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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黄文杰，浙

江余姚人，宁波
市文化艺术研究
院副书记。宁波
市文化学术杂志

《天 一 文 苑》主
编，政策理论部
主任；宁波市“六
个一批”（理论）
人才，宁波市领
军和拔尖人才工
程培养对象，一
级文学编辑。主
持多个国家、省、
市社会哲学科学
研究课题，发表
论 文 100 余 篇 。
代表作有《悦·读
宁波》《文·化宁
波——宁波文化
的空间变迁与历
史表征》《书香月
湖——江南士人
的精神构建与历
史流变》等。

黄文杰出生于梁弄——一个位于四明山北麓、姚
江之南的文化名镇。这里，道教文化、隐士文化、藏书
文化……各种文化交融汇聚，辉煌璀璨。梁弄的东明
山，据说是严子陵的岳父梅福隐居的地方。东汉时，
刘樊夫妇在道士山行医济世。黄文杰从小就被那些
传说、故事滋养。他的家离著名的藏书楼五桂楼不
远，桂花开的时候，五桂楼内兰桂齐芳，整条巷弄都浸
润在清甜的香中。五桂楼的书虽已搬空，但是主人黄
澄量及其子孙的藏书轶事和懿行美德，却是乡民们历
久弥香的话题。在五桂楼登高望远，四明山七十二峰
如屏风似的围在梁弄镇四周。童年时的黄文杰仰望
山峰，想：四明山为什么叫“四明山”呢？后来，他读到
了有关四窗岩、清贤岭、贺溪等的故事，同时也知道，
四明山是两晋时命名的。谢安曾经隐居东山，王羲之
则在四明山南麓安家。隋唐以来，四明山是文人墨客
的朝圣之地，有了著名的“唐诗之路”，所以，四明山之

“明”是启明、启蒙。越人认同中华文化，与四明山密

切相关。从此，四明山也多有名流汇聚，王阳明、黄宗
羲等乡贤常常驻足小憩，即使是乡野草根之辈，也往
往有着宏大的人生格局。

同样，黄文杰还记得小时候那一幕。稻谷成熟
时，家家户户晒谷子。这时，有麻雀飞来，小孩要去
赶，可大人们却用地道的山里口音说：“让它们吃一点
吧，反正就是它们带来的。”稻谷是麻雀带来的吗？他
不解。及至后来他看到三块巨石叠加的河姆渡标志，
最上面那块，就是“双鸟舁日”纹蝶形器放大而成的。
原来，河姆渡人的精神图腾就是太阳和鸟。在先民们
看来，水稻生长需要太阳，而最初水稻的种子是由飞
鸟衔来的。

后来，黄文杰走出了梁弄，但对故土却有着刻骨
铭心的眷恋。那里，山清水秀，连井水都是甜的。而
更重要的是民风淳朴，诗风相继，恪守传统的乡民对
文化有着无比的敬畏和敬仰。这在他童年的心中，播
下了一颗文化的种子。

□赵淑萍

千年文化脉络

走读宁波

梳理

黄文杰：

从一位高中的语文名师转型为地方文化的
研究者、传播者，几年来，黄文杰走读宁波，梳理
城市文化脉络，笔耕不辍。由他主编的《天一文
苑》五年来凝聚了甬城及省内外一大批高校学者
和文化名人，他们一齐为宁波文化摇旗呐鼓，为
树立宁波的文化自信孜孜努力。

黄文杰曾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在业界有一定知
名度。不仅因为他带的班级教学质量名列前茅，而
且因为他本人的综合素质好，能说能写，他的讲座信
息量大，纵横捭阖，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在宁波大
学读研时，他的硕士论文获全国百优奖，而反响最大
的是他带学生“走读余姚”“走读宁波”，活动开展得
有声有色。在余姚高风中学工作时，他是校团委书
记，开展了大量社团活动。他带着学生走访太阳神
的故乡——河姆渡，去大岚山寻找姚江的源头，在黄
宗羲的龙虎草堂朗诵先贤的名篇，在阳明故居追寻
一脉心香，甚至还到慈城孔庙，请专家给同学们讲
《论语》。调到惠贞书院后，他继续“走读宁波”。他
与学生沿着水路走遍宁波，亲近溪、河、湖、海等丰富
的水的形态，他要让学生与大地对话，体会到宁波这
个城市依水而居、因水而兴的特质，探寻水脉之中深
潜的文脉。几年来坚持不懈地走读，不仅感召了学
生，他自己也捧出了两本专著《悦·读宁波》和《文·化
宁波》，甚至即将出版的《宁波水文化史》也得益于那
些年的积累。“《悦·读宁波》是黄文杰能动能静个性
的写照。走，是动，对于语文教学来说，是建设一个
开放性的课堂，在动态、实践的土壤中，提升语文素
养与生命质量。而读，是静，是以文化为核心，学生、
文本、大自然、教师、百姓、文化、风俗等之间的多重
对话，是思想碰撞和心灵交流的动态过程。一动一
静，演绎了语文教育的诗性本质。”语文界的一位同
仁如此评价。而在《文·化宁波》中，他通过“地理与

人文”“日常与传统”“家族与人物”三大视角，来梳理
宁波文化的脉络。该书对于宁波文化的研究，有宏
观的，也有微观的。“‘日常与传统’‘家族与人物’两
部分，几乎囊括了值得一提的宁波的事与人。‘地理
与人文’更多讲述在宁波这一特定地理格局中，随着
历史变迁所呈现的文化脉流，是立足大格局与大历
史阐析宁波文化的流变；而‘日常与传统’‘家族与人
物’更多侧重细节阐述，是一个独具地域风情的符号
与一个个曾经鲜活地张扬地域精神的生命。”戴光中
教授如此评说。

走读宁波，不仅梳理宁波文化的千年脉络，黄文
杰还想着如何去传播、感召更多人。他去月湖，每次
骑车穿行于偃月街、马衙街，或步行于月湖的三堤
七桥十洲，文化的气息扑面而来。天一阁、湖心
寺、烟屿楼……从史氏家族到全祖望、徐时栋。望
族文化、教育文化、藏书文化、院士文化……月湖对
宁波文脉及至中华文脉的呼应、承载，可能是任何
城市和地方所无法比拟的。人们在这里跳广场舞、
散步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更多地了解她辉煌的历史
和丰厚的文化底蕴？于是，他主持了几个月湖博物
馆群，更新中心城区文化空间的课题。再比如，他
到河姆渡博物馆调研，提出博物馆要避免同质化，河
姆渡博物馆已有丰富的物件，现在应该发掘湿地文
化，尤其是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鸟文化”。建
立一个鸟类博物馆，让孩子们认识鸟，与鸟共存，与
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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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于对宁波文化的热爱，黄文杰调入宁波文化艺术
研究院，主编《天一文苑》。这个平台更大，也令他的视
野更加开阔。他接触到许多学者、艺术家。原文化艺术
研究院的院长郭国强，曾是宁波市的引进人才，对艺术
很在行，曾领导打造不少宁波的艺术精品。当时，他组
织开展甬剧老艺人抢救工程，由甬剧名家沃幸康、高校
教师庄丹华和青年学者友燕玲组成团队，采访上海、杭
州、宁波等地的老艺人并整理、汇编《甬剧老艺人口述
史》。“黄文杰并不在我们的团队里，但是他很想了解甬
剧的一些戏剧知识。大热天，他常跟着我们去采访。”沃
幸康说。而且，两人坐同个办公室，黄文杰经常向他请
教戏曲中的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黄文杰说，“戏里戏
外、台前幕后，是艺术工作者对本土文化深挚的爱。”继

而，他走得更远，从甬剧、姚剧、宁海平调等地方剧种，扩
展到江南更多剧种的研究。他看沪剧、淮剧、绍剧、婺
剧，亲自去嵊州，了解古老的余姚腔在当地戏曲中的蕴
含；甚至，他还去泉州看南戏遗孑梨园戏，采访到梨园戏
表演艺术家曾静萍。他了解到，曾静萍在法国表演，法
国的观众居然下跪。也许，艺术是无用之用，但却有着
巨大的感染力，令不同种族、不同肤色的人引起共鸣。
近年来，在省文化艺术研究院朱为总研究员及叶志良等
专家的指导、帮助下，黄文杰申报了《浙江戏曲文化史》
等省哲社课题。“戏曲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载体之一，而宁
波、江南在其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文化史、价值
学切入戏曲研究，这应该成为戏曲研究的重要方向。”朱
为总老师如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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