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大鸣曾多次走访“三湖”，对
这里积淀深厚的文化底蕴可谓了如
指掌。

“可以说‘三湖’孕育出了宁波
的城市气质。”邹大鸣说，且三个湖
都有各自的人文、故事、情怀和温
度，走进它们可以触碰历史，感知历
史人物的内心世界。

“‘三湖’还分别有着自己的个
性。”邹大鸣分析说，东钱湖以财智
文化著称，“商圣”范蠡曾生活在此，
这也塑造了后来的宁波商帮文化；
月湖更有诗书画的情调，唐宋时期，
大批文人墨客在此留下了大量的诗
篇；慈湖出众的是慈孝文化，“这里
是慈孝文化的发源地，慈湖虽不大，
名气却不小。”

谈及“三湖”宋韵文化的发展空
间，邹大鸣也给出了个人见解。“可
与当下宁波的城市文化精神相结
合，相互打通。”他举例说，宁波是一
座爱心城市，这可以与慈湖的慈孝
文化结合去研究；月湖周边有过很
多书院，宁波人重教务实，也是书院
文化给后人带来的影响；宁波人低
调、讲信用，宁波帮享誉世界，东钱
湖的宋韵文化便可与商帮文化结合
起来。

邹大鸣还建议，宁波正在加
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宋韵
文化打造正当其时。“可以把宁波
的湖海江河串联起来”，从它山堰
到南塘河到月湖、再到三江口最
后汇聚在大海，这也能展示出宁

波国际大都市打造的内涵关联、
历史文脉。

“传承好宋韵文化还需要一批
标志性的文化建设。”邹大鸣接着
说，未来宁波可以推出宋韵文化“五
个一”工程，让一台戏、一本书、一首
歌、一场综合性大展、一部影视作品
来展示城市的宋韵气质，通过显著
的文化标识让宋韵宁波“出圈”，“前
段时间火爆全网的舞蹈诗剧《只此
青绿》就是很好的案例。”

“扩大宁波宋韵文化影响力，也
可以邀请全国文化名家来宁波，到

‘三湖’进行创作采风，从而带来一
批宋韵主题的画作，后续还可进行
二次文创开发利用，走进百姓生
活。”邹大鸣说。

宁波市文联原党组书记 邹大鸣——

打造宋韵文化要结合宁波城市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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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宁波宋韵文化传承要有辨识度，要有消费场景

专家学者共谋甬城宋韵未来
宁波“三湖”宋韵文化如何发掘？打造具有本土辨识度的宋韵文化都有哪些着力点与抓手？谈及这

些话题，宁波本土的文化专家、学者纷纷建言献策。下面我们就通过他们的视角，来共同畅想一下“三
湖”宋韵文化的未来图景。

“自省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宋韵
文化概念后，我时刻关注着这个课
题。”宁波资深文旅专家陈民宪说，
目前通过专家学者的大量梳理，宁
波宋韵文化的家底已基本盘清。无
论从全国范围还是浙江范围来看，
宁波的宋韵文化有其自身的独特性
和禀赋，在全国也占有一席之地。

“我们如何让宋韵文化活起来、
新起来、年轻起来？”陈民宪说，宋韵
文化传世工程需要创造性转化、创
新型发展。

“首先从无形向有形方向转

换。”陈民宪说，要让老百姓能看得
见、摸得着这一文化特质；其次是从
资源向产品转换，仅有宋韵资源还
不够，还需要更多宋韵文化产品，

“包括文旅、文创、城市形象等系列
产品，宋韵文化应实现它的当代价
值。”此外，宋韵文化还要向消费端
转换，推出宋韵文化的“消费”场景。

“新起来，就是让宋韵文化与现
代科技相结合。”陈民宪说，北京冬
奥会的冰墩墩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
参考，“要符合新的审美要求，让大
家觉得宋韵‘好玩’，需要加入新的

创意。”
宋韵文化如何年轻起来？陈民

宪解读说，传承文化的对象更多面
向年轻人，“要研究年轻人的心思，
融入当代审美观，让他们接受、喜
欢，从而打破传统的沉闷感。”这样
才可以激发年轻人主动传播、主动
创造。

“传承宋韵文化也不能孤立来
做，要与宁波的阳明文化、藏书文
化、海丝文化、商帮文化等协同发
力。”在陈民宪看来，跨界对接，或许
会带来不小的惊喜。

宁波资深文旅专家 陈民宪——

宁波应打造可消费的宋韵文化场景

“宁波在宋代逐渐形成了繁华
都市的整体架构。”朱友君说，历史
文脉的价值往往存在于城市空间与
记忆触发中，所以今天我们既要流
光溢彩地展示宋韵元素，更应让广
大民众和游客沉浸其中。

朱友君说，根据名人遗迹、文化
习俗、旅游热度等，宁波宋韵文化开
发应形成“3+1+N”格局。其中，“3
湖”包括，海曙月湖鼓楼片区，以高
丽使馆、史宅、袁宅、水则碑等为主
体；鄞州东钱湖片区，以治水遗迹、
韩岭老街、四丞相墓群、阿育王寺、
天童禅寺等为主体；江北慈湖片区，
以慈湖书院旧址、慈城古县衙等为
主体。“1山”即四明山脉片区，包括
宋韵石雕、横街桃源书院、梁弄怡愢

书院旧址、南戏余姚唱腔、史嵩之
墓、雪窦寺、龙津书院旧址等。“N

点”体现还有一些宋韵载体在慈溪、
宁海、北仑小港等地。

“对于宋韵文化，恐怕民众还有
距离感和陌生感。”朱友君说，“活化
宋韵元素，不仅仅在静态展示或者
资料研究，更应该将有生命力的宋
韵文化融合在城市发展肌理中。”

朱友君表示，进行宋韵主题
内容的时尚传播，可以通过沉浸
式体验来实现。“运用情景剧、剧
本杀、密室游戏、研学、脱口秀等
青少年喜爱的形式，以及 B 站、抖
音、视频号等高频新媒体，将宋韵
史实、名家轶事或者《三字经》等
成熟文化 IP 融入内容素材。”除此
之外，还可以积极开发宋韵 IP 文
创产品、伴手礼、文具套装等，走
好跨界路径，联合开发如宋宴、宋
香、宋韵雪糕等，或者按照宋朝官

辇设计串联全市宋韵景点的公交
专线，会成为“给我一日、还您千
年”的网红爆款车。

“发挥区域空间的资源联动，满
足沉浸式体验可以与周边环境、城
乡建筑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宋韵天
然群落。”朱友君举例说，可以参考
象山茅洋乡宋韵民宿案例，结合口
袋公园、城市书房、百姓健身房、公
交站点、登山步道等公共功能区间，
进行宋韵文化特色展示，注重活态
传承和体验。之后，可以点带面，再
扩展至街道、区块性联动项目，“例
如在东钱湖周边可参照名画《耕织
图》规划打造宋韵文化特色街区，联
结石刻区、下水村、韩岭老街、王安
石公园、陶公山等，在全省率先建成
南宋文化风景生态集聚区。”

记者 施代伟

宁波市滨海城市文化研究院副院长 朱友君——

以沉浸式场景再现宋韵宁波的流光溢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