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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与经济共融
续写甬商新传奇

“宁波商人有文化，思想开
放，善于学习。”北京工商大学梁
小 民 教 授 认 为 ，甬 商 的 成 功 转
型，离不开浙江和宁波浓郁的文
化传统。

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副
院长黄文杰认为，作为中国大运
河、海上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
宁波是中华海洋文化的重要发
源地，也是中华新文化思想的重
要播扬地。在南宋时期，平等互
惠、开放包容的工商活动，为四
明心学发展提供了文化土壤；主
张人人皆能成为圣贤、激励主体
性精神的心学反过来为工商业
发 展 提 供 了 全 球 视 域 、历 史 意
识、兼济情怀。阳明心学主张的

“致良知”，黄宗羲的“天下民本”
“工商皆本”等理念，均产生了强
大的文化吸引力，这种文化力量
推动一批宁波商人积极投身近
现代工商业领域。

在《甬商》杂志主编曹云看
来，甬商是个“侠义”的群体，“宁
波商人好比是金庸笔下的郭靖，
出身草根，性格内敛而坚毅，默
默埋头修炼，不显山露水，又重
情重义”。

回 看 甬 商 300 多 年 的 历
史，曹云用“黏韧”“搏争”“仁厚”

“务实”八个字来概括甬商的人
文特性。“甬商的性格，有点像宁
波 的 年 糕、汤 圆 ，有 韧 性 ，打 不
垮。”曹云说，甬商又很团结，勇

于创新，敢于挑战，做事很实在，
重视契约精神。特别是在开埠以
来的近 100 年间，宁波商人在中
国近代工商业史上创造了 100 余
个“全国首家”。

“甬商群体的发展，一方面
是在与外商打交道中主动学习
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另
一方面是很好地继承、发扬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兼容并蓄，不
断实现自我跨越。”曹云认为，今
天，人文甬商的优秀品质和精神
气质已深深融入宁波人的血脉，
在新一代甬商中，学习、创新、拼
搏精神得到极大继承和发扬，为
加快推进宁波新型工业化、繁荣
城市经济注入强大动力。

A 人文甬商，代际更替薪火不灭
以文润城
推动人文与经济良性互动

文化和经济好比两个
“车轮”，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发展。文化的力量是“经济
发展的助推器”，“从根本上
说，文化是由经济决定的，
经济力量为文化力量提供
发挥效能的物质平台。然
而，任何经济又离不开文化
的支撑”。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人
文铸就城市的灵魂，经济构
建城市的体格。不同的文化
基因赋予每个地方独特的
气质，也为经济发展提供精
神动力和价值导向。

东海之滨的宁波，自明
清以来，贤达名士、思想文
化大家频出，也孕育出了诸
多经世济民的商界巨子，成
就富庶江南的高光地带。

今天，历史文化名城宁
波仍在不断刷新经济发展
的成绩单：制造业单项冠军
之城，宁波舟山港年货物吞
吐量连续15年位居世界第
一，宁波外贸位居全国城市
榜单第五……

新征途上，我们有必要
再来审视，文化如何为企业
发展、城市经济带来精神动
力、智力支撑和人才支撑。

自5月中旬起，宁波日
报报网端推出“文化润企”
专题访谈，11家本地民营
企业的“掌门人”从自身实
践和所思所悟出发，讲述一
个个文化“活水”浸润企业
发展的鲜活故事，分享企业
文化建设经验。

人文与经济共生，激荡
澎湃动力。在加速奔向中国
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我
们共同探寻人文与经济共
生共荣的发展密码，续写城
市发展新传奇。

记者 余建文

在宁波这片土地上，孕育
了河姆渡文化、海丝文化、阳
明 文 化 、 商 帮 文 化 、 宋 韵 文
化、藏书文化、港城文化等很
多优秀的地域文化。甬商是宁
波经济的代言人，活跃在全球
各地，创造辉煌业绩。

“一个商业成功的背后一定
有独特的文化底蕴，而一个地
域的群体辉煌一定有在这个土
地上产生的文化密码。”《光明
日报》 宁波记者站站长曾毅认
为，多元的文化交融、海洋和
陆地的双重“文化性格”，塑造
了 宁 波 人 胸 怀 宽 广 、 敢 为 人
先、开放探索和脚踏实地、内
敛低调、团结肯干的特质。

重商重教、民本文化作为
基因已经镌刻在宁波这片沃土
里 ， 造 就 了 甬 商 的 百 年 辉 煌 。
同样，在改革开放初期，它被
迅速唤醒，成就了今天宁波的

一个个经济发展“奇迹”。
在对样本企业的文化解读

中，我们看到新时代的甬商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 和 创 新 性 发 展 ， 孜 孜 以 求 ，
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
在厨电领军企业方太集团，儒
家 传 统 文 化 被 导 入 企 业 管 理 ，
企 业 坚 守 “ 利 他 ” 初 心 ， 将

“用仁爱之心，创美善产品”理
念贯穿创新发展始终；在雅戈
尔集团，“四千精神”和红帮文
化得到继承和弘扬，秉持工匠
精神，守正创新，企业正向着
世界级时尚集团奋力挺进。

儒家的和合文化、阳明文
化的“知行合一”，与现代企业
管理理念相互融合，“一辈子做
成一件事”，推动宁波制造知难
而进、勇攀高峰。

三 关 六 码 头 挖 掘 “ 老 底
子 ” 美 食 、 非 遗 的 商 业 价 值 ，

以新理念、新模式赋能“老字
号”，以“老手艺”创造“新经
济”；贝发集团用中国好笔画出
世界同心圆，用中华文化串起
全球文创圈；海伦钢琴以“中
国 琴 ， 中 国 心 ， 创 造 世 界 品
牌，立百年海伦”作为企业文
化核心，弹奏音乐之美，奏响
民族之魂、文化之韵⋯⋯

怀揣家国梦想，承担更大
的 责 任 。 用 文 化 提 升 软 实 力 ，
已成为诸多宁波优秀企业“出
海”“出圈”的真实写照，传播

“宁波好声音”，助力提升城市
知名度。正如音王集团董事长
所 言 ， 企 业 要 做 当 代 的 “ 张
骞”，推动文化出海，让世界听
见 中 国 声 音 ， 感 知 中 国 质 量 、
中国文化和中国价值。

这是新一代甬商奋进拼搏
的 足 迹 ， 也 是 文 化 涵 养 的 印
记、历史的使命。

B 以文兴业，探索传统与现代有机结合

文化的力量，“润物细无声”。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聚焦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坚持马克思主义在
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健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发展体制机
制，推动文化繁荣，丰富人民精神文
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
文化影响力。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
制，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
机制。

去 年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赋 予 浙 江
“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积极探
索”的重大使命。牢记嘱托，宁波市
委、市政府提出了“打造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城市样本”的目标。

上月初，“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城
市样本”研究工程启动暨天一阁南馆
建设全面推进活动，在“南国书城”
天一阁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彭
佳学指出，宁波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文化思想，坚决扛起新时代新的文
化使命，坚持“港产城文”深度融
合，一体推进文化基因解码、文化传
承保护、文化标识打造，大力培育创
新文化、工业文化、海洋文化，推动

“魅力东方韵”与“时尚国际范”交
相辉映、“文化大繁荣”与“经济大
发展”协同共进。

推进文化保护和传承，如何形神
兼备，实现传统性和现代性融合？一
方面，通过大力实施文明探源工程，
创新实施文物安全新基建，率先实施
非遗“三位一体”体系，加强文化遗
存的系统保护。另一方面，通过地域
文化 IP 塑造、博物馆陈列布展、市场
推广传播，对文化遗产的内涵价值进
行全方位阐释，注重文化内核的全面
挖掘，构建完善地域文化标识体系、
文物展陈体系和非遗展示展演体系。

“宁波人不仅要会做事，还要会
讲故事、懂得传播。”曾毅认为，要
借助现代科技，用文化“医理”搭脉
社会“肌理”。比如，浙大宁波理工
学院新设的数字文化创新班，借助虚
拟引擎与三维建模技术，做了个田螺
山遗址复原场景数字化项目，让参观
者“穿越”到 7000 年前，身临其境地
感受先人的榫卯木作和生活状态。像
这样的技术，还可应用于阳明文化、
海丝文化中，提取文化符号，制作文
化基因图谱库，把文化产业基础性工
作应用到时尚产业和工业生产中。

从 2010 年起，宁波每两年举行一
次“宁波市企业文化示范基地”推选
活动，至今已推选出数十家示范基
地。要用好这些示范基地，让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基因得到充分发扬，进而
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民进宁波市委会专职副主委徐建
成认为，宁波是“院士之乡”，崇文
重教是宁波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经
济发展的重要推力。在打造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城市样本中，要注重从历史
维度来梳理城市文化脉络，利用多种
载体，实现对教育遗产的科学保护和
活化利用，厚植红色文化基因，为打
造现代文明城市储能蓄力。

开放是宁波最大的优势。开放创
新的经济形态，持续培育城市竞争能
级、扩大城市影响力；开放交融的文
化生态，不断丰富城市文化色彩、提
升城市美誉度。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外
国语学院执行院长蔡亮提出，要结合
宁波海洋性、国际性和现代性的城市
特质，推进营造“东亚文化之都”核
心形象、打造“世界港城会客厅”形
象、塑造宁波海洋文明书写者形象。
利用宁波制造的“出海记”，鼓励企
业利用多种国际化社交平台，建立一
个覆盖各个主流海外社交媒体的传播
矩阵，讲好“宁波故事”，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当代创新成果多
渠道立体化“扬帆出海”。

人文与经济共舞。一代代人奋斗
不息、创造历史，是宁波这片土地最
鲜活的注脚。

宁波舟山港北仑港区集装箱码头宁波舟山港北仑港区集装箱码头。。（（蒋晓东蒋晓东 摄摄））

慈溪公牛集团的智能仓储系统。（殷聪 摄）

甬商文化园。 （余建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