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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
一提起梁祝文化园，老宁波人就不由自主冒
出这句古谚语。可见梁祝爱情故事在民间
喜闻乐见，扎根之深。

作为梁祝爱情故事的载体，从上世纪80
年代的修葺，到90年代的挖掘、开发，再到本
世纪以来的转型升级，梁祝文化园始终在城
市的发展进程中，在市民的情感归属上，占
有一席之地。

“‘梁祝传说’流传至今已有1600多年。
南宋时期的宁波地图上就已经标注有梁祝
墓，可见其重要性。”“梁祝传说”非遗传承
人、文化研究学者周静书说。

梁祝文化园最早的雏形是位于如今海
曙区高桥镇的梁山伯庙。作为全国唯一一
座梁山伯庙，它在当地百姓心目中具有重要
意义——

既有年轻男女来求姻缘，也有夫妻来求
和睦相处。特别是每年农历八月，甚至有舟
山、绍兴、上海等周边地区的百姓来“坐夜”
逛庙会，最多时达3万余人。

“梁山伯和祝英台对待爱情忠贞不渝的

精神品质，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周静书说，“梁祝传
说”的传奇色彩，更是为其代代流传奠定基
础。

深入一代代人基因中的情怀和信仰，使
得梁祝文化园从梁山伯庙“起步”，于1996年
升级成为“梁祝文化公园”。

当时的梁祝文化公园以越剧版梁祝故
事为模板，包含了“草桥结拜”“三载同窗”

“十八相送”“楼台相会”“化蝶永伴”等景观，
成为旅游风景名胜区。

尤其是“化蝶”的雕塑，更是作为一张
宝贵的文化名片，频频亮相媒体，大大提升
了宁波城市形象的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
力。

进入本世纪以来，梁祝文化公园转型升
级为梁祝文化园。看似只有一字之差，体现
的是卓见、进取的宁波人对这张文化名片的
精心打造、提升与雕凿。

2009年，鄞州区（今海曙区）引进宁波联
合集团，组建宁波梁祝文化产业园开发有限
公司，将梁祝文化园打造成华东最大的婚庆

基地。
该项目也被列入宁波市“十二五”文化

产业发展重点项目和该区重大旅游项目。
2010年，宁波联合集团投资2.4亿元，在

保留古墓、古庙等历史遗存的同时，对原有
的梁祝景观、建筑进行升级改造，于2012年
10月重新对外开放营业。

如今整个梁祝文化园已发展成为集文
化旅游、休闲度假、婚庆娱乐、购物餐饮、生
态湿地、观光农业、文化社区等功能于一体
的国家AAAA级文化旅游胜地，每年游客
接待量超过50万人次。

“宁波万人相亲会”“中国梁祝爱情节”
等活动更是风靡全国，见证了一座城市的精
神文明发展。

人们曾经是“摇”着238（谐音“梁山伯”）
路公交车去“梁祝”，如今则是搭乘地铁1号
线到“梁祝”。正如同今年暮春在梁祝文化
园举行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首演60周年
纪念庆典一样，人们对“梁祝传说”的情怀和
信仰，经久不衰。

记者 石承承

你知道吗？如今的鄞州公园曾经有过
一个很洋气的名字——“中央公园”，也曾有
过一个很与时俱进的名字——“湿地公园”。

一座公园几易其名，折射的是一座城市
在发展过程中的探索、创新与回归。

鄞州公园在开工建设之初，有个“小目
标”——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为像纽约中央公
园那样的城市公园。

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鄞州公
园于2003年破土动工。就在之前的2002
年，鄞州正式撤县建区，城市飞速发展的号
角已经吹响。

如果说纽约中央公园是城市扩展的产
物，那么鄞州公园在开工建设之初为自己定
下的“小目标”，或多或少体现了宁波这座城
市的一些特质，比如开放、创新。

“鄞州公园地处鄞州中心区。在城市发
展的黄金期，将这样一块占地面积近千亩的
土地用来建公园，十分需要魄力。”鄞城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马颖会感慨。

该公司是鄞州公园的建设单位。鄞州
公园（一期）也是该公司于2003年成立后承

揽的第一个公园景观项目。
至今，马颖会的电脑上仍保存着鄞州公

园地块的旧照片：
砖瓦结构、木结构的老屋破旧不堪；因

生活垃圾、生活污水的乱排放而臭气冲天的
甬兴西河……

唯有河畔的绿树成荫和“野渡无人舟自
横”，依稀可见江南水乡本该有的清秀。

这份残留的清秀让马颖会很心动：“我们
对设计单位提出要求，尽量遵从原有的地表
肌理结构，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这一
区块的湿地特征得以最大限度的保留。”

于是便有了今日大家看到的鄞州公园，
从一期到二期，自东向西，从城市生活过渡
到自然生态，由闹入静。

“公园的水系甚至直接和奉化江相通，
形成一条生态廊道，让生活在‘水泥森林’中
的人们有机会能够看到鸟、鱼是如何生活、
栖息的。”

因为种种原因，鄞州公园最终以“鄞州
公园”之名“生活”在这座城市中。名字变

“小”了，“格局”和“理念”却变大了。

不同于过去公园多传统古典园林的构
建，鄞州公园将自己明确定位为“城市公
园”，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承担和满足城市
人群的生活需求。

似乎很难想象，在寸土寸金的中心城区，
在一座公园里竟然还有长达6公里的环形跑
道，甚至可以满足时下人们“跑马”的需求。

跑道用透水混凝土浇筑，即便是下雨
天，在上面走走跑跑，也不容易湿脚。

事实上，在鄞州公园（二期）开放后，很
多市民都不习惯，觉得它和印象中的公园不
同，“公园有很多的‘留白’之处，为人们日益
变化、增长的需求预留了空间。”马颖会说。

坐落在城市里的公园应该扮演怎样的
角色？这不仅是马颖会作为业内人士所思
考的，也是鄞州公园通过一花一草、一景一
情，想要传递给市民的。

如今，每逢节假日，特意驱车前来的市
民络绎不绝。他们“用脚投票”，让一座公园
不止是景观，而是融为生活的一部分。或
许，这正是城市地标应有的意义。

记者 石承承

鄞州公园一景。 记者 张培坚 摄

梁祝文化园一景。 记者 张培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