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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是我们生于斯长于
斯的家园。每一个宁波人，身上
都携带着宁波的文化基因⋯⋯”

冬日暖阳洒在陋室的案头，
宁 波 出 版 社 11 月 刚 刚 出 版 的

《宁 波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青 少 年 读
物》 正弥漫着油墨清香：从井头
山到河姆渡的史前文明，江南鱼
米之乡的宁绍平原，中国大运河
出海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节点
的三江口，“双鸟朝阳”和“羽
人竞渡”的古老文化基因⋯⋯让
我感受到宁波的“自古繁华”。

说起宁波，给人的刻板印象
通常是商业城市和港口城市，似
乎缺少文化。其实，宁波不仅是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而且拥有
辉煌灿烂的海洋文明、源远流长
的运河文明，更享有“院士之
乡”等美誉。为什么会有误解？
也许因为宁波人的内敛低调，也
许因为传承弘扬不够。而面前的
这本 《宁波优秀传统文化青少年
读物》，可以让我们自信满满。
书不厚，却涵盖了宁波的地域特
征、城市沿革、风俗人情、传统
技艺、学术文化、商帮文化、慈
善文化和红色文化等。

山海形胜与城市繁华。宁波
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三角南
翼，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东有舟山群岛为天然屏障，北濒
杭州湾，南临三门湾，宁波舟山
港是世界上著名的深水良港。一
方水土养一方人，宁波的山海形
胜，塑造了宁波这座城市的形态
和风貌、宁波人的秉性和品格。
宁波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历
史，就是将特定的自然地理资源
转化为特定的历史文化资源的过
程。8000 年前，这里的海湾已
有先民生活，有“河姆渡文化祖
源”美称的井头山遗址，是目前
发现的我国沿海埋藏最深、年代
最早的海岸贝丘遗址；河姆渡遗
址则宣告了宁波先民对人类稻作
文化的伟大贡献，河姆渡文化更
证明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同是

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宁波可
称 为 “ 河 海 交 汇 的 ‘ 活 化
石’”：三江口是中国大运河南
端出海口，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起点。宁波还拥有“三江六
塘河、一湖居城中”的独特城市
风貌。

宁波最早出现的城邑，可追
溯到春秋时期的句章城。唐长庆
元年 （821 年），在三江口一带
修建子城，成为宁波城市发展的
重要开端。向东是大海，宁波因
海而生，凭海而兴。

书香绵长与商行四海。宁波
人能文能武，文是院士，武是商
家。宁波文化具有陆地和海洋的
双重品格，宁波人的文化气质无
疑也具有双重性：会做学问，会
做生意。宁波人爱读书，会读
书，也喜欢藏书。从北宋楼郁的
东楼到明代范钦的天一阁，再到
清代徐时栋的烟屿楼和民国冯贞
群的伏跗室，宁波的藏书文化源
远流长。历史上，宁波涌现了严
子陵、虞世南、王应麟、王阳
明、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
文化名人，宋明以来的浙东学术
体系宏大，其中知行合一、经世
致用的思想深刻影响了宁波人的
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近现代以
来，宁波开风气之先，现代教育
和现代科技发展走在前列。一大
批甬籍院士在我国“两弹一星”

的研制、人类基因之谜的破解等
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屠呦呦凭
借青蒿素研究的突出贡献获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从史前的独木舟，到中古时
代的万斛神舟，再到当代的远洋
巨轮，宁波人御风而行、踏浪而
歌。五口通商后，宁波和上海都
被辟为通商口岸，上海逐渐成为
全国的贸易中心，宁波商人因交
通便利大批涌入上海，宁波商帮
享誉海内外。近代以来，严信
厚、叶澄衷等在航运、金融、贸
易、制造和文化等领域投资兴
业，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
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王宽诚、包
玉刚、邵逸夫等一大批工商巨子
持续涌现，不仅敢为人先，而且
爱国爱乡，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商
帮文化。

风情习俗与精工巧制。“百
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不同的
自然条件和社会文化造就了人们
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也
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风情习
俗。无论是独树一帜的宁波菜、

“石骨铁硬”的宁波话，还是千古
流传的民间文学、遍布四方的说
唱艺术、独具韵味的传统戏剧，
背后无不寄托着宁波人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如果说，风情习俗承
载着宁波人的四时烟火，那么精
工巧制则呈现了宁波人的别具匠

心。千古流芳的营造技艺、巧夺天
工的非遗技艺、多姿多彩的生活日
用，宁波人的精工巧制还沿着海上
丝绸之路走向世界。

慈善同行与热血丹心。大爱无
疆、慈善同行。慈善，可以理解为
仁慈而善良，是仁德与善行的统
一，代表着社会的文明程度，中华
民族历来就是一个崇尚仁义、扶危
济困、乐善好施的民族。“大爱之
城”宁波具有底蕴深厚的慈善文
化，慈善文化历史悠久，慈善人物
不断涌现，慈善故事丰富多彩，宁
波义商善行天下、大爱薪火相传。
宁波还是一座英雄的城市，曾涌现
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更留
下许多珍贵的革命遗址。

何为文化？“文”有文字、文
章、礼乐制度、鼓乐、曲调等意
思；人受教而变化为“化”。两字
合用，有“文治教化”的意思。一
章经典、一首诗词，或者一碗汤
圆、一个粽子，都蕴含着文化记
忆、文化情感和文化观念。

文化需要传承。青少年是国家
的希望、民族的未来。如何用优秀
传统文化滋养青少年，引导他们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 ， 养 成 昂 扬 向 上 的 精 神 风 貌 ？

《宁波优秀传统文化青少年读物》
尝试从宁波优秀传统文化中选取最
有特色的内容，注重展示宁波人的
心灵世界和文化性格。

传承文化需要创新，这本书的
编者有地方文史专家，有思政工作
者，更有一线教师。他们别具匠
心，在书中通过“探一探、想一
想、查一查、说一说”，以及“小
气泡”和研学路线设计等，加上精
心选配的插图和明白晓畅的语言，
使这本书“更有趣、更有情、更有
料”，给青少年带来愉悦的阅读体
验。

“青少年的心灵受到优秀传统
文化的浸润，他们便拥有了‘诗与
远方’。”编者在本书前言中如是
说，“让我们播撒文化的种子，涵
养家国情怀，赓续精神血脉，坚定
文 化 自 信 ， 成 长 为 有 ‘ 魂 ’ 有

‘根’的新一代。”

打开一扇窗，有诗更有远方
——读《宁波优秀传统文化青少年读物》

张继元

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必
然是反映真实生活的。最近热播
的电视剧 《小巷人家》 想必是鲜
明的例证，随着电视剧的讨论度
越来越高，原著小说也受到空前
关注，从而登上读书软件首页排
行榜。而这部在宁波取景拍摄的
电视剧对宁波人来说，有着不一
般的意义，只因剧中场景我们实
在是太熟悉了。从广仁街到孝闻
街再到秀水街，从中央花园到青
林湾，熟悉的场景拉近了我们与
电视剧人物的距离，引发了老中
青三代人的共鸣与表达欲，观众
纷纷在社交平台分享实地打卡和
记忆里的故事。时代剧本引发了
我们的共同记忆，他们的故事就
是我们的故事。

原著小说的时代特色十分鲜

明，这得益于作者生动细腻的笔
法。伴随着棉纺厂改造、小巷中
职工宿舍分配这事，全厂职工八
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是那个时代
独有的故事。尘埃落定后，三个
家庭被联系在了一起，两代人家
长里短的故事自此拉开序幕。在
1977 年这个特殊的年份里，恢
复 高 考 是 避 不 开 的 重 大 事 件 。
分房子是家事，恢复高考是国
事，高考是人生大事，家与国
自始至终密不可分。主人公庄
超英接到了改高考试卷的重要
任务，既没有学历又没有经验
的他，把阅卷的过程视作探索
的过程，这是恢复高考这一重
大历史事件在日常生活中的具
体展现。讲好各家的故事，也
就讲好了时代的故事，时代小
说的历史叙事，既可以如浪潮
般 汹 涌 ， 又 可 以 如 溪 流 般 潺
湲，随着时光的流淌，日常生
活的画卷徐徐展开。

时代的变迁反映在每个人
物的成长里，生活的意义就在
于生活本身，“写年代，要让人
物行动于柴米油盐中。”原著作
者大米如是说。我们能看到作
者致力于让人物“活”在那个
时代里，书中的上一代人无论
是思维、语言还是行动，都贴
近 20 世纪 80 年代的纺织工人，
而下一代人也符合我们记忆中
知识青年的模样。

住在一个小巷里难免会有摩
擦，看似烦琐的家长里短构成了
生活的细节，看似一成不变的生
活里每天发生着不同的故事，低

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里之间吵吵闹
闹过后，善良的人们终归会忘记
那些无关痛痒的小矛盾而握手言
和，所以故事的主旋律还是温馨
的。伴随着巷口滴滴答答的公用
水龙头，小巷里人们的日子一点
一滴地过去，煤饼换成了煤气，
筒子楼里不再堆放煤球，白墙上
残留的斑驳痕迹证明着发生过的
一切。从家家户户的厨房开始，
一切换了新的模样，不变的是升
腾起的烟火气，人们念叨着红烧
肉还是用煤炉做的更好吃，远行
的游子对家的惦记就具象在乡音
和味道里。

小说里的人物不过是换了名
字与皮囊的邻人，一言一行，一
举一动，都是那么的熟悉。故事
贯穿两代人三个家庭，家家有
本难念的经，在原生家庭的影
响下，每个人形成了不同的性
格，性格指向了不同的人生走
向 ， 而 人 生 走 向 最 终 形 成 命
运。尽管时代变迁，青年们毕
业时内心的矛盾与挣扎是如此
相似。我们被时代的洪流裹挟
着前进，严峻的考验逼迫我们
做出选择，挣扎中的我们握住
了什么、放弃了什么又被夺走
了 什 么 ？ 变 与 不 变 、 走 与 留 、
前 进 与 后 退 ， 都 在 一 念 之 间 ，
值得与不值 得的问题又有谁能
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当年小
巷里闲话家常的老人们身体是
否健康，东奔西走的青年们有
了怎样的人生成就，蹦蹦跳跳
的孩子们又在哪座高楼大厦里
拼搏奋斗？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不可与外
人言说的关于原生家庭的痛，这份
痛是羞于见人的，我们可能也曾像
黄玲那样“一直静静坐着，黑暗
中，她的眼泪肆意汹涌，尽情宣
泄 着 心 中 多 年 积 累 的 委 屈 和 不
甘”。两代人之间的隔阂，随着时
间的流逝，可能烟消云散，也可
能变成“一层可悲的厚障壁”。书
中的两代人之间的伤痕，并没有
因 为 一 方 的 努 力 而 愈 合 ， 只 因

“每个人都有记忆，记忆中的伤痕
不是他能粉饰的，他所做的一切努
力适得其反，非但没有缝合祖孙两
辈以往的间隙，反而一再加大了这
些间隙”。

我们在阅读时，既想把这伤痛
寄托于小说人物而向外言说，又想
藏匿于心灵深处而向内疗愈。我们
也与书内的人物一样，体会着时代
浪潮的大起大落，感受着时代风云
的变幻莫测。我们当然不是小说主
角，但小说主角又何尝不是我们？
我们与电视剧主角走过同一条巷
弄，看过同一片风景，正是这份真
实打动了每一个读者的心。在那一
刻，我们与小说人物同欢乐共悲
伤，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
作者把对时代的回忆藏在一字一句
里，把心里的柔情诉诸笔端，留待
读者发现这一丝丝柔情，从而与作
者达到思想上的同频共振。

余晖落在飘零的树叶上，映出
一片温暖的金黄，这温暖当然也来
自回忆。当年放学后的我们，也曾
在这片金黄中走过一条长长的小
巷，走向巷的尽头——昏黄灯光笼
罩下的温暖的家。

时代的故事，我们的故事
——《小巷人家》读后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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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带你看中国》系
列丛书的五位作者是具有一流
学术背景的当代中国著名“考古
人”，他们利用一手发掘的材料，
简明扼要地讲述了近年来几大
遗址的考古成就，目的在于“让
孩子看懂纯正的考古成果，探知
遗址背后的文明起源”。

这五位考古学家分别是冯
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一级教授、天文考古学奠基人）、
刘斌（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
馆馆长、良渚古城发现者）、栾丰

实（山东大学考古系教授、龙山
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宏（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二
里头考古队前队长）、黎海超（四
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三星
堆 5 号、6 号、7 号坑发掘负责
人）。他们以大学者的身份来写
这五本小书，分别对应天文考
古、良渚、龙山、二里头、三星堆
这五种意义非凡的考古成就，他
们上观天文，下察地理，探寻“中
国人何以成为中国人”的答案。

在《我们的文明古老到多
久》里，读者可以“从文字和星星
看我们的文明”，原来，我们的造
字法里就藏着古人对天象的感
知和认识。天文学是中国文化的
源，夜观星象，昼察日影，从西水
坡墓葬等遗址考古发现中，我们
探知先民眼中的宇宙与四时。

在《良渚》里，我们知道了
“五千年前，世界上最大的城在
这里”。在《龙山》里，我们重返

“夏朝之前东夷文化的鼎盛时
代”。在《二里头》里，我们知道了

“最早的中轴线孕育最早的中
国”。在《三星堆》里，我们领略

“青铜时代的辉煌”。
这五本书，不仅适应儿童的

需求，它们所包含的知识和人文
精神，值得所有人去阅读、去感
知。唯有如此，才能像“中国考古
学之父”李济先生所说的那样：

“健全的民族意识，必须建立在
真实可靠的历史之上。”唯有如
此，我们才能真正拥有民族自豪
感和自信心。

（推荐书友：林颐）

《考古学家带你看中国》

《世界的宁波，宁波的世界》
从宁波经济发展、产业版图、人
才政策、生活导览、自然风光、民
俗文化、商业生活等多个视角，
全方位展现了宁波现代化滨海
大都市的精彩世界，帮助世界各
地人才快速了解宁波、走近宁
波，让世界看到宁波这座城市的
幸福厚度、态度、纯度和气度。

本书站在海内外人才的角

度，通过包罗万象的内容、中英
双语的文字、图文并茂的形式来
解读宁波。

开篇《滨海宁波，闪耀未来》
就是一幅生动的“城市肖像画”，
描绘了宁波源远流长的历史文
脉、开放进取的城市气质以及低
调务实的城市精神。从王阳明等
先贤蜚声海内外，到 122 位甬籍
院士群星闪烁，从“开放港城”

“先进制造”的宏观叙事，到“一
流强港”“冠军企业”的微观写
真。而在《奔甬而来，凤凰筑
巢》 篇章里，一幅人才服务图
景徐徐展开，描绘了宁波“五
优”人才服务体系和充满想象
的事业机遇。“全链条人才政
策”“高能级人才平台”“多方
位人才服务”等体现宁波经济
实力和营商环境的元素融入字
里行间。到了 《都市乐活，人
间烟火》 篇，我仿佛看到了宁
波版的《清明上河图》，里面有林
立的店铺、欢快的人流，还提供
了文化生活、运动休闲等各类信
息。书中专门推出了“舌尖上的
宁波”，介绍宁波蔬果、海鲜、传
统佳肴和特色小吃。

本书可以让许许多多从千
里之外来到宁波工作的人才产
生共鸣，在这座“海定波宁”的城
市中，感受它海纳百川的胸怀、
勇立潮头的气魄。人们与这座城
市双向奔赴，挥洒着汗水，也收
获着快乐，宁波是可以实现事业
与生活双美满的城市。在宁波，
都挺好。

（推荐书友：菘霙）

蔡崇达喜欢将笔尖探入普
通人生活肌理的最深处，在新出
的《草民》中，他首先提出了“我
们为什么生生不息，我们凭什么
生生不息”的疑问。接着，他便用
整部作品进行了解答。

东石镇，地处福建泉州，
是作者的故乡。蔡崇达说自己
写“草民”，写的其实是记忆中
的故乡人物，譬如曹操。这不
是外号，而是一个驼背老人的
大名。他老是一前一后背着两

个背篓，前面放着从渔民手里
批发来的小海鲜，后面放着用
来占卜的工具。作者说，他的
母亲被曹操救过好几次。在父
亲出海九个月未归之际，母亲
万念俱灰，曾想过抱着孩子一
起赴死。偏巧那时曹操探头进
来问道：“你今天过得好吗？”
曹操还让母亲欠费抽支签。他
说，那是支上上签。

黑昌爱在朋友圈里发些正
能量满满的“今日份美好小东
石”，有时是美丽的夕阳晚霞，
有时是新建的跨海大桥，有时
是海堤旁的绵长跑道，总之，
他努力塑造着自己乐观积极的
形象。让作者回东石镇时，黑
昌还盛邀其参加他们的“命运
慢跑团”。作者没想到的是，黑
昌其实早就知道自己患上了肺
癌，朋友圈里出现的几张比哭
还难看的笑脸，正是他忍着剧
痛在假装开心。他明白自己终
有一天会被病魔压倒，但他的顽
强人设不能倒。

还有蔡耀庭和许安康，他们
会疯狂去登陆点“看台风”，实际
上这是他们不约而同的一种危
险试探行为，试探命运是否愿意
借自然之力将他们带走。好在他
们最终实现了相互救赎。

我非常喜欢 《草民》 中一
个个轻灵如尘埃又不屈如英雄
的灵魂。“草民”是这个世界上的

“大多数”，他们是大多数人的父
亲、大多数人的母亲、大多数最
平常也最有故事的人……

（推荐书友：痕墨）

《草民》

《世界的宁波，宁波的
世界》

宁波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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