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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缨晏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
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作为沿
海港口城市，宁波的定位是现代
化国际滨海大都市。这个定位，
是建立在一系列独特的优势之上
的。

宁波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
段，北接长江，东临东海，南达
南海。宁波舟山港的不同港区，
为不同时代的船舶提供了理想的
泊地。木帆船时代，各类商船汇
聚于宁波府城外的姚江和奉化江
沿 岸 。 从 19 世 纪 后 半 期 开 始 ，
江北岸一直是轮船时代的主要港
区。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万吨
轮的到来，甬江口的镇海港区应
运而生。在今天这个集装箱轮
船时代，宁波舟山港更是以惊
人的步伐快速崛起。辽阔丰饶
的内陆腹地，四通八达的环球
航线，使宁波舟山港成为世界
第一大港，货物吞吐量连续十
多年位居全球之冠。天造地设

的地理位置和港口条件，为宁
波建设现代化国际滨海大都市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

从历史上看，宁波是中国
史 前 海 洋 文 化 的 主 要 发 祥 地 ，
也是东亚海洋文化的一个重要
源头。距今 8000 多年前的井头
山遗址，是中国现今所知最早
的贝丘遗址，说明宁波的先民
们已经长期地、大量地、固定
地利用海洋资源了。井头山遗
址出土的完整木桨，证明人们
有能力制作独木舟之类的原始
船只。从唐代中晚期开始，宁
波地区出产的瓷器源源不断地
销 往 海 外 ， 甚 至 被 贩 运 到 西
亚、北非。宋元时期，宁波是
整 个 东 亚 海 域 的 国 际 交 流 枢
纽。明朝建立后，更将宁波指
定为与日本交往的唯一合法港
口。1524 年—1548 年，葡萄牙
人在宁波沿海的双屿建立起了
欧洲人在东亚的第一个贸易据
点，宁波因此被纳入全球海上
贸易网络。通过这个网络，不

仅中国的商品被输往欧洲，而且
宁波沿海的一些居民也漂泊到了
西 欧 ， 成 为 欧 洲 最 早 的 一 批 华
侨。

鸦片战争后，宁波成为首批
对外开放的“五口通商”城市之
一。在中国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
过程中，宁波有不少方面走在全
国 的 前 列。1844 年，中国内地最
早的女子学校在宁波诞生。1845
年—1860 年在宁波设立的华花圣
经书房，是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出
版印刷机构。1854 年在宁波刊行
的 《中外新报》，是鸦片战争后中
国创办的第二种报刊。近代中国引
进的第一艘轮船，就是宁波商人于
1855 年购得的“宝顺”轮。

从史前到近代，宁波无论在中
国的海洋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的海
外文化交流史上，都有着不可替
代的重要地位，而这种地位构成
了建设现代化国际滨海大都市的
历史文化优势。深入挖掘和充分
利用这种历史文化优势，不仅有
助 于 充 实 宁 波 城 市 的 文 化 内 涵 ，

提升宁波的城市形象，还有助于
加强宁波与世界的联系，扩大宁
波的国际影响力。

宁波在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
过 程 中 ， 还 催 生 了 “ 海 外 宁 波
帮”。他们广泛分布在五洲四海，
活跃于工商文教各个领域，甚至
引领着行业前进。他们既有国际
视 野 ， 又 有 脚 踏 实 地 的 务 实 精
神。更加重要的是，他们虽然身
在 海 外 ， 但 心 系 桑 梓 ， 不 忘 故
土。改革开放以来，他们以不同
的方式，为宁波的经济发展和社
会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伟业中，“海
外宁波帮”就是宁波所特有的海外
人脉优势。

依 托 坚 实 深 厚 的 独 特 优 势 ，
宁波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发挥重要作
用，建设成现代化国际滨海大都
市，谱写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宁波
壮丽篇章。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浙东文
化研究院）

◇◆ 宁波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的定位和优势

蔡亮

何谓“以宁波为样本”？以
宁波为样本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在宁波的伟大实践，来完
整、生动和别具一格地呈现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风貌。以宁
波为样本呈现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一是要凝练和提取宁波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在精神、物
质、生态、政治和社会文明方面
的案例、范例、解法、清单等；二
是要展示和分享宁波为破解社会
发展难题，挖掘文化资源、产业基
础、发展潜力、创新实践的经验、
路径、策略等。结合宁波海洋性、
国际性和现代性的城市特质，应
着力从以下实践路径加以推进。

国际化激活宁波制造的“出
海记”。 善 用 企 业 家 国 际 化 探
索。企业走出去拓展宁波制造业
实践的新格局。

善用海外设计媒体。利用

Twitter、 Facebook 以 及 TikTok
这些社交平台，加强和丰富自身
海外传播的渠道，建立一个覆盖
各个主流海外社交媒体的传播矩
阵 。 如 奉 化 区 “Fenghua
nice”推广奉化区域品牌，效果
较佳；鄞州整合在鄞外籍人士的
国际传播朋友圈。

善用宁波人现代文明意识。
如三洋集团采用欧盟标准维护企
业利益。

善用“海外宁波帮”和海外
宁波人。如定期举办“阿拉宁波
节 ”， 可 参 考 “ 世 界 温 州 人 大
会”，让全世界的宁波人特别是
海内外宁波籍艺术家、大学生，
通过网络视频讲宁波话，叙乡
情、话回归、谋发展，唤起对宁
波的共同记忆。

网络化演好宁波文化交流的
“双城记”。通过城市网络联动，
加强对话交流，深入挖掘宁波与
不同优质城市资源的共性题旨。

例如，与敦煌合力共塑丝路文化，
与绍兴合力共塑阳明文化等；宁波
是中日地方合作样板城市，建议与
日本联动“宁波计划”，该计划为
小岛毅教授主持的研究项目“东亚
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
——以宁波为中心的东亚文明研
究”，2005 年获得日本文部科学省
立项，共出版 20 卷，其中宁波市
社科院资助翻译了其中 6 卷，即将
以 《宁波与海洋文明》 第一辑出
版；建议与厦门、杭州等城市合作
完成该译丛。

促进宁波港城文化实践新互
动。向世界贡献的可分享的价值
有：敦煌—宁波，敦煌学—天童
学，良渚—河姆渡，东亚文都—欧
洲文都、甬港、沪港、杭州湾—港珠
澳大湾区联动，宁波与敦煌携手推
动数字科技与丝路文化的深度融
合，宁波争做“数字丝路文化”的引
领者，打造文化传播的“宁波样本”。

数字化演好宁波数智赋能的

“变形记”。数智赋能为宁波产业全
链条商贸模式提供新场景、新场
域、新引擎。如欧弟服饰智能解决
方案，手机输入个人简单信息，即
可下单定制衬衫，大大吸引顾客、
提高销售额。这种数字化思路与传
统“宁波红帮裁缝”制衣实践完全
吻合。

提升港城文化新表达。建立数
字化专家团队，联合宁波高校和研
究院所组建宁波数智转化实验室，
或者宁波史前文明资源数据云平
台。开展和推动河姆渡、大运河、
井头山、天一阁、天童寺、弥勒佛
等地域文化数字考古、整理收集汇
总平台的建设。

文献回家计划。建立浙东文化
（宁波文化） 珍贵海外文献数字化
档案；数字化“回收”一批珍贵海
外文献材料，将宁波的文献宝贝迎
接回家。

（作者单位：浙大宁波理工学
院外国语学院）

◇◆ 以宁波为样本呈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
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
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
新的文化使命。”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再一次强调“围绕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
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
考察时强调，浙江要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
积极探索。新时代新征程，如何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开创港城文化繁荣发展新局面，为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宁波力量？日前，在市委宣
传部召开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专题座谈
会上，五位专家学者作了交流发言。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宁波力量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专题座谈会发言摘要

周志锋

古往今来，宁波有很多特色
文化资源，包括浙东文化、考古
文化、海丝文化、海洋文化、学
术文化、商帮文化、教育文化、
佛教文化、藏书文化、建筑文
化、青瓷文化、慈孝文化、民俗
文化、餐饮文化，等等。但是，
这些文化的地位不是并列的，在
城市发展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
样的。那么，究竟哪些是起主要
作用的、直接影响宁波城市发展
的文化基因？

可以肯定的是，上面所说的
“浙东文化”“考古文化”“海丝
文化”等，无论哪一种单一的文
化均无法代表宁波城市的文化基
因。如果挑出四五种、五六种甚
至更多种，全面是全面了，但会
显得太零乱，不够凝练。是否可
以选出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三种
文化样态来代表宁波城市文化基
因？我觉得是可以的。这三个代
表应该是浙东文化、商帮文化和

海洋文化。
若此，就可以用一句话来概

括宁波城市文化基因：宁波城市
文化基因是由以浙东文化为引
领、商帮文化为主体、海洋文
化为特征的多元文化基因构成。

首先，浙东文化是宁波城
市文化的灵魂。浙东文化概念
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浙
东文化指浙东地区人民所创造
的一切有影响的文明成果，包
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广义
的 浙 东 文 化 可 以 涵 盖 商 帮 文
化、海洋文化。但这里所说的

“浙东文化”特指精神方面的、
学术方面的，即以王阳明、黄
宗 羲 为 代 表 的 浙 东 学 术 文 化 、
浙东传统文化。王阳明、黄宗
羲是哲学家、思想家，宁波城
市文化基因离不开浙东学术文
化、浙东古代先进思想的引领
和指导。

其次，商帮文化是宁波城
市文化的核心。宁波商帮是明
清以来形成的中国十大商帮之

一，襟山带海的自然环境，悠久
的商贸传统，浙东学者经世致用
的兴商思想，促成了宁波商帮的
形成和发展，并于 19 世纪末 20 世
纪初达到顶峰。近代宁波帮的主
体也是宁波商帮。也许有人不熟
悉宁波，但都知道邵逸夫，因为
全国大中小学都有邵逸夫教学楼
或邵逸夫图书馆，这就是宁波商帮
的魅力，也是宁波城市文化的亮丽
名片。

再次，海洋文化在宁波城市文
化中最有地理特色。宁波海洋文化
历史悠久，内容广泛，并且与以下
几种文化样态都有密切关系：1、
考古文化。井头山遗址是长三角地
区首个贝丘遗址，也是迄今为止中
国沿海发现的埋藏最深、年代最早
的典型海岸贝丘遗址 （距今 8300
年 至 7800 年）， 早 于 河 姆 渡 文 化
1000 多年；河姆渡遗址发现船桨
和大量鱼骨，表明也与海洋有关。
2、海丝文化。海丝文化就是港通
天下，与外国人做生意，从中可以
看出宁波自古以来就崇尚开放的城

市禀性，今天“滨海宁波，扬帆世
界”是新时代对这种开放精神的继
承和发扬。3、海防文化。包括抗
倭战争、抗英战争、抗法战争等。
4、商帮文化。航运业历来是甬商
的主要行业之一。5、港口文化。
海洋文化发展到今天，就是港口文
化，海洋经济。6、饮食文化。宁
波人主要吃海鲜。综上可知，海洋
文化是宁波城市文化中最具特征的
文化样态。

关于宁波城市文化基因，《浙
江省文化基因解码工程·宁波市
篇》 一文，有这样的表述：

“宁波文化的特色在于以浙东
文化为主线与宁波商帮文化以及海
洋文化相融合，在三者组合的基础
上的创新，是一种多元文化相互融
合的结果。”这个说法跟我以上的
观点不谋而合，我认为这一看法抓
住了宁波文化特质和核心价值，抓
住了宁波文明的历史特色和人文向
度。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

◇◆ 基于历史和人文视角下的宁波城市文化基因

黄文杰

在新发展阶段，宁波要高站位、
宽视野、大格局把握宁波文明的历史
特色、现实依据与未来方向，进一步
彰显港城文化特色，以更高的标准、
更大的气魄、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品
位，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具
有世界级文化影响力和标杆性文化表
现力的现代化滨海大都市，打造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城市样本。

凝心聚力，高起点促进学术理论
繁荣发展。一是奋力推进“宁波学”
繁荣发展。全面实施宁波文化研究工
程，推进阳明文化、商帮文化、藏书
文化等港城特色文化研究，以“宁波
学”研究推动“宁波现象”、推动宁
波都市文化研究向深层次发展。二是
大力推进“先行先试”理论创新工
程。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对宁波的指示
精神与宁波“先行先试”改革创新实
践，推出一批具有理论价值、时代价
值、实践价值的重大理论研究成果。
三是以更宽视野、更高站位深入开展
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以文明推动城市
治理模式创新、治理方式重塑、治理
体系重构，从更高层次构建“在宁
波，看见文明中国”。

大展魅力，高水平塑造全域滨海
文化特色。一是高起点打造中华海洋
文化发源地。高质量推进井头山遗址
开发，高标准谋划河姆渡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建设，推动中华海洋文明“寻
根溯源”研究向实处求证、往深处拓
展 。 二 是 复 兴 海 丝 古 港 “ 宋 韵 都
市”。以三江口中心城区为重心，深
入挖掘海丝“活化石”遗产资源；集
聚文化名家，复兴月湖浙东学术圣
地、南宋丞相故里的文化中心地位，
建设具有海丝文化特色、东方文明特
质的现代化滨海大都市、东亚文化之
都展示区。三是加快打造海洋文明重
大标识性成果带。推动文化地标衍生
拓展覆盖，建好具有鲜明港城特色的
大运河文化带、宋韵文化带、海丝文
化带等。

凸显特色，高品质打造全域滨海

文化大都市。一是加快打造高能级文
旅轴带。高标准做好翠屏山—中心城
区—东钱湖—象山港文旅轴线顶层
设 计 。 加 快 实 施 宁 波 舟 山 港 旅 游 、
北纬 30°最美海岸带建设等重大滨
海文旅项目，建设世界级旅游目的
地。二是高水平打造节展平台。统
筹 提 升 中 国 徐 霞 客 开 游 节 、 中 国

（象 山） 开 渔 节 等 文 旅 节 庆 活 动 品
质。依托海丝之路文化和旅游博览
会、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等平
台，推动文旅市场消费保持增长态
势。三是体系化建设高品质文化供给
优选地。推进人文城市建设，提升宁
波博物馆、宁波美术馆等公共场馆服
务能级，打造一批有影响力和传播力
的优质展览和品牌活动。

培育优势，高效能推进“港产城
文”融合发展。一是推动文化产业数
字技术赋能。加强数字内容 IP 开发
和转化，加速文化消费场景与消费模
式创新，释放数字赋能的强大动能。
二是大力扶持高成长文化企业。加快
推进一批投资规模大、投资强度高、
投资主体优的航母级项目建设，提升
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能力，促
进港城文化为制造、金融、科技、信
息、旅游等产业发展赋能。三是发展
世界一流的海洋文化产业。抓住“一
带一路”共建为文化、创意、旅游等
产业带来的巨大机遇，以文化科技推
动海洋经济升级，打造“活力海洋之
都”。

扬帆世界，高水平构建港城文化
开放大格局。一是主动深化区域前瞻
性共建合作。唱好杭甬文化“双城
记 ”， 打 造 沪 杭 甬 文 旅 出 海 的 桥 头
堡。二是奋力打造现代化滨海大都市
高能门户。发挥港口资源优势，畅通
对外开放通道，推动宁波文化尤其是
当代创新成果多渠道立体化“扬帆出
海”。三是构建多维度传播格局。构
建文旅商结合国际传播新联盟，加快
新媒体、新技术的创新运用，全力推
进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提高“滨海宁
波”能见度、美誉度。

（作者单位：市文化旅游研究院）

◇◆ 宁波打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城市样本的切入点和着力点

陈志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
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
文 明 赋 予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以 深 厚 底
蕴”。就宁波而言，以港城文化为代
表的宁波文化，同样为宁波的现代化
赋予深厚底蕴。

自有人类的活动痕迹以来，“港
口”就是一个与宁波人高度相关的标
签之一。无论是河姆渡的“以棹为
马”，还是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修建的

“句章”城；无论是日本遣唐使的主
要登陆地，还是宋元两朝在三江口附
近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机构市
舶司；无论是最早开放“五口通商”
之一的经历，还是今日“通天下”的
宁波舟山港⋯⋯了解宁波历史文化的
特征和城市的特色，探究“港城文
化”就是一个绝佳窗口。也应看到，
今日宁波“港城味”并不浓郁是个事
实，站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的时代高度，扎实推进宁波港城文化
研究，需要进一步厘清思路、找准路
径。

宁波港城文化研究有较好的基
础。1989 年，新中国第一部宁波港
的通史性著作 《宁波港史》 在人民交
通出版社出版；《海上丝绸之路的著
名海港——明州》 全景式地展示了宁
波港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独特地
位 ； 2021 年 出 版 的 《城 · 纪 千 年
——港城宁波发展图鉴》 以宁波港城
历史发展演进的时空轨迹为轴，图文
并茂地阐释了自战国至今两千多年间
宁波港城的演进历程，是近年有代表
性的港城文化的研究成果。与此同
时，举办的一些高水平的学术研讨
会，如“海上之路与世界文明进程”
国际学术论坛 （2011 年 12 月）、“港
通天下”港口文化论坛 （2016 年 10
月） 等，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国内外
学者对宁波的了解和认识。

扎实推进新时代宁波港城文化研

究。首先应该拓展宁波港城理论研究
的视域。有关宁波港、“海上丝绸之
路”等专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但
探讨港、城、人协调发展的成果并不
多见。“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时期
的宁波国际贸易及其特色、浙东运河
对宁波港城建设的促进作用、港口贸
易发展与港城建设的相关性、以宁波
为中介的中华文明对外扩散的模式和
路径等问题，有助于进一步揭示宁波
港城文化的特质，值得特别关注和深
入研究。

其次，对策性研究应该紧紧围绕
“港产城文”融合发展的目标来推
进。市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加快“港
产城文”融合发展和建设现代化滨海
大都市，这是率先探索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路径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当前
宁波港口和城市发展必须回应的迫切
需求。重点可以放在港口金融与保险
等相关产业、特色文旅品牌活动打造
等发展空间相对较大的领域，在与新
加坡、纽约等国际著名港城比较的基
础上，提出建设性的建议。

最后，需要优化提升港城文化研
究机制。检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博硕
论文数据库 （PQDT），发现新世纪
以来海外以上海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
文达 176 篇。这些博士论文，来自哈
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洛杉
矶分校、夏威夷大学马诺阿分校、明
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
学 等 80 所 高 校 。 海 外 学 者 的 “ 加
盟”，极大地拓展了“上海学”的研
究视域，增强了研究团队的实力。因
此，在宁波港城文化研究力量打造、
研究视域拓展方面，除了需要进一步
加强本土研究团队建设、提升本土学
者的研究实力之外，可以采取有效措
施，鼓励和吸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
年才俊在当地充分发掘史料，助力宁
波港城文化研究。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文化
与传播学院）

◇◆ 找准新时代宁波港城
文化研究的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