出大儒
王应麟、诞生了 《三字经》 这样
的不朽作品，不足为奇。“此外，
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又东传到
日 本 ， 对 日 本 产 生 了 重 大 的 影
响，所以海洋文化在宋代可以说
是宁波文化的亮点。”

阎崇年还介绍，忽必烈曾组
织了庞大的军队，欲攻打日本。
从哪儿出发？就从宁波出发。但
忽必烈不懂海洋文化，以致吃了

大亏。
到了明代，明州改名宁波。

明初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宁
波不仅制造船只，更多次为船队
补 充 给 养 。 明 代 中 晚 期 ， 戚 继
光 、 俞 大 猷 等 将 领 先 后 在 宁 波
抗 倭 。 在 阎 崇 年 看 来 ， 生 长 在
海 边 的 戚 继 光 ， 由 于 自 身 对 大
海 的 熟 悉 ， 为 击 败 日 寇 提 供 了
有 利 条 件 。“ 戚 继 光 也 是 山 东
人 。 有 一 场 战 役 ， 戚 继 光 趁 退
潮的时候，带领官兵上岛，迅速
把倭寇消灭了，又在潮涨之前退
回来。完全利用潮汐的原理打败
了倭寇。”

“近代，宁波更是涌现了邵
逸 夫 、 包 玉 刚 这 样 的 优 秀 人
才 ， 包 玉 刚 还 被 称 为 ‘ 世 界 船
王’。他们的成就，与宁波悠久
的海洋文化密不可分。”阎崇年
说。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成为全
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之一，宁波
人锐意进取，再次迸发活力，先
进的制造业、繁荣的对外贸易、
发达的民营经济⋯⋯使宁波成为
长三角一颗璀璨的明珠。”因为有
海洋和港口，宁波的国民生产总
值在 2018 年就突破了万亿元。阎
崇年说：“有一次我到北仑港参
观，这是一个天然良港，港域大
部分水深在 50 米以上。现在宁波
舟山港一体化，完成货物吞吐量
连续 12 年保持全球第一，这充分
说明宁波城市的特点，是和海洋
文化息息相关的。”

“宁波海洋文化的过去和现在
都谈了，我推断今后 500 年，人
类的竞争将集中在两方面，一个
在天上，一个在海上。天上就是
太空，海上就是深海了。谁在这
两方面占有优势，谁就在世界经
济和政治上占有优势。”往海上发
展，为宁波的未来提供了天赐良
机。阎崇年表示，有发达的经济
作为支撑，宁波文化特质中的海
洋文化就有了巨大的发展前景。

“宁波人聪明、勤奋，富有创新精
神，如果能继续做好海洋文化的
文 章 ， 将 来 一 定 会 有 更 大 的 收
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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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官僚及贵族。
在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衣

冠南渡，一共发生过三次。第一
次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第
二 次 是 唐 由 盛 转 衰 的 “ 安 史 之
乱”，第三次是导致北宋崩溃的

“靖康之乱”。这三次衣冠南渡，
前后相隔 800 余年。政权及士庶
的大规模南移，使中国的经济中
心最终也从中原地区转移到了江
南地区。

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形成了
两 个 中 心 。 在 北 朝 ， 以 儒 家 为
主、道家为辅的中原文化，遭遇
了空前的挑战，留在中原的士族
为求生存，不得不放下身段，与
统治者小心翼翼地沟通和交涉。
优雅的君子变成了难民，中原的
士族几乎消失殆尽。但这个时期
的南朝，皇帝多是汉人，在中原
遭到摧残的汉文化，反而在江南
得到了很好的保存、传承和蓬勃
发展。“我们今天说的中华文化，
是中华大地上所有民族共同创造
的文化，但无可否认，中华文化
的主干是汉文化，它最初的摇篮
在中原，衣冠南渡以后，江南沉
积了汉文化的根脉。如果说中原
是汉文化的原乡，江南则是汉文
化的第二故乡。”这是熊召政的观
点。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进入中国
的第一次高峰，所不同的是，北
朝佛教更多保留了印度佛教的特
点，南朝佛教不再存在于山野，
更多的进入了城市。中原和江南
两地的统治者，接受佛教表现出
不同的特点，北朝更多的是选择
了继承，南朝更多的是选择了创
新。

800 年的衣冠南渡让江南成
为第二个文化高地，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中国文人的政治情结在
中 原 ， 文 化 情 结 却 在 江 南 。 这
一 点 在 南 宋 时 期 表 现 得 尤 为 突
出 。 比 如 ， 出 生 于 越 州 山 阴 的
南宋大诗人陆游，1 岁时，北宋
灭 亡 了 ， 第 三 次 衣 冠 南 渡 贯 穿
了陆游整个的童年和青年时代。
因为宋金南北分治，陆游一生没
有去过中原，85 岁去世那年，写
下了著名的绝笔诗 《示儿》。比
陆游晚生了 129 年的赵孟頫，是
宋 太 祖 赵 匡 胤 的 第 11 世 孙 ， 早
就成了地地道道的吴兴人。真正
让 他 体 会 到 亡 国 之 痛 的 是 南 宋
的 灭 亡 。 这 位 名 垂 千 古 的 大 艺
术 家 ， 反 省 自 己 的 家 国 之 恨 ，
写了一首 《岳鄂王墓》，中间两
句 是 ： 南 渡 君 臣 轻 社 稷 ， 中 原
父 老 望 旌 旗 。 熊 召 政 认 为 ， 他

们 对 于 中 原 ， 都 有 着 绕 不 开 挥
不 去 的 乡 愁 ， 这 个 “ 乡 愁 ” 既
联 系 着 个 人 的 命 运 ， 更 附 着 于
社稷。

皇帝级的江南文人，非南唐
后主李煜莫属了。当了俘虏的李
煜，被押解到汴京。北地的奢华
又怎能与南地的胭脂相比？深沉
的去国怀乡之痛，让李煜写下了
好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虞美人》
是他生命中最后一首词：春花秋
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
夜 又 东 风 ， 故 国 不 堪 回 首 月 明
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
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
春水向东流。

南 宋 之 后 ， 政 治 中 心 的 南
移，以及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江
南文化成为中华文化中最为炫目
的彩霞。南北朝时期应运而生的
佛教信仰，以及南渡君臣带来的
中原的风雅，是江南文化蓬勃发
展的两大支柱。江南仿佛是一片
温润的田野，吸纳着来自不同区
域、不同族群的文化雨露。在熊
召政看来，“第一次衣冠南渡之
后，江南在学习中博采众长。而
第三次南渡之后，江南文化不断
丰富、超越。一座又一座新的文
化圣殿建立起来，它们首先是寺
庙，然后是书院，是道观，是茶
楼，是秦淮河两岸的瓦肆勾栏，
是西湖岸边的画舫和红馆，是绍
兴的山阴道，是苏州的香雪海，
是扬州的平山堂，是宁波的天一
阁。”

说到宁波天一阁，绕不开它
的 创 建 者 范 钦 。 范 钦 一 生 好 读
书，从博览群书到收藏群书，直
到 创 建 天 一 阁 。 范 钦 的 藏 书 选
择，一是“厚今薄古”，二是当代
史志为收藏重点。在江南读书人
或者说江南文人这个群体中，范
钦的贡献是独特而杰出的。他热
衷于收藏当代文人的著作、史事
文集，这是何等的远见卓识。“他
是收藏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收
藏江南历史的一片星空。”熊召政
认为，范钦家境殷实，却没有把
金钱传给子孙，而是修建了千古
不朽的天一阁。书香中可以看到
人格美，也可以看到家国情怀和
社会美。“这与如今正在探索的

‘ 在 共 同 富 裕 中 实 现 精 神 富 有 ，
在现代化先行中实现文化先行’
的道路，是一脉相承的。只要天
一阁的书香在，这绿水青山中的
每一座城市、每一处乡村，有书
香滋润，江南的锦绣就会永远存
在！”
（照片由天一阁博物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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