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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7时半，易中天在鄞州文化艺术
中心主讲《两宋文明之谜》，500余位市民
在现场聆听讲座。这也是第七届浙江书
展主论坛天一阁论坛的第三场演讲活动。

8月31日，浙江省委文化工作会议提

出要把宋韵文化打造成浙江文化金名片，
要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正在写作

“中华史”的易中天在一个半小时里，通过
视频、课件等丰富手段与听众分享了他眼
中的两宋。 记者 顾嘉懿

“快看，易爷爷来了！我可喜欢听他的
《品三国》了！”昨日下午，著名学者易中天
现身第七届浙江书展现场，让早早守候在
场馆门口的宁波晚报（现代金报）小记者激
动万分。

进入会场后，小记者们紧紧跟随易中
天，在宁波馆内参观了充满江南水乡韵味
的天一阁宝书楼，在运河文化馆了解了历
代运河的变迁，犹如游走于一幅长长的文
化历史画卷中，收获满满。小记者们还鼓
起勇气，请求和易中天合影。易中天不仅
愉快地和小记者合影，还给宁波晚报（现代
金报）小记者写下寄语，鼓励小记者要“鼓
起劲来做事，埋下头去读书”。

到了关键的采访环节，来自新城第一
实验学校的小记者们一点不逊于大记者。

“易爷爷，我听过您在百家讲坛的课，我也
非常喜欢历史，请问学习历史有什么好的
方法吗？”“易爷爷，您为什么要当作家？”

“您最为骄傲的作品是哪一部？”
一个个问题可把易中天给难倒了。易

中天开玩笑地说：“这小记者问的可都是大
问题啊，比高考题还难，希望大记者们待会
能提点小问题。”

为了此次采访，小记者们做足了功课，
但最想了解的还是有关学习历史的方法。
对此，易中天建议孩子在学习历史、阅读历
史书时，别要求自己一次就把所有内容都
读懂，读懂多少算多少，“你觉得哪一段有
兴趣你就读，哪一段没兴趣你就不读，因为
没有人能够掌握所有知识”。同时，易中天
建议家长“严教不如身教”，要让孩子爱看
书，首先自己要多读书，家长还可以在家中
书柜放一些自己儿时喜欢看的书籍，供孩
子自主选择阅读。

作为此次天一阁论坛的主讲嘉宾之
一，当天晚上，易中天带来了一堂《两宋文
明之谜》，让小记者收获满满。

蓝青小学的小记者章瑞麟说：“易爷
爷讲得通俗易懂，以前我就在电视上看过
百家讲坛，这次能作为小记者来现场听，我
太荣幸了！”

现场，小记者们听得十分入迷，时而跟
着现场观众一起传来笑声，时而跟着易中
天诵读宋代诗词，眼神里透露出对知识的
渴望。 记者 钟婷婷

“非常用心、文化气息浓、给人精神上的享受！”

易中天盛赞浙江书展
昨日下午3时，著名作家、学者易中天现身浙江书展。在参观了宁波馆、浙版馆、运

河文化馆、特色书店馆等区域后，今年75岁的易老表示：“浙江书展布展非常用心！运
河文化馆和特色书店馆这种场馆其他书展不太有，把地面布置成一条运河，书店在运河
两岸，很有特色。在宁波举办的浙江书展文化气息浓，给人精神上的享受！”

易中天现身浙江书展。记者 张培坚 摄

易中天，1947 年生于长沙，曾任教
于武汉大学、厦门大学，早年以百家讲
坛的《易中天品三国》系列为人熟知。

易中天曾在2009年来过宁波，他的
出现直接造就宁波市图书馆“天一讲堂”
有史以来最火爆的场景。昨日下午，易中
天从1号馆大门步入书展，很快在逛展人
群中引发一阵关注，一众读者奔走相告：

“那是易中天！”
在有关人员陪同下，易中天驻足浙版

馆，欣然为自己写作的《易中天中华史》题
写签名。在参观了20多分钟场馆后，易中
天接受了记者群访。

在谈到对宁波城市的印象时，易中天
说：“我觉得宁波这个城市在中国历史上

非常重要，在宋代是非常重要的外贸口
岸，广州、泉州、明州（今宁波）是当时中国
三大港口之一，宁波在清代还设过海关，
这是一个海洋城市，海洋城市的胸襟一般
比较开阔，眼睛向外，这一点对城市气质
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文化底蕴不用说，不光宁波，整个浙
江历来都是文化大省和文化强省。春秋的
时候，越国就有了自己的文明。南北朝和
两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南
移，长三角乃至环太湖地区的经济、文化
一度远远超过北方。”易中天表示，“宁波
以前叫‘明州’，她就像一颗历史长河中
的璀璨明星，希望宁波在当代继续大放
光明！”

讲宁波：希望“明州”在当代继续大放光明

从“三国”到“先秦诸子”，易中天感
兴趣的历史领域很广。这些年，他长期
住在江南某镇，潜心写作一套大部头
——《易中天中华史》。从2013年开始，
已经出到了第四部《宋元》部分，分《大宋
革新》《王安石变法》《风流南宋》和《铁血
蒙元》多卷。

“我觉得宋韵这个词蛮准确，它是一
种韵味，很难用概念性语言描述下定义，
但是可以去体会。”易中天说，“唐诗像
酒，宋词像茶，都是可以品的，但味道不
一样。唐宋两代都是中华文明鼎盛时期，
对外文化交流交往非常频繁，日本人学中
国的唐代是学上层建筑、意识形态，而学
中国的宋代是学生活方式，品茶过日子。

汉唐没有夜生活，而宋代是破墙开店的，
夜生活很丰富，这一点跟现在很像。而且
宋代是官员待遇最好的时代，有相对较大
的自由度，这都是生活方式和物质条件造
成的。”

易中天谈到了北宋王安石在鄞县的
变革，他说：“王安石的青苗法很好，他在
鄞县的改革应该说是成功的，但是一个县
的经验猛一下推向全国太着急了。王安
石本人是个急性子。客观地说，宋神宗也
非常希望尽快出效果，但是国库没钱，而
王安石有种时不我待的感觉，推得用力过
猛，推得太快。很多事情除了方向还有方
法问题，方向对了方法错了也不行，这是
王安石给我们留下的教训。”

讲“宋韵”：这个词蛮准确

做客浙江书展天一阁论坛

面对面采访易中天
本报小记者收获满满

小记者在采访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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