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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翠屏山中央公园开发建

设过程中，如何“保护好、传

承好历史文化遗产”至关重

要。市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通

过实地走访座谈、考察遗迹遗

存、查阅志鉴史料等方式，系

统梳理了翠屏山区块的历史文

脉、风土人情以及文化遗产资

源保护利用状况，总结提炼了

加强翠屏山中央公园文化遗产

可持续保护与活化利用的路径

对策，并挖掘了保护利用历史

文化遗产的先进典型。

邬建麟

据 《宁波市志》 记载，四明山
脉北部的东西向山脉，被姚江谷地
分割为南北两支，其中北支中心位
于慈溪市横河镇童岙村至龙山镇邱
王村一线，由海拔 500 米以下丘陵
构成，统称为翠屏山丘陵；此丘陵
西起姚江谷地，东至伏龙山尽于
海，东西绵延 40 多千米，占地面
积 421 平方千米，南北两侧分别为
三江平原、三北平原。翠屏山中央
公园即建于翠屏山丘陵，涉及余姚
市、慈溪市、江北区和镇海区 15
个镇、138 个村，其间山色苍翠、
湖山相伴，历史悠久、文化厚重，
各类遗址、人文胜迹绚丽多彩，是
宁波历史的源头和文化地标。此区
块地理区位优越、山水环境优美、
文化底蕴优质，拥有三大文化策源
地 （上林湖越窑遗址，井头山遗
址、河姆渡遗址，慈城古县城、保
国寺）、三个自然保护区 （鸣鹤-
上林湖风景名胜区、达蓬山省级森
林公园、九龙湖省级湿地公园）、
六个 4A 级景区、六个历史文化名
村，是宁波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的亮丽名片。总体来看，翠屏山中
央公园历史文化遗产资源有以下四
大特色。

一是山水资源得天独厚。翠屏
山呈东西走向，东端低丘，海拔
100 米 左 右 ； 中 部 高 而 宽 ， 海 拔
300 至 400 米，最宽处 9 千米；至
慈溪市横河镇石堰，地层下陷为东
横 河 ， 逾 河 西 端 ， 高 100 至 200
米。其南部山脊平缓，山丘众多；
北坡相对陡峭，沟谷较深，多古澙
湖演变而成的淡水湖泊。主要山峰
有五磊山、大霖山、翠屏山、凤凰
山、栲栳山、九垒山、老鸦山、桐
岭山、东茅山、西茅山、云山、鞍
山、达蓬山等 13 座，最高峰老鸦
山蹋脑岗海拔 446 米。其中，达蓬
山是中国最佳蜜源地，为世界八大
蜜 源 地 之 一 ， 是 省 级 森 林 公 园 ，
4A 级旅游景区。翠屏山区域水源
丰富，凤浦湖、窖湖、杜湖、白洋
湖、上林湖、梅湖、九龙湖、荪湖
等 50 余处湖泊水库星罗棋布，其
中 15 公顷以上的达 22 处。林地面
积达 289.96 平方千米，其中公益林
占 52.6% ， 森 林 覆 盖 率 高 达
67.2% ， 是 宁 波 杨 梅 主 产 区 ， 鸣
鹤-上林湖风景名胜区、达蓬山省
级森林公园、九龙湖省级湿地公园
等自然保护区错落其间。

二是文化遗产璀燦多元。翠屏
山区域孕育涵养了流光溢彩的宁波
传统地域文化，是宁波优秀传统文
化宝库。“上林湖越窑遗址”“井头
山遗址、河姆渡遗址”“慈城古县
城、保国寺”三大文化策源地，构
成宁波北翼文化金三角。史前文
化、海丝文化、大运河文化、慈孝
文化、商帮文化、禅道文化、红色
文化、名人文化、围垦文化、移民
文化、青瓷文化、古建筑文化、杨
梅文化等在此汇聚叠加。慈城古县
城、保国寺、大运河宁波段、香山
寺、河姆渡遗址、田螺山遗址、井
头山遗址、鲻山遗址、施岙古稻田
遗址、上林湖越窑遗址、鸣鹤古

镇、方家河头古村、五磊讲寺、达
蓬山摩崖石刻、观海卫抗倭遗迹、
中共浙东区委成立旧址等宁波文化
地标坐落其间。

三是人文古迹星罗棋布。翠屏
山区域人文荟萃，历史文物古迹众
多，或聚或散，错落于各岭岙之
间。有成片的历史文化镇村，如慈
城古镇、鸣鹤古镇以及方家河头
村、洪魏村、任佳溪村、浪墅桥
村、半浦村、龙山所村等。上林湖
越窑遗址、田螺山遗址、河姆渡遗
址、慈城古建筑群、保国寺、大运
河遗址宁波段等 6 个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星光熠熠。彭侍郎祠旧
址、虞世南故里、越国公袁韶墓、
宋塔和白云洞、灵湖和灵龙宫、伏
龙山石刻、刺史桥、下梅林庙、三
北轮埠公司旧址、祖师洞、望海
亭、月亮池、五磊讲寺、金仙禅
寺、达蓬山佛迹洞、佛迹寺、洞山
教寺、伏龙寺与莲花池、蛇打滚、
白路岭等人文古迹点缀其间。这里
还有越窑青瓷烧制技艺、徐福东渡
传说、越窑青瓷瓯乐等非物质文化
遗产。这里的名人文化影响深远，
如“一个孙家境，半部明代史”的
横河孙氏家族、“国药巨商”叶天
霖等。

四是历史底蕴深厚悠久。翠屏
山区域已发掘河姆渡文化遗址 30
余处、良渚文化遗址 10 处、钱山
漾文化遗址 2 处、马桥文化遗址 24
处、西周时期遗址 19 处、东周时
期遗址 48 处、汉代遗址 16 处。其
中，河姆渡、田螺山、施岙古稻田
遗址，有力地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
早栽培水稻的国家、长江中下游也
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井头山遗址
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沿海发现的年代
最早、埋藏最深的典型海岸贝丘遗
址，对中国海洋文化发源研究具有
重要学术价值。上林湖越窑遗址作
为唐宋时期越窑的中心遗址，是中
国陶瓷史上最重要遗迹之一，见证
了中国古代著名青瓷窑系——越窑
历 史 发 展 的 过 程 。“ 浙 东 第 一 古
刹”五磊讲寺是浙江佛教的最早发
源 地 ， 亦 是 全 国 最 早 的 寺 院 之
一。保国寺是中国南方地区保存
最 为 完 整 的 早 期 单 体 建 筑 遗 存 ，
也是传承“宋韵”文化最具辨识
度和代表性的文化遗产。慈城古
镇是中国江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
的古县城，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亚 太 地 区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荣 誉
奖。鸣鹤古镇是中国国药业发源
地 之 一 ， 被 业 内 誉 为 “ 国 药 首
镇”，鸣鹤人创办的百年老字号有
150 多家，遍布全国各地。流经翠
屏山西南麓的中国大运河·浙东
运河发挥着河海联运、中外交流
的重要枢纽作用，是推动浙东运
河 水 乡 聚 落 繁 荣 发 展 、 文 化 孕
育、景观塑造的重要水道。

翠屏山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及
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和丰厚的历史
文化资源，决定了翠屏山中央公园
对于重塑宁波大都市格局、塑造宁
波大都市形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是宁波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
的牵引性工程和标志性工程。
（作者单位：宁波市史志研究中心）

翠屏山历史文化遗产
资源特色盘点

杨 艳

总体来看，翠屏山中央公园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颇有成
效，国家、省、市、县四级文物保
护体系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体系基本形成，慈城、鸣鹤两个古
镇和浪墅桥村、方家河头村等历史
文化名村保护开发协调推进，保国
寺、河姆渡遗址、五磊讲寺等保护
利用效益良好。为了更好地实现翠
屏山中央公园历史文化遗产可持续
保护与活化利用，必须树立系统整
体、整合融合的理念，积极探索历
史文化遗产“活”起来的多样路
径，切实为宁波高质量发展增添动
力，为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提供
丰富的滋养。重点要从以下六个方
面着手。

一要坚持创新引领，在健全体
制机制上寻求突破。针对翠屏山区
域整体开发，建议成立市级层面的
翠屏山中央公园文化遗产可持续保
护与活化利用领导小组。进一步理
清文化遗产的权属关系，建立文化
遗产保护修缮投入与产权流转机
制，变遗产为资产，增强可持续保
护与活化利用后劲。加大对以文化
遗产保护和活化利用为核心的文旅
项目政策扶持和资金、人员保障力
度。相关部门在项目安排上要向文
旅项目倾斜，对文旅项目建设用地
采取灵活的扶持政策，盘活存量资
本，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本，形成多
渠道、多形式筹资的文旅投入产出
新机制。

二要坚持广查深挖，在掌握资
源存量上寻求突破。加强对遗产资
源活化利用情况普查，并实施年度
报告制度，为制定保护与利用政策
提供科学参考。实施宁波文明探源
工程，对翠屏山区域史前文化遗址
进行普遍探测，对姚江谷地拓展考
古调查，全面掌握河姆渡文化遗址
的分布规律和埋藏密度。继续邀请
国内外顶级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井头
山遗址等史前文化遗址，力争取得
更多突破性研究成果，进一步扩大

遗址的文化影响力。鼓励、支持各
地成立优秀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或基
地，系统开展翠屏山文化遗产研
究，特别要重视挖掘翠屏山区域的
青瓷文化、国药文化、名人文化、
杨梅文化、海丝文化等文化遗产的
历史意义、当代价值以及未来借鉴
作用，努力打造出更多在国内乃至
世界上有影响力的“文化金名片”。

三要坚持重点带动，在扩大遗
产影响上寻求突破。充分依托影响
力大、知名度高的历史文化遗产，建
设一批国家级文化公园或区域级的
文化中心、大型综合性博物馆等。近
期可考虑重点加快河姆渡国家考古
遗址公园建设，推进河姆渡文化生
态园建设，着力锻造“模拟干栏式建
筑为主的聚落形态展示、以生态涵
养区为主的古今自然环境展示”等
功能，使河姆渡遗址、井头山遗址、
鲻山遗址、田螺山遗址等遗址本体
及其相关联的环境载体，共同构成
综合性文化景观，创建多维度历史
空间游览格局。全方位阐释河姆渡
文化，加快河姆渡遗址申报世界文
化遗产的步伐，加快建设河姆渡-
井头山史前文化中心，在现有河姆
渡遗址博物馆的基础上，打造以整
个“古宁波湾”为遗产分布空间、以
整个新石器时代为完整序列的全新
世中国沿海文化与环境大型综合博
物馆，规划建设井头山遗址展示馆。
同时，可以谋划建设青瓷文化园、杨
梅文化园、鸣鹤国药文化中心等综
合性文化遗产活化利用项目。

四要坚持文旅融合，在打造文
旅品牌上寻求突破。注重发挥文化
优势，着重挖掘文化内涵，致力讲
好翠屏山文化故事，促进文化与旅
游的深度融合，打响文旅特色品
牌。加强文化遗产与周边区域功能
衔接，推动历史资源的活化利用，
挖掘主题品牌优势，倾力培育宁波
文化新地标。比如，立足慈城资源
禀赋，充分挖掘慈城—保国寺—大
运河的文化底蕴，完善文旅产业
链，突出慈城古城在大运河国家文
化公园中的价值地位，高水平打造

翠屏山中央公园南门户，形成与上
林湖、河姆渡“三珠联动、群星闪
耀”的文化大繁荣新格局。又如，
依托鸣鹤古镇国药文化优势，弘扬
养生文化，大力发展养生保健、养
护康复和中医药养老产业，打造知
名中医药养生文化产业园。在大运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加强对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展
示，充分展现大运河的文化价值。

五要坚持点线面并举，在整合
资源空间上寻求突破。系统梳理各
地的重点开发与保护区域，进一步
优化文旅主体功能区空间格局。保
护好人文生态资源，优化提升好旅
游、文化、休闲等配套服务品质。
比如，对于“山水林田湖海城”要
素齐全的慈东片区，不要再搞新的
深度开发，应该依靠原有的生态基
础，创设山水生态公园场景、乡村
郊野公园场景、生活化城市街区公
园场景及产业社区公园场景等，探
索一种新的开发建设模式。加强探
究翠屏山与周边区域相互影响、深
度融合的原理和途径，以高质量发
展为核心，实现翠屏山文化遗产资
源高价值转换，形成与周边区域相
互协调的发展格局。

六要坚持景城相融，在优化文
旅环境上寻求突破。持续推进景城
一体化发展，按照景区的思路和标
准，运营管理翠屏山文化遗产，打
造一个个精致的景区，使之与城市
融合，并不断完善其承载功能，实
施精细管理，提升遗产活化利用的
品位。综合整治好环境线路，加快
完善道路配套设施建设，全面贯通
遗产景区之间、景城之间、景区与
主干公路之间的连接，着力构建畅
通便捷、优美整洁的旅游交通网
络。建立慢游系统，实现旅游区周
边交通引导标识、无障碍设施和停
车场设置规范、数量充足。完善公
共服务体系，在商业街区、交通枢
纽、景点景区等游客集聚区，合理
设置文旅服务点，为文旅融合大发
展提供全方位服务。
（作者单位：宁波市史志研究中心）

如何让翠屏山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

方 宁

鸣鹤古镇位于慈溪市观海卫镇
南部，在翠屏山中央公园规划范围
内，杜、白二湖环抱，河流纵横，
总规划占地面积约 40 平方千米，
核心区 0.5 平方千米，东靠五磊山
风景区，西倚上林湖省级风景名胜
区。鸣鹤古镇依山成街，因河成
镇，镇边有寺，渔耕人家枕河而
居，兼具山水和历史人文资源。古
镇始建于唐开元年间，至今已有
1200 多年历史，2019 年入选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28 处古迹和 34 个
景点坐落其间，“国药、青瓷、佛
教、古建”四大文化源远流长，素
有“鹤皋风景赛姑苏”的美誉。

近年来，慈溪市守正创新，以
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信，大做
古镇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转
化提升、创新发展文章，积极探索
古镇保护与利用的互惠共生之道，
实现古镇历史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
与活化利用的双赢，利民惠民成效
显著。古镇实现年均游客接待量
160 万人次以上，节假日期间游客
量均位列慈溪本地旅游市场人气第
一；众多游客不远千里前来古镇吃
年糕，品药茶，古镇内居民经济效
益可观。古镇也荣获了国家 4A 级
旅游景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省
中医药文化养生旅游示范基地、省
旅游风情小镇等称号。鸣鹤古镇成
功主要有四条秘诀：

一是高水平规划古镇建设，让

遗产保护与利用“亮”起来。慈溪
市将鸣鹤古镇及其周边山水资源交
由慈溪文旅集团 （由原农发集团、
原旅游集团重组整合） 统一开发、
保护和管理。集团以全域国土规划
编制和全域空间整治为依托，全面
推进鸣鹤—白洋湖区域开发建设。
按照“修旧如旧”理念，有效保护
古镇历史建筑格局，保留历史文化
街区的传统韵味。同时，围绕乡土
风情、人文个性体现古镇魅力，以
风采、意趣、韵味打造旅游休闲体
验新高地，着力打造江南水乡、诗
画鸣鹤。突出“国药”主题，以

“一带两心、一环两区”推进古镇
开 发 。“ 一 带 ” 即 打 造 集 漫 游 休
闲、文化体验、乡村旅游、杨梅采
摘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瓷韵乡村共富
带。“两心”即围绕湖西山窑址和
鸣鹤古镇形成“秘色瓷韵遗址”和

“国药商帮古镇”两大典型景观资
源中心。“一环”即旅游业态、文
化展现、产业培育和学生实践教育
等功能集聚的白洋湖文化漫游环。

“两区”即打造鸣鹤古镇景区—古
镇慢境和白洋景区—白洋秘境，形
成集文博展览、创作名俗、旅居生
活功能为一体的空间单元。

二是围绕遗产布局文旅业态，
让遗产保护与利用“活”起来。古
镇有“国药人才集浙江，浙江有慈
溪，慈溪首推鸣鹤场”之美誉。明
清以来，鸣鹤国药贸易盛极一时，
由鸣鹤人创办或主要经营百年以上
的老字号有 150 余家，包括名震全

国的温州叶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
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更多
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
中 华 文 明 的 浓 厚 社 会 氛 围 ”。 为
此，古镇围绕文化遗产的“活”，
充分发挥“国药”文化优势，让文
化与旅游深度融合，打响文旅特色
品牌。通过多年的谋划与建设，初
步形成“专业医疗、特色养生、休
闲文化”等国药养生功能板块。其
中，专业医疗板块包括上海国医馆
鸣鹤分馆、海派名医工作室等；特
色养生板块主要包括银号客栈、五
方大同养生体验馆、听涧原宿、韩
裕和源药材行等，银号客栈被评为
慈溪市首家五叶特色客栈，五方大
同养生体验馆开展茶道、香道、琴
艺、辟谷、禅修等特色养生项目；
休闲文化板块主要有艺术家创意养
生基地以及福苑茶馆、国药茶馆、
休闲咖啡广场等，通过艺术创作、
文化感悟、休闲游憩达到修养身心
的目的。还通过闲置房屋和土地的
业态改造，打造乡村图书馆、茶
室、文创小屋、古居民宿等网红打
卡地。

三是革新遗产利用体制机制，
让遗产保护与利用“动”起来。慈
溪市探索实施在政府主导、兼顾
各方利益的发展模式下开发建设
古镇。由慈溪文旅集团筹资修缮
古镇文物建筑，修旧如旧，做足
保护文章。同时，考虑到古镇居
民 生 活 空 间 ， 充 分 完 善 生 活 设
施，让原住民留居古镇；鼓励居

民腾出闲置土地、房屋，进行业
态改造，实施文旅经营，打造网
红打卡地，实现利益共享。在文
旅业发展上，对文旅项目建设用
地等采取灵活的扶持政策，利用
小 额 信 贷 支 持 小 微 文 旅 企 业 创
业，吸纳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古镇
文旅产业开发，形成多渠道、多
形 式 筹 资 的 文 旅 投 入产出机制。
同 时 ， 古 镇 敞 开 大 门 ， 免 费 开
放，居民和游客自由出入，让古镇
真正动起来，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驻足赏景、休养。

四是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
让遗产保护与利用“通”起来。以
白洋湖通道为轴线，以景观提升为
载体，在保留湖口窑厂、双湖窑厂
原貌基础上，对现有建筑进行改造
提升，临近白洋湖畔种植成片花
海、草坪，营造主题网红爆点，配
套文旅展演类高端系列活动，策划
沉浸式文旅节庆活动，如 2021 年
与中央电视台合作，举办首届鸣鹤
年糕节。紧扣“三区三线”规划，
加快土地申报和项目落地，加快建
设一批“精特亮”工程。根据空间
规划，对涉及项目的建设范围，及
时与资规部门、属地乡镇对接，抓
紧土地申报工作，加快古镇内成熟
项目推动落地。利用白洋湖全水
域，引进相对独立的水上系列运动
和体验设施，丰富游览古镇体验。
加快古镇开发建设，对古镇酒厂、
云龙中学等地块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增建古镇旅游研学体验设施。
同时，积极推进小城镇综合环境整
治，治理环境卫生、城镇秩序、镇
容镇貌，不断美化古镇生态和人居
环境。
（作者单位：宁波市史志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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