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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示

记者见到余姚阳明文化研究者
计文渊时，他刚从广西考察回来。

“这两年广西、贵州等地在大力挖
掘阳明文化，各地政府都很重视，
这对我们余姚也是一种激励。”计
文渊告诉记者。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余姚高
度 重 视 阳 明 文 化 的 传 承 弘 扬 工
作 ， 积 极 探 索 提 升 文 化 软 实 力 、
发展文化旅游、塑造城市形象的
路径，也与贵州、江西、福建、广
东、湖南等地进行了广泛深入的阳
明学术交流。

为举行王阳明诞辰 550 周年纪
念活动，眼下，余姚正紧锣密鼓地
开展筹备工作。

在硬件建设上，余姚将继续

推 进 阳 明 古 镇 的 后 期 工 程 。 今
年，府前路历史文化商业街区二
期和武胜门阳明文化商业街区的
征收工作已启动，其中，府前路
街区将征收 4 万平方米，武胜门
街区将征收 4.5 万平方米，待两个
街区征收完成后，将启动修缮改
造工作。

姚江书院重建工作正在不断推
进。姚江书院始建于明朝崇祯年
间，是明末清初浙东地区传播阳明
心学的“大本营”，清乾隆年间以
后逐渐衰落。业内人士认为，重建
姚江书院，是探索和挖掘余姚历史
文化底蕴的重要行动，也是将阳明
古镇打造成为“世界心学圣地”的
点睛之笔。

高山仰止

续写阳明文化新篇章

入夜，漫步余姚老城区，除

了造访历史悠久的通济桥、舜江楼，

灯火通明的阳明古镇也是当地居民和游客的

好去处。梁弄大糕、文创雪糕……穿过熙熙攘攘

的街道，人们可以在特色餐馆里享受美食，还可与

三两好友在姚江边吹风赏景、聊天畅饮，听着店家的

吆喝声、街头驻唱的歌声，在古色古香的环境中享受

城市的夜生活。

去年5月正式投入运营的阳明古镇府前路历史文化商

业街区，是余姚倾力打造的综合性休闲文化旅游胜地。

阳明街道、阳明中学、阳明公园、阳明路……在余姚，

与王阳明相关的城市符号随处可见。作为“立德、立功、立

言皆居绝顶”的大家王阳明的故里，余姚深入开展文化基

因解码工程，始终坚持把阳明文化浸润到文化强市建设的

方方面面，持续推进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

阳明文化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市场经济相契合，既推动

产业经济发展，又滋养地方精神气质，彰显“余山姚

水、阳明心城”新魅力。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而历史长河所承载的文化

名人，更是一座城市文化命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是王阳明诞辰 550 周年，记者走进余

姚，探寻阳明故里的文化底蕴。

记 者 郁晶莹 孙吉晶
实习生 王诗涵
余姚市委报道组 劳超杰

“刚开业时，入驻的商户还比
较零散；发展至今，阳明古镇的商
业圈已经成型，运营氛围很好，业
绩也很稳定。”阳明古镇运营方负
责人孙林表示。

阳明古镇核心区由“一山二街
区”组成，即龙泉山历史文化风貌
区、府前路历史文化商业街区、武
胜门阳明文化商业街区，总规划用
地面积 529 亩，目前开业的府前路
历史文化商业街区系阳明古镇首期
项目。

阳明古镇将阳明文化与市民生
活深度融合。行走在古镇内，路边
的商铺、书店，随处可见阳明文化
的艺术元素。自去年“五一”开街
以来，阳明古镇府前路历史文化商
业 街 区 的 客 流 量 已 超 过 500 万 人
次。这个夏季，单日客流量在 1 万
至 1.5 万人次，春节最高峰的单日
客流量为 6 万至 7 万人次。阳明古
镇，已成为当地居民日常休闲的首
选之地。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阳明
故居与阳明古镇首期项目相去不
远。1989 年，王阳明故居修缮工
程 启 动 ， 2007 年 开 始 对 外 开 放 。
王阳明故居将阳明先生的家谱世
系、生平、足迹、战功、书法、学
说、学术传承等内容向游客详细展
示。记者在现场看到，故居内游客
三五成群，驻足细读阳明先生的生
平事迹。

“我是从湖南张家界过来的，
这已是第三次带儿子来参观了，想
让他更多地了解王阳明的学说。”
游客周银华说，她觉得了解阳明先
生的生平事迹和思想精华，对孩子
的学习和未来发展会有所帮助。来
自河北的侯国华表示自己是“慕名
前来”，“我一直以来就对阳明心学

很感兴趣，之前也去过阳明先生龙
场悟道的地方，今天刚好出差来
姚，就过来怀古论道、瞻仰先贤”。

在阳明故居入口处的阳明书
坊，记者看到，这里除了与王阳明
相关的书籍，王阳明诞辰 550 周年
的文创产品也已经亮相，明信片、
文化衫、扇子、雨伞等产品多种多
样。该店负责人莎莎告诉记者，阳
明书坊已经注册了“良知创物”商
标，并在线上开设了微店。“前来
故居参观的都是对阳明文化感兴趣
的人，平时我们也会组织一些读书
会和手作培训课，邀请专家、老师
来讲课，让喜爱阳明文化的人聚集
在一起交流、分享。”她说。

据了解，阳明故居对外开放以
来 ， 已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约 400 万 人
次。除了全国各地阳明爱好者的自
发来访，阳明故居还与宁波诺丁汉
大学等多所学校建立起常态化的研
学合作关系，成为学子学习阳明文
化的一个基地。“我们还自主研发
了‘相由心生’的研学项目，也经
常与面塑、剪纸等非遗手工相结
合，吸引更多人前来体验阳明文
化。”阳明故居管理人员表示。

从 2015 年开始，余姚连续 7 年
在王阳明诞辰日举办“阳明文化
周”系列活动，推出学术讲座、学
术研讨会、文化活动、实践活动
等，以丰富的形式，将阳明文化的
传播系统化、规律化。今年，余姚
还成立了阳明读书社，希望以此进
一步传承阳明思想，擦亮余姚作为

“阳明心城”的书香底色。
“从文艺作品、文创产品到文

化产业，阳明文化作为一种核心标
识，实现了多元化呈现，让其真正
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余姚市文
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阳明印记

城市文化的“金名片”

2017 年起，余姚大力提倡阳
明文化“六进”，即“进机关、进
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
网络”。通过制度建设、企业文化
熏陶、教育办学等，阳明文化对当
地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远影

响。
王阳明曾在 《咏良知四首示诸

生》 中 吟 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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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才能唤醒内心深处的良

阳明文化“六进”

润物无声风化于成

知，让每个人
都拥有强烈的
道德自觉呢？
2012 年 ， 余
姚在全国率先
试点“道德银
行”。“道德银

行”是一项村民
道德表现量化管
理制度，以无形
道德作为信贷资

本，帮助有创业需
求的村民解决启动
资金短缺的问题，
让村民明白“做好
人有回报、讲道德

有回报”。自 2012 年
以临山镇邵家丘村为
试点推行以来，“道

德银行”这项村民道德表现量化管
理制度已在余姚施行了 10 年。

阳明心学不仅是一门“致广大
而尽精微”的心灵哲学，更是一种

“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行动哲学、
实践哲学。在余姚，为数不少的本
土企业家是阳明文化坚定的拥趸，
他们认为：企业的创新，更应从

“良知”出发，每一次创新都应着
眼于为人类带来福祉、喜乐、效率
和便利。综合光学产品制造商舜宇
的负责人叶辽宁认为，正如心学是

“心灵之学”，企业文化建设的重点
也是“人心”的建设。“阳明心学
的‘致良知’给了我们很大的启
发，我认为‘良知’就是赋予生命
更大的激情，而我们公司从二光厂
起步创业，经历了 2008 年的金融
危机，发展至今，所依靠的正是一
股创业的激情。”他说。宁波佳音
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将“人心向
善、视人为人”作为企业文化，意
在探索共享发展、公平创业、开放
分享的发展之路；浙江大丰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则以“诚恳做人，踏实
做事”作为企业精神，始终把“致
良知”放在首位，坚持“以人为
本，客户至上”的管理思路。

王阳明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

他十分重视“立志”教育，认为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余姚
也致力于从教育角度普及阳明文
化，打造“幸福教育”品牌，培植
教育之根，传承阳明星火。

自去年 6 月起，余姚市教育局
牵头组建了一支由专家学者、一线
教师组成的复合型创作团队，历时
一 年 ， 分 组 编 写 了 《图 说 阳 明》

《寻迹阳明》《感知阳明》《品读阳
明》 4 本以阳明文化为主题的地方
教材。余姚市教科所所长郑水军介
绍，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年龄特
点，4 本教材的内容各有侧重且有
序递进。“幸福是王阳明思想非常
重要的组成部分，阳明心学就是幸
福心学。”他告诉记者，余姚旨在
打 造 “ 基 于 文 化 底 色 的 幸 福 教
育”，其中的核心便是阳明文化。
当前，阳明文化正以孩子们喜闻乐
见的方式融入校园生活。当地教师
团队还创作了 《良知在我心》《点
亮心灯》 等 5 首以阳明文化为主题
的歌曲，并由孩子们出镜拍摄了歌
曲 MV，让孩子们在吟唱中熟记阳
明文化、理解阳明文化。

余姚还着力培养了一批本土阳
明学研究人才，在国内外崭露头
角。据余姚市社科联专职副主席黄
士杰介绍，该市已经连续多年开展
以阳明文化为主题的征文活动，并
将优秀的论文和文章编纂成册；多
次承办阳明文化的讲座或研讨活
动，邀请吴光、陈来、周月亮等
一批知名学者和民间研究者传习
分享。余姚市社科联秘书长谢建
龙 则 是 阳 明 文 化 的 积 极 传 播 者 ，
经常进机关、企业、学校开展阳
明文化讲座。自 2016 年起，他在
喜马拉雅 APP 上创作运营了一档
讲 述 王 阳 明 故 事 的 音 频 系 列 节
目。记者登录喜马拉雅 APP 查看
发现，这档节目已经有了 30 多万
的播放量。“一开始是请人配音，
现在发现自己讲述也有很多人听，
感觉越来越得心应手了，最近我还
计划开一个抖音号来讲解阳明文
化。”谢建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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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市品质办负责人说，目前
姚江书院重建方案已经成型，建筑
规模约 2.1 万平方米，包括书院本
体、书院学舍和王阳明纪念馆等，
方案已通过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
物局及余姚文物局审查，正在办理
规划许可手续。

在文化产业上，余姚目前正在
紧锣密鼓地筹备今年“阳明文化
周”的系列活动，加快文创产品的
开发和阳明元素的产业发展；在学
术资源方面，余姚将继续整合阳明
文化研究机构，组织开展王阳明诞

辰 550 周年阳明文化研讨活动，筹
建阳明文化资源库等。

以“打造阳明故里、心学圣
地，成为国内阳明文化建设高地”
为目标，作为阳明故里的余姚将继
续推进阳明心学思想的研究挖掘、
传承弘扬和创造转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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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工作模式，做好
阳明文化研究成果转化文章，形成
独具特色的工作品牌，为余姚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地提供文
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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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文创产品。
（王诗涵 孙吉晶 摄）

王阳明故居前矗立的牌坊王阳明故居前矗立的牌坊。。
（（通讯员通讯员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