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纪念宁波建城1200年，描摹宁波城的历史脉络、解读宁波人的文化性格、弘扬宁波帮的奉献精
神，昨日上午，由宁波出版社出版的《走读宁波》《宁波人》《江城印记：宁波帮与武汉近代建筑》《说宁
波话的上海人》4本新书在浙江书展上亮相。

《走读宁波》作者孙武军、赵淑萍，《宁波人》作者柴隆出席首发仪式，并就宁波人的文化性格、宁波
建城1200年的人文地理记忆与现场读者作分享。

丰富对宁波城与人的认识

4本展现宁波文化的书籍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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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新书既有对宁波城历
史底蕴、文化基因的品读，又有
对宁波人生活细节、人文性格的
勾勒，既有对宁波帮建筑和事迹
的速写，又有对宁波帮人士和精
神的弘扬，以不同的角度和风格
展示宁波精神。

由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
出品，孙武军、赵淑萍执笔的《走
读宁波》以历史节点为经，串联
宁波最具影响力的旅游景点为
纬，缀珠编玉，交汇时空，展现了
宁波各个历史阶段的名胜古迹
及其文化特色，通过介绍其背后
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故事，体现文
旅融合、以文促旅的文化旅游新

风尚。
作者孙武军是宁波电视台

《江南话语》栏目编导，书中他用
散文诗般的语言描述了历史上
真实发生的事情，让宁波的故事
带上了浪漫的情怀。另一位作
者赵淑萍说，这本书将宁波历史
各阶段的人物、事件、历史遗存
都囊括其中，王安石与东钱湖、
钱公辅与月湖、吴潜与水则碑
……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带有
一部分“导游书”的特点。

柴隆的新作，文化小品集
《宁波人》走笔温柔，岁月成章，
从性情、格调、市井、声色、品味、
世相六部分入手，通过宁波人的

日常生活细节构建城市文化史，
以“人”带“城”，充分体现宁波鲜
明的城市性格，描绘一副朦胧、
淡雅、耐人寻味的宁波人图景，
旨在追寻回味绵长的甬城乡愁，
增强宁波本土文化自信。

柴隆是畅销书《宁波老味
道》作者，擅长用文字描写人间
烟火气。柴隆在书展上表示：

“宁波不仅仅是河姆渡、北仑港，
也有生活的日常，除了商帮文
化，更有歌词歌赋、戏曲方面的
内容。”在《宁波人》一书中，他着
重写了徐时栋、夜航船、桃花渡、
慕雅德等为“大叙事”掩盖的故
事，表现宁波人生活化的片段。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弘一大师后人携书亮相

本报讯（记者 石承承）昨日上午，弘
一大师俗家嫡孙女李莉娟携《甬上留香：
弘一大师在宁波》一书亮相本届书展，与
读者现场对话。

《甬上留香：弘一大师在宁波》一书的
出版可谓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李莉娟说，2018年是弘一大师出家
100周年，慈溪伏龙寺住持传道法师策划
的《甬上留香——弘一法师翰墨展》在宁
波博物馆展出，吸引20余万人次参观。

这次《甬上留香：弘一大师在宁波》的
出版也是对上次活动的延续。

“在活动的筹备过程中，发现了不少
弘一大师在宁波的史料，进而进行深入挖
掘和梳理，最终编撰完成本书。”李莉娟
说。

书中系统整理了弘一大师在宁波的
行迹，很多资料、照片都是首次公开，解开
了以前的诸多疑惑，填补了“弘一大师与
宁波”这段历史的空白。

弘一大师与宁波的缘分，主要集中在
1924年至1932年间，他曾数十次到访宁
波城区戒律修行、访友研学。其中，1931
年12月中旬至1932年9月16日，他四次
驻锡伏龙寺。

昨日上午，《甬上留香：弘一大师在宁
波》一书的主编、慈溪伏龙寺住持传道法
师也来到书展现场，与大家分享。

●新闻多一点

弘一大师俗名李叔同，他才华横溢，
学贯中西，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中日文化
交流的先驱，在众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贡
献，是卓越的教育家、艺术家、思想家。

1918 年，他在杭州虎跑定慧寺剃度
出家，法名演音，号弘一。他精研佛学，度
过了24年的苦行僧生涯，是中国近现代
佛教史上杰出的高僧，中兴南山律宗第
11代祖师。

李莉娟在向读者介绍《甬上留香：弘
一大师在宁波》一书。 记者 崔引 摄

活动现场。 记者 崔引 摄

以不同的角度和风格展示宁波精神

展现了在外宁波人自强不息的精神

宁波帮博物馆编写的《江
城印记：宁波帮与武汉近代建
筑》，同名展览正在宁波帮博物
馆展出。本书对部分宁波帮人
士在武汉之外的人生轨迹与建
筑成就也做了适当延伸，以此
印证宁波帮活动遍布全国、参
与我国社会近代化发展历程的
群体特征。

上海作家沈轶伦撰写的

《说宁波话的上海人》，记录了
作者走访的10位祖籍宁波的上
海人，他们的生命中刻凿着深
深的宁波印记。作者将与他们
相关的老街巷、老建筑作为线
索，讲述了一个个宁波家庭在
近代以来百年中国历史中的跌
宕起伏，展现了宁波人自强不
息、不懈奋斗、勇于挑战的精
神，也展现了宁波与上海之间

百年来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以
及宁波人在一水之隔外依旧保
有的乡愁。

首发式上，孙武军、赵淑萍
和柴隆3位作家还就宁波的人
文地理记忆、宁波人的文化性格
及其形成因素展开深入探讨，分
享了宁波人文化性格与宁波精
神的关系。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王胡雯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