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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红娟 宁波大学外国语学
院教授、浙东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设置独
立二级标题阐述“增强中华文明
传播力影响力”问题，并就此作
出了重要部署，强调要“坚守中
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
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
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
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
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
国 际 话 语 权 。 深 化 文 明 交 流 互
鉴 ， 推 动 中 华 文 化 更 好 走 向 世
界”。去年初，宁波市委、市政府
印 发 《宁 波 市 加 快 发 展 海 洋 经
济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行动
纲要 （2021—2025 年）》，通过十
二项行动对海洋经济的中长期发
展作出部署，力争尽快将宁波建
成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加快提升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影响力。党的
二十大报告“增强中华文明传播
力影响力”章节为宁波实施海洋
文化交流繁荣行动提供了纲领性
指导，给我们的增强宁波文化国
际传播力工作带来了三方面重要
启示。

擦亮宁波文化名片，打
造多模态国际传播平台

开发“海洋文化交流中心”
城市功能，需要进一步擦亮宁波
文化金名片。灿若繁星的文化遗
迹和大量历史价值高、文化内涵
深 刻 、 地 域 特 点 鲜 明 的 文 化 遗
产，是展现宁波优秀传统文化的

“重要窗口”，是将宁波建成全球
海洋中心城市之“海洋文化交流
中心”的重要依托。我们不仅需
要系统挖掘海洋文化遗址和历史
文化名镇、名村及文保单位等的
海洋记忆要素，也需要厘清浙东
唐诗、宋韵文化、浙东蒙学和明
代心学等具有明显宁波辨识度的
传统文化的概念、内涵和意义，
切实推进“文化基因解码工程”
和中华文明宁波标识行动，凝练
具有宁波特色的“精神标识”，打
造 具 有 宁 波 属 性 的 叙 事 话 语 体
系，通过“数说”和图解的生动
方式，直观呈现宁波“海洋文化
密码”。

探索宁波文化国际传播“流
量密码”，则需要用足、用好中外
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资源，着力
打 造 多 模 态 国 际 传 播 平 台 。 首
先，需要宁波自有英文广播电视
栏目积极参仿浙江国际频道、中
国浙江、印象浙江英文网及中央
媒体平台 CGTN、新华网、央视
频、国际在线等主流媒体用外语
讲好中国故事的机制，需要主动寻
求与 BBC、PBS 等国外在地媒体机
构的合作机会，也需要与国外主流
社 交 媒 体 Facebook、Instagram、
Twitter、YouTube、Buzzfeed 及 各
大博客网站的多元互动，搭建全媒
体传播矩阵。其次，要充分利用元
宇宙、人工智能、VR/AR 等技术，
建构基于多模态场景的话语与叙
事 表 达 ， 创 新 宁 波 故 事 讲 述 方
式，开展智慧传播，全方位、多
层次、“润物细无声”地呈现可
信、可爱、可敬的宁波形象，提
升宁波国际传播能力。同时，也
应倡导、鼓励企业和个人创建海
外社交媒体账号进行宁波文化全
球宣介活动，增加国外受众接触

宁 波 文 化 、 感 知 宁 波 精 神 的 机
会，以期最大限度拓宽宁波文化
国际传播辐射面，提升宁波文化
国际影响力。

创新宁波文化叙事，拓
宽“走出去”展示渠道

以宁波市现有省级哲学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和省级智库平
台为核心力量，成体系、持续性
打造体现宁波“精神标识”，解码
宁波海洋基因、优秀传统文化基
因的系列学术研究著作与普及性
读物，与国外知名出版社开展长
期 战 略 合 作 。 用 融 通 中 外 的 语
言、优秀的翻译作品讲好宁波故
事 ， 构 建 宁 波 文 化 海 外 话 语 体
系，引导更多外国读者读懂宁波
的学术与历史文化，促进宁波和
世界各国交流沟通。中国的国际
传播是要在中外不同文化背景的
人群之间架设一座心灵沟通的桥
梁。中国外文局原副局长兼总编
辑黄友义先生呼吁，要在充分了
解国际流行话语体系和了解外国
受众的思维方式、阅读习惯的逻
辑前提下，使用外语国家流行的
鲜活用语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进行“解码”和创新性再叙事。

作为中华海洋文明的源头之
一 、 中 国 大 运 河 最 南 端 的 出 海
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地和
浙东学术文化的渊薮之地，宁波
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极大丰
富。为更直观地向全球讲好宁波
故事、提升宁波城市影响力，我
们应秉承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 原 则 ， 推 进 “ 文 化 遗 产 ＋ 产
业”模式，让遗产“活起来”“动
起来”。在此基础上拓展“走出

去”策展渠道，借助海外“宁波
帮”人士的力量，举办宁波博物
院文物藏品、宁波民间艺术、宁
波书画作品、宁波文艺作品等系
列文博展。一方面提升境外策展
的全面性、交互性与服务性，另
一方面打造面向全球受众的宁波
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此外，我
们 还 应 在 用 好 现 有 平 台 的 基 础
上，开拓潜在国际展示空间，积
极构建政府主导、企业和个人多
方参与的外向型策展机制。不仅
可以依托每年一度的中国－中东
欧国家博览会，互动式向来甬商
务人士展现宁波，同时还可以借
助浙江省举办杭州亚运会、亚残
运会的黄金机会，在杭甬两地策
划宁波文化遗产展示，彰显宁波
海洋中心城市的文化辨识度。

培养国际传播人才，借
“外嘴”讲好宁波故事

依托在甬高校与政府部门，
协力组建高端国际语言服务人才
培养联盟，加快打造一支具有跨
学科背景、由中外籍人士构成的
国际传播队伍。积极拓展外语、
国际关系、传播学、国别与区域
研究等学科专业与计算科学、数
据科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
出一批有明确政治站位、出色双
语能力、丰厚文化底蕴、内知国
情、外知世界，又谙熟国际传播
规律的复合型人才。只有了解智
能传播规律的人才，才能精准、
高效开展国际传播工作。习近平
总书记强调用战略传播思维推动
国际传播转型升级，采用贴近不
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群体受
众的精准传播方式，推进中国故

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
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增强国
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在明
确传播定位、增强国外受众用户
黏性的逻辑前提下，向世界阐释
推荐更多具有宁波特色、体现宁
波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宁波优
秀文化，优质、高效地提升宁波
文化亲和力。

宁波文化国际传播实践，离
不 开 在 甬 外 籍 人 士 的 体 验 与 言
说，创造条件吸引外籍人士加入
宁波国际传播队伍，打造“外国
人眼中的宁波”国际传播工程，
从第一人称视角向世界讲好宁波
故 事 。 精 通 国 际 传 播 对 象 国 语
言 、 熟 悉 对 象 国 情 况 及 受 众 心
理，既是在甬外籍人士的优势，
也是宁波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的
重大需求，拥有一定外籍传播人
士储备，能助推宁波文化的国际
传播力度、效度和信度。新时代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国际传播的
核心是讲好中国式现代化故事，
通过沉浸式的体验，让外国友人
观察宁波共同富裕实践、切身感
受 宁 波 的 历 史 人 文 魅 力 ， 借 助

“外嘴”讲好宁波历史文化故事、
宁波全面发展故事、宁波共同富
裕故事和宁波生态文明建设故事。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纲领引导
下，对标上海、广州、深圳、青
岛等全球海洋中心先行城市，发
动社会各界力量，通过擦亮宁波
文 化 金 名 片 、 创 新 宁 波 文 化 叙
事、培养国际传播人才，推动创
新 多 模 态 国 际 传 播 平 台 、 打 造

“走出去”展示机制和借“外嘴”
讲好宁波故事，提高宁波城市国
际影响力，相信一定能够助推宁
波早日确立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
格局地位。

提升宁波国际传播力影响力
促进海洋文化交流繁荣

童杰 宁波大学人文传媒学
院教授、浙东文化研究院秘书长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概念
脱 胎 于 “The Leading Mari-
time Capital of the world”
的英文意译，2012 年由挪威海事
展、奥斯陆海运等国际机构首次
在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报告》 中
提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概
念迅速传播，在全世界范围内受
到广泛的关注。去年 4 月，宁波
市委、市政府印发了 《宁波市加
快发展海洋经济 建设全球海洋
中心城市行动纲要 （2021—2025
年）》，目标到 2025 年，将宁波
建设成包容共享的海洋文化交流
中 心 及 景 美 质 优 的 国 际 化 滨 海
宜 居 城 市 。 到 2035 年 ， 基 本 建
成 全 球 海 洋 中 心 城 市 ， 形 成 一
批 具 有 中 国 气 派 、 浙 江 特 色 、
宁 波 辨 识 度 的 重 大 标 志 性 成
果 。 这 与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提 出
的 “ 实 施 城 市 更 新 行 动 ， 加 强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打 造 宜
居、韧性、智慧 城 市 。 发 展 海
洋 经 济 ， 保 护 海 洋 生 态 环
境 ， 加 快 建 设 海 洋 强 国 ”“ 实
施 国 家 文 化 数 字 化 战 略 ， 健
全 现 代 公 共 文 化 服 务 体 系 ，
创 新 实 施 文 化 惠 民 工 程 。 健
全 现 代 文 化 产 业 体 系 和 市 场
体 系 ， 实 施 重 大 文 化 产 业 项
目 带 动 战 略 。 加 大 文 物 和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力 度 ， 加 强 城 乡
建 设 中 历 史 文 化 保 护 传 承 ，建
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目
标相契合，为宁波创建全球海洋
文化交流中心提供了最高规格的
理论指导与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物
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不仅一
再强调“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
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

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文明
资源”，而且多次前往文化遗产积
淀丰富的省份考察调研，并就文
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用等问
题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宁波是国
家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 历 史 源 远 流
长，文化遗存丰富。据宁波文化
遗产保护网统计，当前全市有各
级文物保护单位 600 处，其中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3 处、省级
文物保护单位 87 处、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 10 处、区 （县、市） 级文
物保护单位 470 处；各级文物保
护点 1080 处，其中市级文物保护
点 147 处，区 （县、市） 级文物
保护点 933 处。又据宁波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网著录，当前宁波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选国家级
非遗名录的有 28 项，入选省级非
遗名录的有 74 项，入选市级非遗
名录的有 372 项。进一步分类发
掘、梳理、布局与保护宁波历史
文化遗产，加快构建体现宁波特
质的文化遗产体系，有助于全球
海洋中心城市建设的实施与推进。

史前文化遗产：井头山遗址
于 2020 年 5 月 发 掘 面 世 ， 距 今
8000 余年，这是中国沿海迄今发
现年代最早、埋藏最深的贝丘遗
址，对研究全球气候变化、海平
面升降等有重要意义，具有世界
文化遗产价值。此外，距今 7000
余年的河姆渡遗址，与良渚遗址
被誉为浙江史前文化的“双璧”。
宁波各地尚有鲻山遗址、塔山遗
址、田螺山遗址、傅家山遗址、
鱼 山 · 乌 龟 山 遗 址 、 下 王 渡 遗
址、大榭遗址等，数量众多、分
布广泛。随着井头山遗址的发现
与发掘，宁波在拥有 2500 年港口
发展史、1200 年中心城市建设史
的同时，还成为 8000 年以前就有
人类活动的史前文化中心，向全
国乃至全世界人民展现了海洋文

化的历史脉络。
藏书文化遗产：宋代以降，

浙江的藏书事业臻于鼎盛，其中
尤以浙东为盛，宁波则是中心。
宋代，楼钥的东楼、史守之的碧
沚 ， 坐 落 于 月 湖 之 畔 ， 遥 相 对
望，并称“南楼北史”。明代，丰
坊的万卷楼、范钦的天一阁，平
地而起，成一时“双璧”。历史
上，可考的宁波籍藏书家有 150
多位，范钦的天一阁、黄澄量的
五桂楼、徐时栋的水北阁、冯孟
颛的伏跗室、冯本怀的抱珠楼等
藏书楼至今犹存。以天一阁为代
表的生生不息的藏书精神赋予了
宁波“书藏古今”的城市文化名
片，彰显宁波城市独特文化魅力
与精神气质。

佛寺文化遗产：宁波素来有
“四明三佛地”的美称，佛寺众
多，历史悠久。天童寺始建于西
晋永康年间，是佛教禅宗五大名
刹之一，还是日本佛教主要流派
曹洞宗的祖庭，被誉为“东南佛
国”。阿育王寺始建于西晋武帝太
康三年，寺内珍藏“释迦牟尼真
身舍利”，为中国佛教“五山第
五”。保国寺始建于东汉时期，寺
内的大雄宝殿 （又称无梁殿） 为
北宋时期的建筑，是长江以南最
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建筑
之一，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很高
的 历 史 、 艺 术 和 科 学 价 值 。 此
外，尚有五磊寺、七塔禅寺、天
宁寺、雪窦山资圣禅寺、佛教居
士林、宝庆讲寺等享誉海内外。

海丝文化遗产：宁波是“海
上丝绸之路”的核心港口城市之
一，是浙东海上丝绸之路文化遗
产的典型代表，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宁波等古港口是古丝绸之路
的‘活化石’”。北宋楼异在明州
建造“高丽使馆”，该遗址位于今
宁波月湖附近。在宁波东门口有

一条“波斯巷”，北宋当地官府专
门在波斯商人聚居地设置了一个

“波斯馆”，由此得名。南宋末，
日本僧人明庵荣西资助天童寺建
造了千佛阁，留存至今。明代市
舶司遗址，位于现在宁波市海曙
区中山公园九曲廊一带。明代接
待日本使团的四明驿，在今宁波
月湖之滨的柳汀街佛教居士林，
迎宾馆则位于现在宁波中山公园
东侧。浙海关创设于清康熙二十
四年 （1685），是清代中国的四大
海关之一，遗址在现宁波市江北
区中马路 542 号。此外，宁波考
古发现的沉船包括和义路唐代龙
舟、东门口北宋海船、和义路南
宋古船、慈溪元代古商船、象山
涂茨明代古船、象山渔山“小白
礁 1 号 ” 清 代 古 船 等 ， 覆 盖 唐、
宋、元、明、清各个时期，殊为
罕见。宁波与“海丝”相关的文
化古迹还有很多，诸如三江口、
渔浦门码头遗址、明州港海运码
头、鼓楼、永丰库遗址、天封塔
等。

文化名人故居文化遗产：习
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时便十分关注
宁波历史文化，他说：“宁波历史
悠 久 ， 人 文 荟 萃 ， 文 化 积 淀 深
厚。”习近平同志还着意指出“王
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
信的切入点之一。”“黄宗羲是我
国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史学
家、文学家和教育家，是浙江历
史上的文化伟人。他所具有的民
主启蒙性质的民本思想，在中国
思想文化史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自古以来，宁波学术兴盛，文化
名人辈出，涵盖经学、史学、文
学、教育学、经济学、政治学、
科学等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涌
现出虞世南、王安石、王应麟、
黄 震 、 方 孝 孺 、 王 阳 明 、 黄 宗

羲、朱舜水、万斯同、全祖望、
蒋梦麟、杨贤江、童第周、潘天
寿等文化名人。诸多名人故居，
规模宏大，保存完整，不少还被
列入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宁波帮”文化遗产：明清至
近现代，“宁波帮”在其发展历程
中留下了诸多物质与非物质的文
化遗产，如手稿、文献、建筑、
碑刻、口头传说、商业习惯、信
仰习俗等。这些文化遗产是“宁
波帮”发展的重要见证，也是宁
波地方传统和地域精神的重要载
体。除了宁波帮博物馆、宁波帮
名 人 故 居 与 学 堂 如 叶 氏 义 庄

（江 南 第 一 学 堂）、 严 氏 山 庄 、
虞 洽 卿 故 居 、 邵 逸 夫 故 居 、 包
玉 刚 故 居 、 吴 锦 堂 故 居 等 之
外 ， 海 外 “ 宁 波 帮 ” 文 化 遗 存
也 理 当 纳 入 搜 集 、 整 理 、 研 究
的 范 畴 。 做 好 “ 宁 波 帮 ” 文
章 ， 擦 亮 “ 宁 波 帮 ” 金 字 招
牌 ， 提 升 宁 波 城 市 品 牌 的 美 誉
度 和 影 响 力 ， 增 强 宁 波 城 市 文
化 的 凝 聚 力 、 向 心 力 和 认 同
感，对加快建设宁波全球海洋中
心城市文化交流中心，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
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
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
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
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
好历史文化遗产”。宁波众多的历
史文化遗存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
贵 财 富 ， 是 宁 波 历 史 文 化 名 城
内 涵 的 重 要 体 现 。 挖 掘 宁 波 文
化 遗 存 的 价 值 ， 厘 清 其 中 的 脉
络 ， 推 动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创 造 性
转 化 、 创 新 性 发 展 ， 让 宁 波 的
文 脉 永 续 传 承 、 永 无 止 境 ， 无
疑 为 创 建 宁 波 全 球 海 洋 文 化 交
流 中 心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与
丰富的文物资源。

加强宁波文化遗产保护
创建全球海洋文化交流中心

金 鹭/文

【编者按】

2022 年 4 月 ，
宁波提出了建设
全球海洋中心城
市 的 宏 大 目 标 。
2022 年 10 月召开
的 党 的 二 十 大 ，
为宁波实现这个
目 标 指 明 了 方
向。本报特邀浙
江省哲学社会科
学重点研究基地
宁波大学浙东文
化研究院的两位
专家，结合学习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就全球海洋
中心城市建设过
程中，如何实施
海洋文化交流繁
荣问题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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