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建成

宁 波 文 化 曾 有 三 次 历
史 高 峰 ： 一 是 在 南 宋 中 后
期 ， 二 是 在 明 中 叶 至 清 乾
隆 时 期 ， 三 是 晚 清 至 民 国
初 期 。 作 为 浙 东 文 化 渊 薮
之 地 ， 宁 波 具 有 强 烈 辨 识
度 的 学 术 影 响 ， 如 儒 家 哲
学“阳明心学”、经世致用
的“浙东史学”、诠释文学
社 会 学 的 “ 旧 红 学 ” 等 ，
在 中 国 思 想 史 、 文 化 史 上
占据了重要的文化地位。

宁 波 心 学 始 于 南 宋 慈
湖 先 生 杨 简 。 当 时 陆 九 渊
学 说 传 入 浙 东 ， 形 成 四 明
学 派 ， 盛 极 一 时 。 四 明 作
为 儒 释 道 融 合 之 土 壤 ， 契
合 心 学 的 传 播 与 发 展 。 杨
简 实 现 了 陆 氏 心 学 的 提 升
与 跨 越 。 到 了 明 中 叶 ， 王
阳 明 再 度 继 承 陆 氏 心 学 ，
通 过 生 存 体 验 总 结 和 生 命
智 慧 领 悟 ， 创 立 了 阳 明 心
学 。 在 王 艮 、 王 畿 两 大 主
要 弟 子 的 传 授 讲 学 下 ， 对
整 个 明 中 后 期 社 会 变 革 的
政 治 思 想 和 人 文 思 潮 产 生
了 巨 大 影 响 ， 解 决了士人
道德意识与道德实践的知行
合 一 ， 求 得 了 安 身 立 命 之
道。“浙中王学”之姚江学
派顺江而下覆被宁波，阳明
重要弟子万表文治武功，成
为甬上心学继承与发展的代
表人物，并使得万氏望族成
为明末清初甬上学术思想的
领导者。

清代浙东史学派为一代
思想大家黄宗羲吸纳外来文
化、向海图强所创。他铭念
张 苍 水 就 义 时 那 声 “ 好 山
色”之叹，潜心学术，完成
了 《明夷待访录》《明儒学
案》 等著作，启蒙了众多世
家望族由读书科举转型投身
于“工商皆本”的社会。他
在桑海之交，以万氏家族创
办的甬上证人书院为依托，
讲学八年，将宁波众多奇节
异行之士培养为“有思想、
有气节、有风度”的英才。
其 主 要 弟 子 万 斯 同 践 行 其

“ 国 可 灭 ， 史 不 可 灭 ” 托
付 ， 以 布 衣 身 份 入 朝 纂 修

《明史》，寄寓经世之志。作
为苍水骨血流淌的族裔，全
祖望私淑黄氏学术思想，殚
精竭虑义务保存整编故国文
献，著述恢宏，对明清之际
士人民族精神的全面塑造和
颂扬，将浙东史学矗立为我
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座巍峨的
史学之巅。

清 廷 诏 修 《 四 库 全
书》，仿天一建阁庋藏，文
化中国有了新的稳合。《红
楼梦》 以文学的形式书写儒
学 、 史 学 的 面 目 。《红 楼
梦》 的传抄、西学的渐进，
使许多无心于科举或失意于
科举的读书人抒发情感，表
达见解，吸引同道，做着与
传统经史截然不同的学问，
创新了知识传统。由杭嘉湖
延 至 绍 兴 、 宁 波 地 区 的 红
学，因藏书文化而拓展至版
本学、辑佚学、方志学、家
谱学。宁波由此成为红学研
究和传播的重镇。两位生活
于月湖的文人才子姚燮和徐
时栋，领衔创立了红学的点
评派和索隐派。依附血缘、
业缘、地缘、师友的关系，

《红 楼 梦》 在 宁 波 的 传 播 ，
构成了广泛阅读讨论群体。

宁波被迫开埠后，有了世间
百态、悲欢离合的多样性，
开悟了具有才情的宁波读书
人走向市场化的文学、艺术
新形态、新环境。一部分宁
波商帮认知了西方传入的新
闻媒体与广告传播对商贸活
动的突出作用，较早地将资
本投于新闻出版事业，助推
了红学对大众精神生活世界
的影响。红学也进一步启迪
了宁波本埠与外埠工商业主
有形或无形地联系在一起。
以同乡、姻亲为纽带，建立
了会所等有内部凝聚力的组
织管理制度。在晚清之世，
逐 渐 形 成 一 股 能 与 封 建 官
府 、 地 主 阶 级 共 建 经 济 秩
序、共演近代化历史轨迹的
结构性社会张力。

从一次文化高峰走向另
一次文化高峰的思想运动，
宁波有着历史轴线和实践逻
辑。这些学术影响来自城市
本源和文化肌理，若加以深
入研究、挖掘，定能启迪今
日 宁 波 文 化 自 信 、 守 正 创
新。

宁波人的诚实守信有心
学的良知力行，应可为于

“一带一路”的开放贸易与
文化输出。诚信胜于契约，
东方大港高水平的开放与高
质量的服务必将冲破贸易壁
垒，引领互利合作共赢。而

“阳明心学”作为中国儒家
哲学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
座丰碑，对它的传播、交流
与 研 究 ， 可 通 过 “ 一 带 一
路”启智世界各国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思考和践行。

宁波人的家国情怀有史
学的忠贞基因，应可为于引
领城市先进文化建设和企业
家精神弘扬。晚清时梁启超
等维新变革人物极力推崇浙
东史学三大人物黄宗羲、万
斯同、全祖望。黄宗羲所主
张的“工商皆本”“经世致
用”是主导宁波商帮走向社
会变革与实践的方法论。宁
波企业家应培养历史思维，
以史为鉴，看清事物规律和
正 向 能 量 。 按 照 从 全 局 看
形、从长远看势的要求，民
营经济的思想和行动应着眼
于“国之大者”，胸怀“两
个大局”，付诸经济发展与
地域民生，形成顺应时代前
进 和 现 代 化 变 革 的 重 要 力
量，助力强国建设与民族复
兴。

宁波人的才情志趣有红
学的觉醒因素，应可为于文
学艺术科技赋能领域再领风
骚。冯君木、 赵 叔 孺 等 人
物 曾 是 赓 续 红 学 的 代 表 ，
他 们 当 时 有 了 新 的 共 同 寄
托 ， 共 享 意 义 和 共 同 的 文
心 创 造 ， 为 民 国 时 期 宁 波
人 在 中 国 现 代 文 学 、 书 画
艺 术 的 高 峰 表 现 ， 重 构 了
格 局 ， 开 拓 了 流 派 、 分
支。在 AI 智能赛博化、文
艺 寻 路 突 围 的 当 下 ， 文 学
艺 术 如 何 保 持 人 类 灵 魂 创
造 、 情 怀 美 学 境 界 ， 如 何
通 过 新 载 体 、 新 形 式 影 响
大 众 日 用 而 不 觉 的 社 会 化
广 泛 联 结 ， 显 得 尤 为 重
要 。 宁 波 可 通 过 “ 港 产 城
文 ” 融 合 走 在 前 列 、 勇 立
潮 头 ， 激 扬 出 书 藏 古 今 的
智慧与经验。

（作者系民进宁波市委
会专职副主委）

来源：学习时报

厚植思想底蕴
彰显变革张力黄文杰 吴小华

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兼具陆
地和海洋双重品格。浙江省宁波
市东出大海，西连江淮，8000
年来文化发展海陆交汇，一脉相
通，文明成就蔚成大观。

宁波是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
源发地。中华民族是人类海洋文
明的重要发祥地。宁波井头山遗
址是目前为止中国沿海地区埋藏
最深、年代最早的一处贝丘遗
址、中华海洋文化遗址中最古老
的群落，该发现将宁波地区的人
文 历 史 前 推 至 距 今 8000 年 左
右。距今 7000 年的河姆渡文化
不仅代表了长江流域的文化起
源，为百越文化的母系文化，为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开创营建了
一个开阔的海洋空间。河姆渡人
借助海洋实现了稻作文化、制陶
文化、干栏式建筑等文明成果的
对外传播，覆盖现福建、广东等
地，并跨越大洋，影响着太平洋
众多国家的文明进程。古越文明
为河姆渡文化的延续，也是带有
强烈的外向性、发散性的海洋文
明。秦时，宁波便置鄞、鄮、句
章、余姚等县；鄮即贸易之邑，
揭示出宁波自古以来的重商之
风。宁波需要高质量推进井头山
遗址文化开发，高品位谋划河姆
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高起点讲
好“全新世”人类与海洋的故
事，为探究中国乃至世界海洋文
明起源提供重要支撑。

宁波是中华产品的重要创新
制造与外销地。海上丝绸之路是
中华海洋文明的突出成果。瓷
器、茶叶、丝绸并列为古代中国
三大外销商品。宁波上林湖越窑
为中国最早以民营生产为主的产
业基地之一；这也是当今宁波民
营经济发达、单项冠军企业数量

位居全国城市第一的文化溯源。
瓷器、茶叶等新兴产品的外销推
动了新型商业城市明州 （今宁
波） 在唐开元盛世的建立；三江
口州治海港、河口港、内河港三
港合一，与扬州、广州等并列为
全国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口，被称
为 “ 海 上 陶 瓷 之 路 ”“ 海 上 茶
路”启航地。在唐宋，宁波造船
技术、航海技术迎来新的突破。
北宋宣和年间建造的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海船万斛神舟，已经使用
指南针辨别方向。宁波作为中国
大运河重要出口、各国使团的重
要登陆港，对外贸易、南北转运
活跃，加速了江南的繁荣，显现
出陆海联动、沟通中外、港通天
下的大国气象。这里面包蕴着当
今宁波向海图强，全力打造全球
海洋经济中心城市的丰富历史智
慧。

宁波是中华社会治理改革先
行试验地。唐宋时期，以茶、瓷
为代表的南方新产业全面繁荣，
江南经济中心的形成与时代转型
并发，农商经济开始引领中国经
济新形态。尤其到宋代，海陆型
国家形态代替传统内陆型国家形
态，推动着中华文明内在结构和
发展体系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相
应变革。宁波作为江南城市体系
长期稳定的出海口，海洋贸易
汇聚，科技文化人才集聚，市
民阶层、富民阶层兴起，南戏
等 商 业 化 民 俗 文 化 快 速 发 展 。
王应麟等平民教育家以发展文
化为己任，既精研学问，又编
撰 《三字经》 等蒙学著作，借
助书院等平台广泛传扬中华道
统 ， 促 进 百 姓 素 养 的 普 遍 提
升。以王安石、吴潜为代表的
一批贤能行政官员，“以天下为
己任”，为建立富庶繁荣、百姓
众乐的国家，在宁波大地上勇

于先行先试，推动变革；王安
石治鄞被视为中国地方吏治的
典范。以“一门三宰相”的四
明史氏为代表的新兴科举家族
崛起，他们以“天下大同”“协
和万邦”的文化理念，推动南
宋 政 府 采 取 积 极 的 航 海 政 策 ，
广泛参与世界政治、经济、文
化交流，打开了海上丝路的新
格局。当代宁波胸怀“两个大
局”、心系“国之大者”，以改
革攻坚驱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
治理，奋力推进共同富裕和现
代化“两个先行”，与这些历史
变革一脉相承。

宁波是新文化思想的重要播
扬地。宁波作为经营中国大运
河、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既回
应时代发展之问、实践之问，探
索社会治理变革，同时发展浙东
学术，积极构建新儒学话语体
系。平等互惠、开放包容、自由
流动的工商活动，为南宋四明心
学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而主张
人人皆能成为圣贤、激励主体性
精神的心学反过来为工商业发展
提 供 了 全 球 视 域 、 历 史 意 识 、
兼 济 情 怀 ， 推 动 区 域 实 事 事
功、义利并重、关心百姓日用
和 国 家 社 稷 的 文 化 风 尚 形 成 。
至 明 代 ， 王 阳 明 集 心 学 之 大
成，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
会思潮，推动百姓在实践中致
良知，不断扩展自己的生活世
界、精神世界。明末清初，黄
宗羲倡导史学经世应务，提出

“ 天 下 民 本 ” 思 想 、“ 工 商 皆
本”论等，被称为中国思想启
蒙之父。宁波对域外国家产生
了强大的文化吸引力，被称为

“圣地宁波”。未来的中华文明
也必将创新发展大陆文明和海
洋文明的综合优势，塑造人类

共同价值体系，引领人类文明的发
展方向，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
展。

宁波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策源
地。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
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宁波也在汲
取其他文明养分的过程中，促进自
身发展，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尤
其是近代以来，宁波作为最早的通
商口岸，得风气之先，通过学习借
鉴西方现代文明，创造出一系列文
明 成 果 ， 至 当 代 成 为 院 士 之 乡 。
1854 年 ， 宁 波 舶 商 购 入 “ 宝 顺
号”，标志着宁波港从帆船时代进
入到轮船时代。从事钱庄业、帆船
运 输 业 、 民 信 业 等 行 业 的 传 统 商
帮，迅速投身于新兴进出口贸易，
向海转型。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宁
波人开始投资现代工商业领域，从
机器工业到棉纺织工业、日用化学
品 工 业 、 建 筑 业 ， 及 至 近 代 的 证
券、保险、信托公司等，创造了百
余个中国第一，经营范围从上海、
天津、武汉等城市，遍及全国并走
向世界，转变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工
商业集团。二战以后，文武相济的
宁 波 以 更 加 开 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他们以港台为基点，不断走向世界
舞 台 中 央 。 改 革 开 放 以 来 ， 包 玉
刚 、 邵 逸 夫 、 曹 光 彪 等 商 业 巨 子
积 极 投 身 大 陆 发 展 。 海 外 “ 宁 波
帮 ” 人 士 也 以 爱 国 爱 乡 的 巨 大 热
情 造 福 桑 梓 ， 他 们 的 慈 善 项 目 遍
及 中 国 ， 显 现 出 伟 大 的 主 体 自 觉
与文化自信。目前，“宁波帮”活
跃在世界 103 个国家和地区，作为
世 界 和 平 的 建 设 者 、 全 球 发 展 的
贡 献 者 、 国 际 秩 序 的 维 护 者 ， 积
极 贡 献 着 宁 波 力 量 ， 显 现 着 中 国
智 慧、中国力量与构建海洋命运共
同体的新形态。

（作者分别系宁波市文化旅游研
究院副院长，余姚市委党校副校长）

来源：学习时报

宁波文化的五大特质和时代价值

刘恒武

宁波是欧亚大陆东侧海岸线
港航条件最为优越的滨海都市，
与沪嘉杭绍同频共振，联为我国
最富活力的环湾城市群；与舟山
列岛协同并进，合为全球货物吞
吐量最大的陆岛组合港。宁波所
在的区域，平原敞阔，三江贯
流，山地、丘陵横亘于内，湾
岸、海涂曲延于外，其港兼得海
河之便，其城坐拥湖山之利，地
理环境得天独厚。

距今约 8000 年前的宁波余
姚井头山，是我国沿海地区迄今
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贝丘遗址，下
启河姆渡文化，可谓中国海洋文
化的起点。先秦时期，句章故城孕
育了宁波港城初始基因。两汉之
际，甬舟海道联结起中国南北海
上航线。晚唐以后，明州（庆元）成
为海丝东海航线的枢纽。由宋至
元，明州的东亚海丝枢纽港地位
在行政层面上得以加强。明晚期
至清代，宁波见证了传统海丝之
路发展的历史变迁，也经历了西
太平洋航路带来的全球变局。

历史上，宁波既是一座使江
南物产能够流通八方的门户，也
是一颗让浙东文化得以辐射四海
的明珠；宁波—杭州—扬州水路
不仅是江南沟通中原的通衢，也
是海丝连接陆丝的要道。宁波海
丝文化交流的叙事，具现了光耀
古今的丝路精神。

2000 年来海丝东海航线的
文化交流，推动了东亚儒家文化
圈和汉字文化圈的形成，而宁波

正是海丝东海航线的交流枢纽。
港城宁波之所以能在古代东亚海
丝交流中大放异彩，其要因在于
浙东地域文化的创生性。自古以
来，深植于浙东这块精英荟萃、
器作集藏的宝地，宁波得以持续
扩展文化传播、货殖交易的圈
域。就技术工艺而言，宁波余姚
井头山遗址出土了中国最古老的
漆器和销钉木器；宁绍地区也是
中国瓷器的摇篮，东汉时期开始
烧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唐代
明州瓷业的繁荣则为海上陶瓷之
路的开拓延伸提供了动能。历史
上，学术思想的推陈出新、技术
工艺的精益求精，使宁波成为海
丝发展的引擎，而海丝的繁荣也
将浙东学思智慧推向世界。

述及当代，20 世纪 70 年代
末至 80 年代，镇海、北仑两个
新港区先后建成，宁波港城迎
来了多区并进的“裂变”。2006
年，宁波港和舟山港合并重组
为 “ 宁 波 舟 山 港 ”， 浙 东 海 航
又 完 成 了 跨 域 整 合 的 “ 聚
变 ”。 如 今 ， 宁 波 舟 山 港 年 货
物吞吐量连续 14 年位居全球第
一，航线通达七洲四洋。作为
中国深水岸线资源最丰富、超
大型巨轮进出最多的港口，宁
波无疑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中 国 主 要 港 口 之 一 。 近 年 来 ，
宁波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
设，与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构建
了投资贸易关系，也成为中国
—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双向
投 资 和 人 文 交 流 的 首 选 之 地 。
由 于 拥 有 较 强 的 经 济 技 术 实

力 ， 宁 波 正 在 为 “ 一 带 一 路 ”
建设提供科创动力。2020 年至
2022 年，宁波在全国 GDP 百强
城市中稳居第 12 位，并且连续 5
年获评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第一城”，拥有的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数量位列全国前茅。今
天，以现代化滨海大都市为建设
目标的宁波，正在谱写着友好互
利、合作共赢的瑰丽乐章。

可以确信，未来宁波不仅
能成为英才齐聚、科技创新的
渊薮，也将成为俊彦云集、文化
创意的沃土。由于兼具赓续绵延
的历史底蕴和继往开来的文化活
力，宁波正在源源不断地为当代
海上丝绸之路注入人文能量。今
后，宁波应充分释放自身文化潜
能，在海丝文化交流中扮演更重
要的角色，实现路径如下。

首先，“融古汇今，以文载
道”。立足于海丝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与利用，提升宁波博物
院、保国寺古建筑博物馆等文博
机构以及永丰库遗址公园、天童
寺、阿育王寺等海丝文化遗产地
的实物展示水平，优化印刷文
本、数字化媒介的内容解说品
质；萃取保国寺大殿独特的建筑
形式、越窑青瓷典型的图案纹饰
等，以新的材料抽象重构，在新
的空间整合再现，用新的媒介展
演诠释，同时利用互联网、数字
孪生技术、人工智能丰富海丝文
化交流的样态。

其次，“知行合一，以文化
人”。着眼于海丝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传承与传播，关注海丝相关

信俗、技艺和活动的精神内核，使
之持久赓续；提升象山祭海习俗、
慈溪越窑陶瓷制作等非遗项目的公
众参与度，使之焕发活力；切实提
供各种便利，让八方来客实地感知
宁波海丝非遗的魅力，让四海友人
亲身体验宁波海丝文化的脉动。

最 后 ，“ 内 外 联 动 ， 以 文 传
声”。我们需扩大宁波海丝文化的
国际影响力，让宁波在当代海丝文
化交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而
言，以“海丝之路文化和旅游博览会”

“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为平台，
擦亮“东亚文化之都”的金字名片。具
体方式上，以展会、论坛为抓手，以赛
事、庆事为推手，多方并举策划海丝
文化交流活动，多线并进推出宁波海
丝精品系列文旅产品和文创作品。

海丝文化是宁波地域文化的核
心 IP，宁波海丝文化与浙东运河文
化 、 越 窑 青 瓷 文 化 、 宁 波 商 帮 文
化、浙东学术文化等均有交集，可
以说，海丝文化元素渗透于宁波文
化的方方面面。因此，应当让海丝
文 化 全 方 位 融 入 宁 波 公 共 文 化 体
系、嵌入城市形象系统，为宁波国
际文化交流赋予海丝文化交流的亮
色。同时应当看到，宁波当代海丝
文化交流尚未获得足够的关注度，
应当整合电视、广播、纸媒、互联
网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构建传播
矩阵，使公众充分了解港城宁波在
古代海丝文化交流中发挥的关键作
用、在当代海丝文化交流中扮演的
重要角色。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人文与传
媒学院）

来源：学习时报

宁波海丝文化为海上丝绸之路注入人文能量

NINGBO DAILY5 理论周刊·学苑
2024年1月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李磊明
电子信箱/llm@cnnb.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