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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栏语

8 月 31 日，浙江
省委文化工作会议
在杭州召开，会议提
出要加快打造新时
代文化高地，为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
裕示范区注入强大
文化力量。宁波市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也
提出，要提升城市文
化软实力，建设独具
魅力的文化强市。

作 为 一 座 建 城
1200 年的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宁波拥有
深厚的底蕴和文化
遗产，在一代代人的
努力下，逐渐建成了
一座富强、文明、开
放 、包 容 的 现 代 都
市。即日起，本报开
设“宁波文化名片”
栏 目 ，解 码 宁 波 文
化，解读这座城与人
的独特气质，树立和
巩固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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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独特气质，这种气质形成于独一无二的基因之中。世人皆
谓，宁波人务实、争强，勇于闯荡。凡事着眼于当下，不念过去，不畏将来。这种精神
气质的形成，与宁波的地理环境有关。

地处浙东沿海，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坐拥天然良港，拥有三江交汇的区位优
势。这座城市一边直面大海，接受海洋巨浪滔天、波谲云诡的神秘挑战，一头通往内
陆腹地，背靠大树好乘凉。南宋诗人陆游如此形容当年的宁波：“万里之舶，五方之
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

这就是宁波的自信根源，海纳百川、港通天下。宁波是浙江因地理优势而天然
注定的“对外窗口”，承担着她必然的使命。

2020年5月，井头山遗址
被发现，改写了宁波历史。宁
波人突然找到了他们与海洋的
最早关联。河姆渡是内河港
湾，而井头山，面朝大海。

8000年前的聚落，居住在
海岸线上的一处缓坡，人们在
先民们住过的地方找到了一大
堆食用过的海洋贝类，作为这
个聚落曾经存在的依据。

井头山人的生活与潮汐相
伴，逐浪而生。他们学会了造
船、打桨，向海洋深处探索寻
觅，体现出前人未有的智慧和
勇气；同时也会做弹弓、打猎。
夜晚，当他们围着篝火仰望星
空的时候，也听着疾风吹过树
林的猎猎风声，与野兽来自暗
处的呼号。

井头山的船桨，划开了宁
波历史的第一桨。1000年后，
聚落向四周扩展，来到了田螺
山，也来到了河姆渡。

河姆渡人的生活体系很完
整，他们的生产方式更先进，并
且开始发展出美学观。宁波人

第一次放弃实用目的，学会了
欣赏美、创造美。河姆渡人刻画
的图案“双鸟朝阳”，被认为是
一种精神图腾，象征着一种昂
扬与绚丽，展现出勃发的生命
力。

2023年，将是河姆渡遗址
发现50周年。《宁波市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
要》已然提出要“深化河姆渡、

井头山等史前遗址考古发掘和
价值研究，创建河姆渡国家遗
址考古公园，推动河姆渡-井
头山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新近出台的《宁波市关于
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实施
方案》明确提出打造“河姆渡史
前文化标识”。目前我市已经
在筹建宁波市史前文物保护研
究中心与河姆渡博物院，远古
文化名片有望被时代擦亮。

远古故乡：史前文化标识

“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在唐代
地图上，浙江仅占0.7%的国土面积，却有
54%的诗人出自、客寓或歌咏过浙江，成
为极为壮观的文化现象。据不完全统计，
有1200多位唐代诗人，从《全唐诗》走出，
曾来到浙江的青山绿水间，壮游咏志。

剡溪、天台、四明，留下诗人屐痕处
处。检索四明诗，尤以皮陆“四明九题”
对后世影响最大。严格来说，皮日休与
陆龟蒙并没有来过宁波。有一天，陆龟
蒙苏州的家中来了一位访客，名叫谢遗
臣，从名字到气质都充满隐逸气息。这
位访客向陆龟蒙细细介绍了四明山中
种种胜迹，希望大诗人能给予题咏。

陆龟蒙被他描述的山水胜境说得
心动，悠然神往，欣然提笔，就9个山中
重点“景点”写下9首诗，并抄送皮日

休。对于好友的“挑战”，皮日休也没闲
着，回赠9首诗以附和。

对于四明山来说，这是一次影响深
远的事件。因为他两人的“推介”，许多
人来了四明山，不遗余力地寻找那些存
在于诗中的景点，而在这不断的寻找、
推翻、重来中，四明山的名气越来越大，
名头越播越广。许许多多的后代诗人，
模仿皮陆而作“九题”诗，“四明九题”成
了四明山的“母题”。

2020年10月12日，浙江省诗路文
化带建设暨浙东唐诗之路启动大会在
天台召开。“唐诗之路”是一条线，也是
一个契机，串联起浙东各座城市之间的
合作“互推”。人们将共同着力于打造
诗画浙江、建设生态文明，让绿水青山
成为永恒财富，串珠成线，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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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色四明：唐诗之路B

中国历史上，南宋是浙江的“高光”
时刻。金兵袭扰，宋室南迁，杭州临安
历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变成了国
家都城。

就像京津冀拱卫首都一样，距离杭
州不远的宁波顺带划入了“京畿之地”
的范围，无论是战略地位还是文化影响
力，都达到历史的巅峰。“满朝朱衣贵，
皆是四明人”，是这一时期的生动写照。

今年8月31日的省委文化工作会
议在“十个新突破”中，提到要“在打造
以宋韵文化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金名
片上不断取得新突破”。

宁波的各项宋代文化遗存极丰，物
质遗存比较集中地存在于月湖和东钱
湖，当然还有江北区的保国寺，它们一

起构成了宋时的审美，给当时和后世带
来丰沛的给养。

一般认为，宁波城“启蒙”于宋。当
时特别重视文化教育，这股“风气”的兴
起，与北宋政治文化名人王安石有关。
是他在宁波设立县学，并多次写信请来
隐居慈溪的学儒杜醇为学生上课，提高
学校的教学水平。

在他的带动下，月湖周边聚集起多
位学者，受聘于春笋般成长设立的各座
书院。“庆历五先生”杨适、杜醇、楼郁、
王致、王说，“淳熙四先生”杨简、袁燮、
舒璘、沈焕，皆于此时扬名，建立起自己
的学说。他们教出的子弟，通过科举进
入官场，壮大了“四明”的队伍，形成良
性循环。

南宋风华：宋韵千年C

藏书文化，是宁波特色文化。作为
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
蜚声中外，是宁波最具吸引力和影响力
的文化地标。

范钦身为明朝兵部侍郎，却有一颗
爱好文艺的心，心有猛虎细嗅蔷薇。在
严嵩父子专权、宦官当道的朝局中，54
岁正当壮年的范钦选择激流勇退，去职
还乡。当时，他有两个年龄相仿、经历
相似的同乡朋友，张时彻有月湖精舍，
屠大山有遂初堂，范钦受了“刺激”，决
定新建一座自家小园天一阁跟两人“媲
美”，呼朋引伴，吟诗赏月为乐。

藏书是范钦的志趣，但他藏书的类
型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厚今薄古，大都

是明朝当代的地方志、科举录。一般藏
书家看不上、不要的那种他都收了来，
还叫人分头抄录。几百年后，那些书因
为量少，物以稀为贵。在这一点上，不
得不服气范钦的眼光。

天一阁最忠实的、为扩大它的声名
最不遗余力的“粉丝”是乾隆。编修四
库，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贡献极大，乾
隆屡次嘉奖，为藏四库全书而建的“南
北七阁”，也都按天一阁蓝本而建，一朝
成名天下知。

藏书脆弱，书楼易倾，宁波人却把
天一阁捧在手心，让它们完好传递了
450余年。天一阁是幸运的，它的存在
是宁波的荣幸。

天一生水：书香之城D

捐躯赴国难：守望和平E
宁波地处海疆。千百年来，保家

卫国的主题始终在这片土地激情上
演。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镇海是国家
的海防前线，战略地位很高，来往官员
也都是朝廷指派的军政要员。他们
中，有一位叫冯柄的南宋水军统制，他
在今天镇海中学校园内梓荫山东侧峭
壁上，刻有四个擘窠大字“惩忿窒欲”，
代表南宋水军驻扎镇海，防止金兵从
水上入侵的一段历史。

明代的宁波是抗倭前线，戚继光、
俞大猷，这些威名赫赫的将军都曾在
这里建立他们的功勋。招宝山上，抗
倭将军卢镗建立的威远城仍在，与两
岸十余座炮台连成严密的防线，长长
久久拱卫着甬江口的和平。

在宁波城市周边，散落着多个卫
所、所城，也都是海洋给这座城市留下
的特殊印记，他们合在一起传递出一
种精气神，讲述着不可磨灭的英雄往
事，激发人的爱国心和报国情。

宁波帮走天下：始终心系乡梓F
“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

建设宁波！”一句口号，让“宁波帮”这
个团体走到世人面前。

宁波多山少地，旧时人口一多，便
有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凭借独特的
地理优势，和骨子里不甘现状的闯荡
精神，19世纪末，一批又一批的宁波人
踏上了离家远行的船只。

他们中的大多数去往了充满机遇
的上海滩，宁波人肯吃苦、踏实肯干，
学习能力强，这些少年从店铺里的学
徒做起，凭着聪慧机变，很快在乱世浊
流中崭露头角，站稳脚跟。最终，昔日

学徒成了上海滩的“大佬”、行业公所
带头人，特别是钱庄业，宁波人将自己
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完成资本原
始积累的他们以“义”字行天下，主动
参与到社会建设和公共事业中来，并
怀有浓厚的乡情，到哪儿都不忘家乡，
凡有需要，“宁波帮”总是第一时间调
转船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至2020年10月，世界“宁波帮·帮
宁波”发展大会已召开三届。无论从
事何业，身在何方，宁波，永远是“宁波
帮”的精神原乡。

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基因绵延古今G
当然，属于宁波的“文化名片”还

有很多，书香宁波、海丝宁波、红色宁
波、音乐宁波、影视宁波、演艺宁波、创
意宁波……七彩交织，方是天上霓虹
色彩。

今年是宁波建城1200年，如果说
井头山的涛声象征宁波的文明曙光，
那么子城建城代表着宁波人走向现代
化的今天。唐人选址在三江口周围的
这片土地上，着力耕耘，搭建起城市的
框架，繁衍生息，而有今天。我们纪念
建城，也是为了纪念曾经为宁波的稳
定、和平、繁华、欣欣向荣贡献智慧与
力量的所有人。

1986年12月8日，宁波被国务院
批准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2009年4月，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
会第十次会议批准了宁波市人大常委
会提请的《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条
例》，确立每年的12月8日为“宁波市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日”，扩大宁波文化
的影响力，增强市民对历史文化遗产

资源的保护意识。
在今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多样化的

纪念活动一直在展开。据了解，一套名
叫“宁波文史记忆”的丛书正在编写，由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牵头的“宁波文
化基因解码工程”也一直在推进。

了解过去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
来。今年8月 31日的省委文化工作
会议提到：着力打造思想理论高地、
精神力量高地、文明和谐高地、文艺
精品高地、文化创新高地，培育浙江
文化新标识，构建文化建设大平台，
形成文化发展新格局，在共同富裕中
实现精神富有，在现代化先行中实现
文化先行……

文化，无有定形，无处不在。它是
人们内心深处的精神力量，让生活变
得丰沛有趣。而当它照进有形的现
实，文化软实力就会变成经济硬实力，
鼓舞、激励着大众携手努力，共同创造
一个符合人们内心期待的世界。

记者 顾嘉懿

鼓楼是宁波现存唯一一段城楼。顾嘉懿/摄 天一阁。天一阁博物院供图

招宝山威远城。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供图

井头山遗址。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