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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一袭宋制古装漫步鼓楼，看一场安
石文化元素满满、“文化+科技”的大型光
影秀，与“数字人王安石”互动⋯⋯今年 2
月，鼓楼首次出现“数字人王安石”，为市
民、游客提供了与历史文化名人互动的全
新体验。

这是海曙区通过深挖安石文化基因打
造的首个安石文化主题体验场景，受到市
民、游客的好评。宁波安石文化建设工作
专班办公室负责人邱金岳表示，与其他和
王安石有关联的城市相比，宁波挖掘安石
文化基因具有独特的优势：“治鄞三年”，
宁波是王安石的“变法试验田”，也是他改
革思想的起源地；宁波现存众多与王安石
有关的遗存。

“宁波在学术领域的安石文化基因解码
工作是从 2023 年初启动的，目前已完成安
石文化基因解码报告。”市文旅研究院副院
长王晓菁介绍，安石文化基因解码工作，
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对宁波、江西抚州等地的王安
石文化进行实地调研，通过走访遗址、对

话专家、收集文献，对宁波安石文化的历
史脉络、文化内涵、精神特质进行了全面
梳理和深入研究。

第 二 ， 积 极 统 筹 国 内 外 前 沿 研 究 力
量，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宋史研究
会、华东师范大学等机构、高校的专家教授
参与研究，共同构建安石文化研究专家库。

“今年专家库将着重对王安石的‘县域
治 理 ’ 这 一 重 大 政 治 功 绩 展 开 进 一 步 研
究，让更多人看见王安石作为‘县域治理
楷模’的千秋功绩。”王晓菁透露。

第三，同步开展安石文化基因解码的子
课题研究。“我们以宁波市文化研究工程项
目‘王安石与宁波’为切入口，开展了关于
王安石治鄞期间的基层治理、廉政实践、改
革精神、文学活动、教育举措等多个子课题
研究项目。”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童杰介绍。

邱金岳表示，宁波接下来将继续以“治
鄞三年”为核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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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通过系统梳理全市王安石历史文
化遗迹遗存，构建了重点突出、经纬有序
的王安石地标文化空间格局。”市文广旅游
局文保处负责人王赤洲说。

首先是打造“宋韵钱湖”安石文化圈。
“宁波各地的王安石文化遗存各具特色，如
鄞州区以纪念王安石的祠庙为主，而且祠庙
多集中于东钱湖一带，与湖光山色融为一
体，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宁波安石文
化建设工作专班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文化圈今后将串联起王安石纪念馆、王安石
广场、王安石公园、福应庙等文化遗存点。

其次是打造王安石崇学文化带。海曙
的王安石文化遗存主要展现了王安石在宁
波“兴学”的功绩，因此，海曙将重点打
造“千年书香”王安石崇学文化带，建设
王安石主题城市书房，提升县学门楼和永
丰门遗址等文化遗存点的品质。

海曙区文广旅体局有关负责人说，县
学门楼旧址、鼓楼 《新刻漏铭》 等文化遗

存，见证了王安石在宁波兴办学校、推动
教育发展的历史，特别是海曙区至今还保
存有“鄞女墓”，这种与王安石个人有密切
关系的文化遗存，在全国也是少有的。

最 后 是 打 造 安 石 文 化 全 域 传 承 景 观
群。在城市街道、广场绿地、火车站、机
场、公交车站等城市重要窗口，打造一批
有关安石文化的雕塑、碑刻等景观小品。
据悉，“王安石和庆历五先生”的雕塑景观
项目方案目前已通过专家论证，项目的选
址、落地等相关工作正在推进中。

此外，一系列安石文化地标重点项目
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比如王安石广场的
改造提升工作已于今年 1 月完成，广场设置
了经游足迹、鎏金石刻、半山亭、堰塘石
径等景观点；王安石行馆旧址 （福应庙）
项目目前已完成外部保养维护及周边环境
整治工作，其内部展陈布置工作预计今年 5
月完成；王安石纪念馆项目已完成概念性
设计方案，前期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作为不可多得的传世文化 IP，怎
样才能让更多的市民了解、喜欢甚至
追捧？

“在新媒体环境下，IP 破圈传播
需要有特点、看点，并建立与大众的
互动点。”邱金岳表示，一方面，宁
波要借力海丝之路文旅博览会、宋
韵·安石文化周、浙江书展等重大文
化活动平台，“狂刷”安石文化元素
的“存在感”；另一方面，要开展安
石文化标识征集活动，并推出一批内
容鲜活、创意独特的短视频作品。

鄞州区宋韵文化研究中心专家朱
友君认为，安石文化 IP 传播如何更
出圈，文旅产品是破题关键，要让大
众买得起、想得到、留得住，同时要
提升游客的消费体验。在服务和管理
上要下更细更深的功夫。“线下的旅
游体验取决于整个文旅产业链是否完
善、服务是否到位，这并非仅靠吸引
流量的短视频就能做到的，要久久为
功，让安石文化 IP 更加可视化、亲
民化和时尚化。”他说。

朱友君建议，宁波要找准安石文
化 IP 传播“出圈”的密码，利用自
身优秀文化资源，对外讲好宁波故

事。“从横向看，我们可以与河南开
封、江西抚州等有王安石留下过足迹
的城市联动，成立王安石史迹地联
盟，共同打造 IP、研发文旅产品；从
纵向看，我们要从城建、教育、水
利、文学等维度，深入研究王安石对
宁波文化的深刻影响，做好安石‘寻
根之旅’‘寻迹之旅’等品牌活动。”

记者了解到，宁波在这方面已经
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活动：举办首
届“宋韵·安石文化周”，与江西抚
州市、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联合成立

“安石文化城市推广联盟”；与抚州王
安石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多次开展文化
交流活动；与江西赣州阳明书院、安
徽含山县文旅投公司等省外机构单位
开展合作；与宋史学会、明史学会等
学术研究组织进行学术探讨⋯⋯

“今年，我们将与贵州、江苏、
河南等省的相关城市进行对接，为

‘王安石文化城市联盟’提质扩容。”
邱金岳透露，他们还将继续加大宣传
安石文化主题特色旅游线路力度，用
好“东亚文化之都”、索非亚中国文
化中心等重要国际平台，加强安石文
化的对外传播交流。

“我们结合东钱湖的特色文旅资
源，通过数字化设计，将东钱湖沿
岸的几处王安石文化遗存点串联起
来，推出了 8 条符合不同受众需求的
旅游线路。”东钱湖文旅集团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些游线受到社会广泛
好评。

东钱湖管委会经济旅游与湖区开
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打造以安石
文化为主题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上，他
们主要通过“老建筑+新消费”“原
场景+新体验”等手段，将安石文化
建设与东钱湖国家级度假区品质提升
工作相融合，今年他们将继续丰富、
提升“湖畔遇见安石”这条旅游线路
的内容和品质，深度开发安石文化的

“文物游径”。
海曙经过精心策划，今年推出了

“罗城寻访安石”朝圣之旅，游客可
以沿着“导游”王安石的足迹，从他
写下 《新刻漏铭》 的鼓楼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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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王安石组织民众治水的故事⋯⋯

“跟着安石游宁波”话题一时登上宁
波同城热搜榜。

宁波资深文旅专家陈民宪认为，
文 旅 产 品 既 要 “ 出 圈 ”， 又 要 “ 出
彩 ”。 在 这 方 面 ， 宁 波 要 盘 点 “ 家
底”，将优质文旅资源与安石文化建
设相结合，特别要抓住王安石作为文
学家形象的可亲性特点，找到安石文
化与当下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契合
点，持续输出各种文化创意场景，打
造硬核的文旅新产品、新业态。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安石文化
IP 与宁波先进制造业、时尚产业等跨
界融合，鼓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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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文化创
意消费转化，构建具有安石文化 IP
印记的现代文化产业新生态。”邱金
岳说。

在打造安石文化品牌的进程中，离不
开各类文艺作品的精彩呈现。经过几年的
积累和努力，现在，各类安石文艺作品以
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逐
渐成为打造安石文化品牌的重要支撑。

原创剧本朗读会 《听·见安石》 是宁
波重点打造的剧目之一。该剧与传统的剧
本朗读会不同，它将中国艺术传统的写意
韵味与现代艺术表现的多样性相融合，呈
现出全新的舞台风格。该剧自 2021 年创排
以来，已先后上演 30 余场。中国社会科学
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罗文
东曾给予高度评价。去年 10 月，市文旅研
究院携 《听·见安石》 这一作品赴江西抚
州演出，深深感动了王安石家乡的观众。

鄞 州 区 目 前 已 创 作 完 成 的 有 动 画 片
《王安石与鄞县》、音舞诗画 《安石足迹》、
歌曲 《安石颂》、国画 《王安石鄞县经游
记》 等作品；海曙区结合区域特色创作出
版 了 《宋 韵 · 四 明 弄 潮》《宋 朝 那 些 路》

《秀水永流传》 等作品，全面描绘宋代尤其
是南宋时期四明大地的辉煌历史，突出了
王 安 石 对 宁 波 的 吏 治 、 文 化 、 教 育 、 水
利、文学等方面的重大影响和历史性贡献。

不过，有关专家认为，虽然宁波目前
的安石文化作品涵盖了众多艺术形式，但
缺乏叫好又叫座的文艺精品，今后还需充
分 发 挥 文 化 精 品 工 程 专 项 资 金 的 导 向 作
用，打造“出圈”的文艺精品，力争摘取
国家级奖项。

不久前，《宗师列传·唐宋八大
家》第十期“王安石篇”在央视综合频
道热播，引发很大的反响。

“治鄞千日，影响千年”，作为一代
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的王
安石，在宁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
可以说，宋韵安石文化（以下简称安石
文化）是历史赋予宁波的宝贵财富。如
何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这一文化资
源，打响安石文化品牌？宁波积极行
动，于2022年成立了安石文化建设工
作专班，于2023年出台了《宁波市安
石文化建设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安石文化建设工作进度如
何？打造安石文化品牌的突破口在哪
里？带着市民、游客关心的几大问题，
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安石文化基因如何解码一问：

位于东钱湖的鄞女亭。

东钱湖风光东钱湖风光。。

市民市民、、游客与游客与““数字人王安石数字人王安石””进行互动进行互动。。

原创剧本朗读会《听·见安石》剧照。

安石文化地标如何塑韵二问：

安石文艺精品创作如何攀高三问：

安石文化IP传播如何更出圈四问：

记者 廖惠兰
本版图片由宁波文旅部门提供

安石文旅产业如何强链五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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