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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王安石的文化作品不断增加。 主题游线将极大推动王安石文化的推广与普及。 现有景点亟须提升王安石文化的体验感。 王安石文化正得到越来越多的市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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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宁波安石文化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的初步设
想是：围绕“治鄞三
年”这一核心，打响宁
波作为“王安石改革思
想起源地、治国名相出
发地、文学大家发轫
地”的城市品牌，使王
安石文化成为我市最具
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文
化标识之一。

记者 张正伟 苟雯

“治鄞千日，影响千年。”昨天是王安石诞辰 1001 周年纪念
日，作为当年王安石在宁波为官理政的重要活动地，海曙和鄞州分
别推出王安石主题游线。

“戊子王公，始治于明。丁亥孟冬，刻漏具成⋯⋯”昨天下
午，在巍巍鼓楼前，“王安石”当起了导游，带领海曙广济中心小
学的学生和家长，从当年写下 《新刻漏铭》 的地方出发，开启沉浸
式“寻宋之旅”。

而在东钱湖畔，“跟着王安石游鄞州”主题游线也正式推出。
“太白问道”和“钱湖秘境”两条游线，不但带领游客探寻王安石
勤勉爱民的故事，更是在美丽风景中回味他对宁波发展的贡献。

“传承保护+活化利用”，宁波开展安石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以来，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大力推进文旅融合，把挖掘出来的王安石
故事转化成“文化+、旅游+、体育+”等体验，让王安石更加可
感、可知、可“追”。

昨天下午，在鄞州书城，一
场主题为 《勇者的抉择——兼谈
王安石与鄞县情缘》 的讲座让前
来听讲的市民如沐春风。

“王安石为自己的女儿取名鄞
女，这让我很惊讶，可能是想呈
现他的政治抱负以及对这片土地
的深情吧。”在讲座开始前，鄞州
阅读马拉松获奖选手畅谈自己对
王安石文化的感想。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王安
石这位宋朝“公务员”的故事和
诗文一直在宁波广为流传。“王安
石治鄞三年，走遍了这里的山山
水水，这片‘山水’本就有‘大
文 章 ’。” 同 济 大 学 中 文 系 副 教
授、硕士生导师崔铭告诉记者，
要让王安石的文化传播更有影响
力，需要深入挖掘王安石当年留
下的文学作品。

在 《鄞县经游记》 里，就记
载 有 “ 余 自 县 出 ， 属 民 使 浚 渠
川 。 至 万 灵 乡 之 左 界 ， 宿 慈 福
院”“游天童山，宿景德寺”等与
鄞县各地有关的内容。在崔铭教
授看来，《鄞县经游记》 更像是王
安石写的一本“工作日志”，里面
提到的一个个地点，都可以成为
传播安石文化的落脚点，“比如之
前记载的鄞县县衙的西侧有一个

小花园，作为读到这篇文章的游
客，肯定希望亲眼看到故事的发
生地”。

“对旧址重新修复、立碑，不
仅能与王安石诗文里的记载相映
照，也可以让后人跟随这位政治
家、文学家的脚步，了解更为厚
重的宋韵文化。”在浙大城市学院
历 史 研 究 中 心 副 教 授 仝 相 卿 看
来，王安石文化的传播，应该在
宋韵文化这个框架之内，将宋韵
文化传世工程打造成读懂王安石
的一个有力载体。

谈 起 王 安 石 文 化 ， 仝 相 卿
说，与之有关的学术研究相对来
说比较“小众化”，市民和游客想
更多地“邂逅”王安石，仅仅通
过书本还不够。“作为唐宋八大家
之一，王安石主政鄞县留下了许
多诗文，以这些诗文为基础，我
们可以举办诗词大会，让更多人
参与进来。”仝相卿说，我们可以
筹建王安石纪念馆，将之打造成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用更多的图
像、视频资料，让游客全面了解
王安石与鄞县的故事。

此外，站在宋朝的维度上来
看，鄞县乃至宁波的经济发展、
文化繁荣甚至对外交流的兴盛，
正是依托一批以王安石为代表的

勤政爱民的官员打下的基础。相
关学者和业内人士建议，“以东钱
湖、史氏家族墓地为基点，可以
串 联 起 许 多 与 王 安 石 有 关 的 内
容。”

时 下 ， 海 曙 正 打 造 “ 在 海
曙·看见宋韵”品牌矩阵，将王
安石文化作为宋韵文化中不可替
代的重要元素，高水平推进宋韵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努力将王安石文化品牌打造成展
示宁波“重要窗口”独特韵味、
文化浙江建设成果的鲜明标识之
一 。 而 在 今 年 的 系 列 纪 念 活 动
中，除了推出主题游线外，还将
开 展 云 间 书 房 读 书 会 ， 组 织 专
家、学者结合诗词里的安石，进
一步营造浓厚的安石文化学术研
究氛围；推出 《听见安石》 首演
和 启 动 《听 见 安 石》 主 题 曲 宣
发 ， 后 续 还 将 进 校 园 、 进 街 区
等，扩大作品影响力；开展“寻
找王安石”全民互动荆公风雅市
集和竞游六门罗城迎新跑等活动。

鄞 州 区 计 划 实 施 五 大 工 程 ，
包括文化研究、文化地标、文化
标识、文艺创作和文化传播等方
面，把“王安石文化”品牌打造
成鄞州最具辨识度的地域文化标
识和宋韵文化金名片。

文化挖掘多样化，安石故事讲述更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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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治鄞三年留下的足迹王安石治鄞三年留下的足迹，，是打造王是打造王
安石文化品牌的宝贵遗产安石文化品牌的宝贵遗产。。 （（资料图资料图））

从鼓楼出发，一路走、一路
看、一路听，了解王安石任鄞县
知县时的故事；在城隍庙瞻仰王
安石塑像，细细品味王安石在宁
波留下的诗文；在灵应庙前，听
讲解员叙说王安石组织民众治水
的故事⋯⋯

“寻宋”海曙，王安石是重要
的人物。王安石治县期间，县治
就在今天的开明街附近。昨天推
出的“海曙印记·安石文化研学
路 线 ” 共 分 为 “ 鼓 楼 颂 铭 话 改
革”“郡庙怀棠忆诗书”“开办县
学 兴 教 育 ”“ 兴 修 水 利 泽 后 世 ”

“千年回望拜荆公”等五站打卡
点，让参与活动的学生流连忘返。

“沿着王安石在海曙办县学、
兴水利、促改革等历史内容，围
绕鼓楼、县学遗址、月湖等人物

元 素 点 位 ， 我 们 开 发 了 半 天 微
游、一天体验游、两天沉浸游等
研学线路，通过‘旅游+教育’的
方式，做大安石文化在学生群体
中的影响力。”海曙区文化和广电
旅游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从 小 白 村 出 发 ， 过 万 松 关 、
吉祥亭、小白岭古道，直达太白
湖 （海丝公园）、天童老街、天童
寺 ； 从 灵 佑 庙 出 发 ， 经 忠 应 庙

（王安石纪念馆）、安石岭、福应
庙 （王文公祠），到王安石公园

（半山忆·湖滨公园） ⋯⋯鄞州结
合“王安石与鄞州”宋韵文化传
世工程建设，在东吴和东钱湖打
造 的 “ 太 白 问 道 ” 和 “ 钱 湖 秘
境”两条主题游线，不但让王安
石的故事千载回响，同时“宋韵
流光”令人陶醉。

“王安石治鄞三年，其发展理
念、精神坐标、县政治理思想，
在鄞地留下绵延千年的回响，我
们希望通过主题游线的打造，不
断弘扬王安石文化的内涵，探索
宋韵文化本地化的路径和解法。”
鄞州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相
关负责人说。

“开发王安石文化资源，打响
王安石文化品牌，要坚持保护先
行和活化利用原则。”市文化广电
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海曙、鄞
州两区在今年王安石诞辰 1001 周
年 纪 念 日 前 后 纷 纷 推 出 主 题 游
线，迈出了王安石文化“走出”
书本、让文物“活”起来的第一
步，对打造宁波地域文化品牌、
提升港城文化形象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

主题游崭新亮相，安石文化“走出”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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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安石文化建设三年行动
计划的初步设想，就是围绕“治
鄞三年”这一核心，打响宁波作
为“王安石改革思想起源地、治
国 名 相 出 发 地 、 文 学 大 家 发 轫
地”的城市品牌，使王安石文化
成为我市最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
的文化标识之一。围绕这一总体
目标，我市相关部门将协同推进
研 究 阐 释 、 宣 传 普 及 、 保 护 传
承、转化应用等环节，形成一批
高辨识度理论成果、高站位王安
石文化展示基地、高水准王安石
文艺精品力作、高效能王安石文
化传播载体和高质量王安石文旅
产城融合项目。

据悉，我市将加大王安石文
化基因解码，强化内涵挖掘，开
展王安石施政品德、廉
政实践、改革精神、文
学成就、教育理念等系

列子课题研究；强化数智赋能，
建设一套图谱丰富、特质鲜明、
使用便捷的王安石文化数字基因
库；强化价值转化，以时代精神
激发文化遗产活力。实施王安石
文 化 地 标 塑 韵 ， 打 造 “ 钱 湖 宋
韵”王安石文化圈，打造“千年
书香”王安石崇学文化带，打造

“在宁波，对话安石”王安石文化
全域传承景观群。推动王安石文
艺精品攀高，提炼王安石精神文
化内涵，通过多种文艺形式创作
王安石文艺精品；精心设计群众
喜闻乐见的活动载体，增强王安
石文化可感度，丰富向上向善的
精神滋养。

此外，我市还计划加大王安

石文化传播力度，举办王安石文
化节，借力宁波读书月、海丝之
路文旅博览会、宋韵文化周、浙
江 书 展 等 现 有 重 大 文 化 活 动 平
台，加大王安石文化元素植入。
强化王安石文旅产业链互动，通过
技术更新、模式转换、业态升级，推
动文、旅、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
将王安石文旅线路开发与“精特
亮”创建、全域旅游、美丽乡村等工
作有机融合，面向不同受众群体精
准研发文旅研学产品。强化产业衔
接，鼓励和引导社会主体通过文
创产品开发、数字产品开发、场
景应用开发、网络游戏开发、服
务新业态开发等方式延伸文化价
值链、提升产业支撑力。

加大创造性转化，让王安石更好“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