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出“宋韵书房”，步入一旁的
“南宋书房”，罗先生驻足良久。吸引
他的，除了涵盖历史、文化、民俗、军
事等11个类别的宋韵文化普及类读
本，还有富含“宋韵”文化元素的文创
产品，盲盒、玩偶、邮票、明信片……

可能很多人跟罗先生一样，心里
都有个疑问：“宋韵”为啥一下就“火”
了？除了“美”，“宋韵”文化还有哪些

“韵味”值得细品？
在“南宋书房”负责人、杭州紫金

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
理赵群伟看来，宋代的经济繁荣促进
了文化的高度繁荣；对外交往的频繁
让文化“走出去”成为一种常态，如果
能准确把握其文化精髓，是具有历史
意义和时代价值的。

“所以我们现在说‘宋韵’文化，

而不是宋代文化，是希望能够以更开
放的心态，更多元的角度让‘宋韵’文
化具有更持续的影响力和穿透力。”

对主打“宋韵”文化的“南宋书
房”来说，尝试得更多。

展位上，“南宋书香”（芸檀、芸
沉）让参展者“先睹为快”。“这两款书
香是南宋书房独有的味道，将于10
月17日全球首发。今后大家闻到这
种香味，就知道是南宋书房的。”赵群
伟说。

除了图书展示、主题文化讲座，
创新复合业态的“南宋书房”还有宋
韵主题文创产品的研发和销售、宋韵
文化主题出版、宋韵主题邮局，以及
短视频、知识付费、直播等新形态传
播，实现文化的落地、转化。

记者 石承承

昨日下午，宁波出版社特邀古籍
文献学专家、浙江省古籍保护中心办
公室主任、浙江图书馆古籍部主任陈
谊，给现场读者带来“启钥《四明文
库》，回响宋韵今声——谈宋刻本‘宝
庆’‘开庆’志”专题讲座，并重点介绍
《四明文库》首批成果中独具价值的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宝庆《四明
志》与开庆《四明续志》。

宝庆《四明志》在制定标准
上有突破

宝庆《四明志》共有21卷，南宋
时期由胡榘主修、罗濬编纂，其他参
与编纂者11人。该志根据乾道《四
明图经》体例重新增订，1169年成

书，在现存的四明志书中为最古。
对作为本次论坛主角之一的宝庆

《四明志》，陈谊表示，“宝庆”志是“图
经”到“方志”形式转变的重要古籍。“宝
庆”志采取的各县分别写志的形式，在
方志的撰写标准上有了重大突破。

陈谊说，宝庆《四明志》除了改变
此前以“图”为主的模式，其材料也更
为丰富，不仅为研究宁波区域保留了
较为原始的档案，也为宋史研究提供
了宝贵资料，与正史互为补充，“近些
年出版的《全宋诗》《全宋词》都从中
梳理到了材料，文献价值很高。”

开庆《四明续志》价值不可忽视

开庆《四明续志》有12卷，南宋
吴潜主修，梅应发等人编纂，因前有
宝庆《四明志》，因此被称为《续志》。

“开庆《四明续志》最大的特点就
是《四明志》写过的内容，全部都不涉
及，因此收录的内容看上去有些乖
张，甚至还收录一些主编者的诗词。”
陈谊介绍道。

历史上，对于这部开庆《四明续
志》有不少批评的声音，而陈谊却为
其正名。“开庆志的史料价值和学术
价值是不可忽视的，书中详细记载了
吴潜在职时期的政绩，从某种程度上
说，这也是当时宁波地区官方视角的
社会发展面貌，为研究这一时期宁波
地区的历史保留了珍贵的史料，绝对
不能全盘否认。” 记者 朱立奇

本报讯（记者 顾嘉懿）昨日下
午，高级编辑、南宋史研究中心兼职
研究员姜青青做客第七届浙江书展，
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6号馆特色书
店馆舞台进行了一场题为“精彩千年
的‘宋韵’”主题分享。

姜青青是一位跨界发展的新闻
工作者、历史学人，曾出版《<咸淳临
安志>宋版“京城四图”复原研究》
《遇见宋版书》《龙飞凤舞到钱塘：南
宋皇城寻踪》等书籍，已出版和发表
有关杭州历史文化著述200多万字，
擅长用通俗手法把专业知识介绍给
大众。

2019年，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了姜青青的《遇见宋版书》。民间早

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宋
版书珍贵，不仅因其稀少，许多已成
传世孤本，更因其排版、字体的审美
达到中国印刷史上的高峰。

《遇见宋版书》是一部有关宋版
书刻印、收藏真人真事的“硬核”故事
书。书中收录了有关20个宋版书故
事，一波三折、惊心动魄。故事中各
色人等表现出来的悲喜、喜好、善恶
等情感和品行，均有史实依据，且采
用全彩印刷，出版后十分畅销。

在宁波讲解当下的热词“宋韵”，
撞到了姜青青的“枪口”上。在书展
现场，姜青青引用了两句前辈的话
——陈寅恪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
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
广铭说：“宋代文化发展所能达到的
高度，（在当时）是居于全世界的领先
地位的。”

姜青青表示，其实“宋韵”在宋代
的时候就是一个热词，在很多史料
中，宋人自己就对“韵”这个字做过一
些阐发。姜青青说，宋人流行语中的
韵，指向人物、服饰、词曲、书法、美食
和花木等多方面。“韵“字形容的对
象，多半具备高华清雅、美丽脱俗的
美学意义和时尚意趣。而对今人来
说，“宋韵”代表着一种“高雅而低调，
灵动而内敛”的文化气质，就像宋人
喜欢用的砑光笺，花纹低调，同时又
很珍贵。

一把椅、一杯茶、一间书房

“流动起来”的“宋韵”原来可以这么美

宋韵，是本届浙江书展的一大亮点。 记者 崔引 摄

昨日上午，第七届浙江书展开幕。
78岁的市民罗先生一大早就从东钱湖赶来，直奔设在宁波国际会展中心6

号馆的“宋韵书房”。书房里的一画、一桌、一椅对他来说，既熟悉又陌生。

迈进“宋韵书房”，罗先生的目光
落在那把黑漆发亮的宋椅上。不同
于传统印象中中式家具的繁复，宋椅
的造型简约、清秀。

这把宋椅“来头不小”：它的原型是
南宋石刻公园史诏墓前的一把石椅，距
今有近900年历史，大体保存完好。

“木椅不易保存，传世的宋椅几
乎没有，这把按1：1真实大小雕斫的
石椅，在中国的椅子史上极具研究价

值。”“宋韵书房”主理人吴圣超说。
细细观察，宋椅造型上圆下方，

后腿与座屉边抹的卯接承袭了宋代
家具的特点，整体造型清秀空灵，刚
柔并济。

“像这样的宋椅即便放在当代的
生活空间中也不违和，既有古风之经
典，又充满生命力。”在吴圣超看来，
审美的共通，是“宋韵”能够流动、传
承的原因之一。

一把和“美”有关的椅子

78岁的罗先生可能没想到，偌
大的书展，内容如此丰富，却有那么
多人被一杯茶吸引。

和宋椅一样，这不是一杯普通的
茶。

“宋韵书房”右侧的墙上挂着一幅
南宋画家刘松年的《撵茶图》，描绘了
磨茶、点茶、挥翰、赏画的文人雅士茶
会场景，展现了两宋流行的点茶技艺。

国家二级茶艺技师、国家茶艺考
评官、“山木茶书院”主理人胡珂在书
展现场要做的就是再现宋人“点茶”
的场景，通俗来说，有点儿类似打发

奶泡。
“现在大家看到的‘点茶’已经是

简化后的，传统的‘点茶’要从敲‘龙
团凤饼’（茶饼）开始。”胡珂并没有因
此放慢手里的动作，不一会儿工夫，
盏中就浮起一层如云般白皙、绵密的
泡沫，“‘点茶’考验手腕的速度和力
度，以‘出膏光者佳’。”

因“点茶”被围观，对胡珂来说习
以为常。在过去的5年里，她见过太
多因好奇而来的人，她是满心欢喜
的：“就像你们一样，来了，看了，问
了，自然会对‘宋韵’文化有所了解。”

一杯和“心”有关的茶

一间“好玩”的书房
姜青青在第七届浙江书展上。

记者 崔引 摄

“宋韵”在宋代就是一个热词
《遇见宋版书》作者姜青青在甬分享“精彩千年的‘宋韵’”

主题分享会现场。记者 刘波 摄

启钥《四明文库》回响“宋韵”今声
陈谊开讲宋刻本“宝庆”“开庆”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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