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T0707
现代金报现代金报

2022年7月29日 星期五

责编：徐徐 王妙妙 美编：周斌 照排：张婧 审读：邱立波

作家冯骥才曾言：“城市和人
一样，也有完整的生命历史。”我生
于甬江之中，在历史悠久、古色古
香的甬城宁波成长。宁波这座沿海
的小渔村，如今已成了繁华的国际
大都市，我身为一条鱼，仅有的七
秒记忆中，承载的是宁波市民与城
市发展之和谐画面。

第一秒，我看见了宁波的祖辈
们，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定居。因洪
涝与旱灾频发，祖辈们以人力修建
了一座水利工程——它山堰。到如
今，曾使三江口成为富饶安定之地
的它山堰已不再承担调水蓄水的
功能了，它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
者，白发间，诉不尽宁波祖辈的智
慧，这是宁波的“智”。

第二秒，我看见了王安石，他
任鄞县县令，为宁波发展作出了贡
献。现如今，王安石庙成了宁波发
展的又一张名片，这体现了宁波的

“乐”。
第三秒，我看见了月湖畔的高

丽使馆。它于宋朝时建立，默默细
数着宁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历
史。自宋朝开辟明州至日本和朝鲜
的线路，一批又一批精美的手工艺
品，被运至海外市场，宁波这座港
口城市的优势才慢慢显现。这是宁
波的“能”。

第四秒，我看见了天一阁的高
大宏伟，它犹如一位饱读诗书的学
者，俯视着甬城文化名都的变迁。
天一阁作为中国最大的私人藏书
阁，为中国文学典籍的研究发展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现今，天一
阁以“书藏”闻名天下，向人诉说着
文化甬城的发展，它体现了宁波的

“才”。
第五秒，我看见了宁波帮商

人。这样一群甬人，他们看准了时
代发展之大趋势，组成经商团体，
并利用交通网络扩大自己的销售
市场。后来的甬人如宁波帮的商
人一样，勇立潮头，抓住改革开放
的历史机遇期，成为为宁波经济
发展添砖加瓦之人。这是宁波的

“精”。
第六秒，我看见英国的炮弹如

雨点一般打向宁波。宁波人的骨子
里有一股不服输的韧劲，既然清政
府软弱无能，那就自己反抗侵略
者！在今天，那曾发挥了巨大作用
的炮台的身影，仍常会进入人们的
眼中，在宁波市民的耳边细语着那
一段反抗的历史。这是宁波“勇”的
一面。

第七秒，我看见一座大桥架于
甬江之上，那便是灵桥。为便于船
只通行，无桥墩的设计体现了宁波
人民的智慧。甬人便因此，在改革
开放的发展过程中，敢为人先，不
懈奋斗，将自己的血泪熔铸于灵桥
之中，践行着“宁波帮”精神。这是
宁波“敢”的一面。

我眼中的甬城便是如此，是书
藏古今的历史名城，也是港通天下
的经济大市。这些古色古香的建
筑，它们包含着宁波市民的精神，
凝聚着宁波市民的智慧，深藏着宁
波市民的底蕴。它们仿佛是宁波的
又一颗心脏，沉默于大多数时间，
却又在被需要时猛烈跳动，为宁波
经济注入活力。

甬上记忆，涌上的是宁波市民
与城市血肉联系的记忆。

沿着河堤缓缓行走，杨柳湖
畔、白墙青瓦、袅袅炊烟，这是我记
忆中宁波的样子。

踏上青灰色的石板路，抚过纹
理分明的墙面，泥草味充斥鼻尖，
耳边是童声银铃、眼前是白墙黛
瓦，这是古巷的样子，也映照着宁
波人民的质朴。白天，当第一缕阳
光洒向大地，田野里一步一插秧的
身影便映入眼帘，那挥洒下的汗水
编成了金灿灿的稻穗。日出而作，
日落而归，这是老一辈宁波人的缩
影。

寒窗苦读十余载，一朝鲤鱼跃
龙门。“农民太苦，想去城市”，这是
读书郎们的心声。课堂上有他们求
知若渴的眼神，放学后是田野上挑
着扁担的瘦小身影。“有志者事竟
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
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
可吞吴。”这是他们知难而进的写
照。

在白墙黛瓦的时光剪影中，不
只是小桥流水人家的岁月静好，更
有咬牙拼搏，永不放弃的奋进精
神。谦恭、知书达礼、知难而进、淳
朴的城市性格不断绵延传承，宁波
帮“甬”立潮头的创新精神也与城
市性格不断融合。

宁波健儿们在奥运会中崭露
头角，宁波才子在竞赛中不断取得
佳绩，面对挫折与挑战，他们永不
言弃，越挫越勇，站在时代前沿，谱
写新的传奇诗篇，这是知难而进的
创新，是与时代的融合，是与世界
的接轨。宁波不再局限于小小城
市，而是与时代共进，迈向世界。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年近
七旬的屠呦呦女士站在诺贝尔的
讲台上，将中国的中医药学展示给
世界。她与她的团队精益求精，知
行合一，只为造福更多的人，挽救
更多的性命。互帮互助的朴素民
风，已然转变成为全世界人民着想
的无私大爱。

江南水乡在时代的变迁中变
成了高楼大厦的港口城市，但在灯
红酒绿的转角，仍能看到书香萦绕
的天一阁，抑或是古风古韵的韩岭
老街。蝶翼上是高楼林立，但隐藏
的是朗朗的书声、静心的禅衣、世
间流传的古籍书香；蝶翼下是“草
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
的江南水乡，但隐藏的是一双双
坚毅的目光。也许建筑会变，但
不变的是城市的性格，也是它
的精神——质朴、坚毅、知难
而进。羽化成蝶，款款待飞。

“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我辈述甬城，野火不灭心中旧。世人谈
宁波，多会提及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
文化，以王阳明为代表的浙东学术文
化。可建筑终会在时间的海水中被侵蚀
磨灭，而城市千百年来所积淀的性格却
永存于文化景观中，投射在每一位城市
居民的身上，经久不息。

《周易》中有言曰：“天行健，君子以
自强不息。”“宁波帮儒商”身上的勤劳，
便是这宁波的性格。

我在高楼眺望北仑。远山和蓝天
下，斑斓的集装箱堆立在人声鼎沸的码
头；轮船的划桨略过海面，拖出一条逦
迤的白沫；来往熙攘，黄色工装穿梭于
大片色块之中……我的思绪随着鸥鸟
的翅尖划过气流，脑中却不禁想起了那
句宁波老话：“天下三主，顶大买主。”这
便是宁波帮商人的经商理念，而也正是
这句话，在百年间无声地浸润着这座商
埠名城，沉淀了独属于宁波帮商人商行
天下、义行天下、勤勉不息、奋斗不止的
儒商精神，培育了殷厚的宁波经商氛
围。宁波从历史的那头顺着洪流冲到这
头，而宁波的儒商精神也在洪流中沁入
泥沙，裹结成珠。

若细观宁波地形图，便会发现她枕
山面海，拥江揽湖，亦能看出她山繁地
稀，土薄气少。天命人定，深知发展农业
受限的宁波转而发展起了商业。宋代明
州繁荣——海上丝路始发港，无数船只
起航，满载着宁波人的勤劳和对生活的
希望；明清宁波帮兴盛——商旅客至，
车马扁担悠扬，宁波商人的足迹踏至大
街小巷；近代宁波帮守信——同治末
年，恒和银号关门，东四牌楼候客二十
余年只为兑现流落在外的银票。

“持恒健身，勤俭建业。”当我走入宁
波大学，在体育中心看到这八个大字时，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世界船王”包玉刚对
宁波故里深沉的热爱。包玉刚作为宁波
儒商精神的典型代表，看到了宁波教育
资源的匮乏，捐建宁波大学；注意到了宁
波港的巨大价值，向邓小平建议开辟集
装箱码头，建立大钢厂，设立保税区；时
刻关注着宁波的城市地位，为宁波进入
计划单列市创造重要条件……实际上，
也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像包玉刚这般
的宁波帮商人用汗水撑起宁波的一片蓝
天，宁波才得以欣欣向荣！

宁波发展至今，城中景观已然天翻
地覆，纵然旧墙换新厦，但宁波那浓厚的
经商气息，那殷盛的秦风力量，还有那宁
波商人知行合一、知难而上、知礼知义的
宁波儒商精神，不但没有在城市化的进
程中磨灭，反而沉淀得更深，更浓。

古道车铃，我看见车轱辘碾过一代
宁波商人的车辙。宁波也许没有优渥的
地理环境，但有着勤劳的民众，他们用
汗水浇灌出宁波这棵参天古木，悦动着
独属于宁波的城市性格——这深耕不
息的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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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我看的是高中组的征文，主题是“城市
的性格”。一座城市有什么样的性格特征？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按理说，还是有很大的发挥余地。可能
由于时间紧张，有些参赛学生审题不够仔细，文章出现

了偏题现象，很遗憾。不过总体感觉同学们的知识面很
广，对宁波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有较清晰的认
识，对宁波人的“精气神”有着真诚的赞美。让我印象特别
深刻的是，一些作文还展现了宁波“四知”精神，可见平时
都有积累，下过功夫。另一个感触就是，征文字写得漂亮，
卷面干净，确实可以加分。

——天涯（知名作家、鄞州区作家协会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