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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书展
徐 健

金秋十月，第九届浙江书展如约而
至。本届书展以“共读经典、文化润心”
为主题，除了在市会展中心设立主会场
外，还在全省新华书店、图书馆、城市书
房、农家书屋等阅读场所设立 100 多个
分会场。

从2015年举办首届书展、2020年浙江
书展永久落户宁波到今天，经过近10年的
经营，浙江书展的规模和影响力逐年扩
大，品牌效应逐渐显现，正越来越受到市
民的关注和欢迎。在金桂飘香时节，约会
万千好书，成为许多人的一种期盼。

浙江书展的举办，无论是对于宁波这
座城市，还是生活在其中的广大市民来
说，都是一件幸事，有着重要的意义。

宁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文脉悠
长，自带书香禀赋。有着450多年历史的天
一阁闻名天下，王阳明、黄宗羲、全祖望、
范钦等名人先贤，在海内外有着很高的知
名度。宁波素有崇文重教的传统，是著名
的院士之乡，宁波籍院士数量位居全国第

一。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许多人的印象中，
宁波人擅长做生意，宁波城市商业气息浓
厚而文气不足。改变这一偏见，迫切需要
更多有影响力的文化活动，而浙江书展无
疑是一个重要载体，对于改变宁波城市形
象，提升城市品位，必定产生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近年来宁波大力推进文化大
市建设，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成效显著。特
别是在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宁波”方
面，一直在努力。2020 年，《宁波市全民阅
读促进条例》开始施行，宁波成为浙江省
第一个以立法促进全民阅读的城市。《条
例》规定，每年 4月为“宁波读书月”，每年
10 月 31 日为“书香宁波日”。作为中国作
协评定的“全民阅读推广城市”，宁波实体
书店数量、平均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
筑面积、阅读活动场次等均居全省前列。
平时，各种各样的读书活动，让这座城市
氤氲着浓浓的书香味。尽管如此，面对日
益加快的生活节奏，面对新的生活方式的
冲击，如何进一步激发各类人群的阅读兴
趣，营造更浓郁的全民阅读氛围，让宁波
真正成为书香之城，还需更多努力。

毋庸讳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
进步，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渠道日趋多
元，阅读习惯和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传统阅读方式日渐式微，电子阅读开始大
行其道。对此，需要我们秉持开放、包容的
心态，承认阅读的多元化是大势所趋，电
子阅读也是一种阅读，从中也可获得知识
和智慧，不必一味排斥。与此同时，也应清
醒地看到，电子阅读方式存在的弊端及局
限性。其不可避免的碎片化阅读和浅阅读
特性，很难给人带来理性、深刻的思想。更
何况，充斥各种平台和“自媒体”的海量推
文、资讯和短视频，鱼龙混杂、真假难辨，
很容易让人沉迷其间、欲罢不能，白白浪
费宝贵时间。

传统阅读方式永不过时，传统纸质书
籍的魅力永不过时。尤其是那些经典之
作，久经岁月打磨，历久弥新，散发着永恒
的魅力。把人们重新拉回书桌前，让更多
人放下手机，回归传统阅读方式，静下心
来品经典、读好书，需要更好的引导，有更
实在的举措。

浙江书展，正是这种努力的体现。书

展的举办，其意义不仅在于搭建了行业交
流平台，为图书出版行业展示成果提供了
机会，更在于为市民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参
与文化活动的契机，能够唤起更多人的读
书欲望，倡导一种崇尚阅读、品味经典的
生活方式。

令人欣慰的是，市民对此回应是积极
的、热烈的。每届书展，有那么多人走进展
厅，共赴一场精神盛宴。他们或聆听名家
大咖的分享，为有机会与之近距离接触、
面对面交流而兴奋不已。更多的则是漫步
书的海洋，寻寻觅觅，粗览细读，享受不期
而遇的惊喜。由此可见，在这个喧嚣的时
代，爱书者大有人在，书籍永远是人类的
朋友。相信书展的举办，在迎合和满足广
大读书爱好者需求的同时，也必定会影
响、激发和带动更多普通市民的读书热
情，让更多人选择与书为伴，使自己的精
神生活更丰盈。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展功
莫大焉。

城市需要书展，市民需要书展。真诚
地希望，浙江书展能永远办下去，而且越
办越好。

以文旅融合发展充分展示地域文化魅力
凌 波

10 月 25 日至 27 日，海丝文旅大展
在宁波举行，其中旅游“盛宴”包括
2024 海 丝 之 路 文 化 和 旅 游 博 览 会 及
2024 宁 波 国 际 旅 游 展 ， 前 者 主 题 为

“弘扬丝路精神，共享美好生活”，举办
展览展示、产业大会、主题及配套活
动、互动体验和消费促进等系列活动。

旅游，不仅是一种身心的释放，还是
一种文化的创意和传承。随着国人对于
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与日俱增，大众骨
子里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被不断唤
醒。如今，游客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
游览，而是向“观文品史、体验生活”转
变，越来越注重旅游过程中的文化体验。
作为旅游升级发展的新引擎，文化赋予
旅游活动更深层次的内涵与魅力。文旅
融合，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
载体。当文化与旅游交织，深厚的文化底
蕴，能够赋予旅游产品独特的魅力，让游

客在领略风景名胜时，感悟文化之美，陶冶
心灵之美。文旅融合，不仅可以满足人民群
众多样化的旅游需求，促进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而且能够为文化传承与创新开辟广
阔舞台，增强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因
此，推动文化和旅游更广范围、更高水平深
度融合，需旅游挖掘文化内涵，文化赋能旅
游发展，实现文旅“双向奔赴”。

在促进文旅深度融合中，深度挖掘地
域文化资源尤为重要。独具特色的地域文
化，在文旅行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它赋予文旅产品更鲜明的特色和文化
底蕴，提升旅游产品供给质量，是打造区
域旅游名片的一张王牌。一个景点，乃至
一个城市能不能吸引游客，关键看有没有

“黏性”，能不能让游客产生共鸣，能不能
带给游客独特的体验，其背后少不了地域
文化作支撑。旅游就是从自己呆腻了的地
方去看别人呆腻的地方。旅游的灵魂是差
异化，而差异化的本质是地域文化的独特
性。因此，旅游应坚持立足本土文化，将
差异化进行包装，避免跟风照搬、复制粘

贴，才能在文旅竞争中脱颖而出，形成自
己的核心优势。

地域文化除鲜明的独特性，还有厚重
性，包含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历史遗存、
文化形态、社会习俗、生产生活方式等要
素，不仅代表城市形象，也承载着城市的
厚度与高度，彰显城市的精神气质。宁波
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底蕴深厚。海丝文化
便是其中代表之一。向海而生、听涛而立
的宁波，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海上
丝绸之路的“东方始发港”。江厦公园来
远亭、道元禅师入宋纪念碑、三江口海上
丝绸之路起航地、钱业会馆、渔浦门码头
旧址、和义大道、宁波教育博物馆、和义
门瓮城遗址、永丰库遗址公园……这些地
标熠熠生辉。而注入地域文化的旅游产
品，最接地气，自带流量。

与时俱进是地域文化的生命，做好
“新”文章，是地域文化魅力转化为旅游
活力的关键。文旅的守正创新之道，在于
孜孜以求地汲取地域先进文化的营养，并
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丰富旅游

内容和内涵，借助科技创新，赋能文旅融
合，带给游客全新体验。以宁波老外滩为
例，这里保存有中西合璧的历史建筑。今
年国庆假期，这里举办了一系列“老外滩
正当红”主题活动，既展现海丝文化、运
河文化，也彰显老外滩时尚化、国际化的
魅力。又如江东北路上的宁波渔轮厂，是
宁波城市工业遗存，当年叱咤本地的工业
重地，长期以来一直承载着老宁波人的温
情回忆。2023 年，作为宁波最大体量的
老厂房改造项目，渔轮厂以全新面貌回归
大众视野，成为一个以“演艺+”为核
心，集旅游集聚、休闲娱乐、时尚科技于
一体的城市中央区文旅演艺综合体，实现
了从“工业锈带”到“文化秀场”的华丽
转变。

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资源，让文旅融合
走深走实，需要久久为功，绝不是一朝一
夕的事。必须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打造新景区、新玩法、新产品、新业态、
新场景，进而有力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
展。

阅读是人生不可或缺的输入
刘越祥

关于读书，《读书养气》一文作者李建
永有一个精妙概括：“如果说读书是养气，
是输入，那么写作则是释放，是输出。”作
者把阅读当成输入，确实不无道理。

输入知识。中国有两个成语，一个叫
学富五车，一个叫江郎才尽。前者形容一
个人读书很多，学识渊博；后者说的是一
个再有天分的人，如果不勤奋读书，也会
文思枯竭。这也启示人们，阅读是成为一
个有知识、有学问之人的必由之路。人的
一生，获取知识的方式很多，有老师的灌
输、实践的汲取、他人的指点等，但这些是
暂时的，也是有限的。唯有阅读，可伴随人
的一生，让知识的输入持续长久，只要热
爱阅读、坚持阅读，活到老，阅读到老，就
能源源不断地获得知识。

输入智慧。浩如烟海的书籍里，蕴藏
着无穷无尽的智慧。譬如，读《论语》让人
懂得儒家之道，读《孙子兵法》让人知晓排
兵布阵，读《资治通鉴》使人明白成败之
因，读《三国演义》使人通晓善谋之法。可
以说，一本好书、一篇好文、一句金句，都
蕴含着生活感悟、经验和哲理，可启人心
智，给人借鉴，使人聪慧。阅读，就如同站
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一边与作者在灵
魂上进行深度交流，一边为自己输入世间
的智慧和道理。

输入信息。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无论是电子阅读，还是纸质阅读，都是获
取信息的来源。如果以时间为轴，通过阅
读，能通古知今；如果以空间为轴，通过阅
读，能纵观国内外。让包罗万象的信息源
源不断地输入我们的大脑，可知天下事，
晓世间情，避免坐井观天、孤陋寡闻的窘
态。

输入气质。腹有诗书气自华。一个人
的才气与阅读是息息相关的。阅读越多越
广，输入的才气就愈旺愈盛。那些说话出
口成章、妙语连珠，写作文思泉涌、妙笔生
花的人，没有博览群书，是做不到的；而说
话一棍子打不出个闷屁，写文章干干巴巴
的人，大抵是阅读量过少过低的缘由。俗
话也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人没有
阅读的输入，腹内空空如也，又怎能才气
逼人、才华横溢？

阅读还能输入情感，慰藉心灵，让人
在失败中看到成功，在困境中看到光明，
在挫折中昂扬精神等。也就是说，阅读对
一个人的输入是广泛的、全方位的，不仅
让人增长知识、启迪智慧，还能愉悦情感、
丰盈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能厚植人生底
蕴，拓展人生广度，丰富人生养分。

之于人，阅读犹如食也。饮食，摄入养
分，提供能量；阅读，输入精神，丰盈心灵。
生活食粮能够解决温饱，精神食粮则能充
实灵魂，二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做个热爱
阅读的人，为自己输入一片广袤的书海，
输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畅饮 任山崴 绘

缪金星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曾是我们当
地广播电台的一档读书节目，每天午后
播出，时长约一小时。算来有些年头
了。午后暖阳，轻简温和，最宜读书。
一本好书，一篇美文，总能拨动心弦。
读有趣的书，做有趣的人，以读书为
题，说说读书的事，也是有趣的。

上世纪六十、七十年代生人，最能
见证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刚出校门忙
着找工作，忙着补习文化，“为振兴中
华而读书”响彻神州。那时，广播占据
着生活的重要位置，老墙门“向阳院”
十几户人家，就着屋檐下的有线广播喇
叭，收听新闻，学唱新歌。我为了收听
更多电台，曾自己动手安装晶体管收音
机。在细长的磁棒上缠几十圈漆包线，
几枚三极管，几片电容电阻，居然也弄
出广播说书的声响。

除了收听电台，诱人的还有路边七八
平方米大的报刊亭，置于高高大大的梧桐
树下，窗口挂满各式杂志，如少女花裙般
多彩招展。亭子对着马路，背后是一片青
砖黛瓦的老房子。每天从早到晚，总见有
不少围着看报挑书的人。那时候，《大众
电影》 很难买到，《中国青年》 载文新
颖、价钱便宜，《读者文摘》 一个月一
期，都是好的。至于当天的报纸，往往下
午才能送到，我有时回到家吃过晚饭，还
会再出来一趟，买一本杂志或是一份《讽
刺与幽默》带回一笑。

陶冶性情，资以谋生，阅读让世界变
得灿烂明亮。那时，我还将读书的点滴心
得记录下来，竟也有几篇铅印的“豆腐
干”上了报刊，几张稿费汇单成了炫耀的
凭证。随后的日子出现了电子版的文字，
我不知道有谁还记得学电脑打字用过的

“小霸王”学习机。一块键盘一盘操作
卡，居然能把自己写的文字显示在荧屏

上。再后来有了电脑，能够在网络上搜索
名家名著，在博客里展示自己的文字，就
更让读书人沾沾自喜了。

“与你年轻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
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这样媚艳的话是
谁说的？我竟把它抄在昔时的笔记本里。

“谁在意我衰老的脸上这痛苦的皱纹”。这
样的问，以前或是想留给多少年后的自
己。现在翻出来重新读到，竟可以派上用
场了。“昔年少时，见五十公去此甚远，
今日冉冉已近之矣”。这是西晋文学家陆
云在给朋友信上的一句话，意思是说，年
轻时，看五十岁的年纪离自己有多远呀，
现在竟也渐渐近了起来。他这一说，让多
少人为之感慨。

现如今，楼房越造越高，火车越开越
快，四通八达的立交公路取代了蜿蜒交叉
的河网；以前的自行车修理铺，成了一家家
汽车快捷服务店。而现代通讯技术早已替
代了书信往来的浪漫，那些曾经的婉约期

待、字斟句酌的专注、提笔忘字的尴尬，惆
怅此情，荡然无存。甚至出去旅游，连钱包、
地图也不用带了。随之又有了运用多媒体
技术推出的“学习强国”，这是怎样的一部
百科全书啊，每天可以从中了解最新时事
风云、国之要闻、党的理论、领袖思想，让人
沉浸于学习的欢愉中。

何物动人，二月杏花八月桂；有谁催
我，诗书文章赏心事。多少回，我便觉着自
己浸在那条荡漾千年的古渡船，载着唐韵
宋律，咿呀穿行；多少次，我踏着书中编织
出的一片天地，认知世界，低吟轻唱。古今
中外，从诸子百家到近代的朱自清、沈从
文，从泰勒斯、苏格拉底到陀思妥耶夫斯
基、马克·吐温、泰戈尔，好多富有哲理且脍
炙人口的作品，让人陶醉于阅读的欢愉中，
体味生活的滋味，抒发纯真向善的情怀，
这是多么有趣的时光啊。

岁时温婉，书香依旧，让我们一起读
书吧。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海丝

文旅

大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