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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每一
座城市都是时间的见证者、文化
的传承者。《古城新韵铸辉煌：宁
波罗城的千年印记》如同一把钥
匙，不仅打开了宁波这座历史文
化名城尘封的记忆之门，更以其
独特的视角和深厚的底蕴，引领

我们穿梭于古今之间，感受罗城
从古至今的辉煌变迁与不朽魅
力，为了解宁波文化的连续性提
供了样本。

本书巧妙地将宁波罗城的历
史脉络编织成一幅绚丽多彩的织
锦，每一根丝线承载着厚重的历
史记忆。作者通过对档案文献的
深入挖掘，以遗物、遗迹为线索，
辅以历代地图、老照片、文物考古
图、古画及现代摄影作品，构建了
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平台，让读
者仿佛置身于千年前的罗城，亲
历其辉煌与沧桑。

书中详细描绘了罗城作为宁
波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的独特地
位，并通过丰富的史料，展现了罗
城在规划、治理、开放、海防、书
香、工商、孝慈等方面的卓越成
就。这些分主题的设立，全面揭示
了罗城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深刻
体现了宁波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
智慧与勇气。本书集纳了丰富的
文博资源，书中提到的天一阁、鼓
楼、望京门城墙遗址、永丰库遗址
等地标性建筑和历史遗迹，不仅

是宁波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连
接古今的文化桥梁。天一阁作为
亚洲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
因其“书藏古今”的宏大格局及

“诗书继世”的优良传统，深刻影
响了宁波人的精神世界，展现了
宁波人对知识的尊重与追求。散
落在罗城内的 287 个历史建筑（含
6 个全国重点文保单位、11 个省级
文保点）及穿城而过的中国大运
河浙东运河段，它们共同构成了
宁波独特的文化景观，这些宝贵
的文化遗产，是宁波历史的见证，
更是宁波文化自信的源泉。

书中展示了宁波罗城的发展
历史，这其实是一部活生生的文
化发展史。从鼓楼奠基的第一块
城砖开始，这片沃土就孕育了宁
波独特的人文精神：“道不离器”

“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这些
思想精髓，不仅体现在亭台楼阁
等历史遗迹中，更深深植根于宁
波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宁波人行
事处世的原则。书中特别提到了
罗城在海丝文化上的贡献，望京
门城墙遗址、永丰库遗址出土的

海丝遗迹遗物，见证了宁波作为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港口的辉煌
历史，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弄潮儿
精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成为宁
波人勇于开拓、敢于创新的精神象
征。

《古城新韵铸辉煌：宁波罗城的
千年印记》是对宁波罗城历史的回
顾，更是对未来发展的展望。书中通
过深入剖析宁波获得“历史文化名
城”桂冠的必然性，强调了罗城在宁
波乃至中国文化版图中的重要地
位。在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浪潮中，如
何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促进文
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成了一个新
的课题。宁波罗城的故事，是传承与
创新并重的生动实践，是文化自信
与开放包容的结合，它启示我们，只
有深刻理解并珍视自己的历史文
化，才能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加
坚定而自信。

本书不仅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宁
波罗城千年变迁的壮丽画卷，还是
对宁波罗城历史的一次深情致敬，
更是对未来文化繁荣与城市发展的
美好期许。

宁波罗城的历史织锦与现代华章
——读《古城新韵铸辉煌：宁波罗城的千年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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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声名远播的湘绣、
蜀绣、粤绣和苏绣等流派，青
绣别具一格，它将青海各民族
的文化精髓与精巧针法融合，
用一针一线织就青海大地的雄
浑气魄与民俗风貌，成为地域
文化的生动注脚。女作家雪归
的 《青绣：指尖绽放幸福花》，
以文化研究为经，社会观察为

纬 ， 佐 以 个 体 叙 事 的 鲜 活 细
节，编结出青绣传承、发展与
演变的丰富纹理。

在作者看来，青绣不仅仅
是一种传统手工艺，更是新时
代高原儿女创造美好生活的有
力见证。书中讲述了众多绣娘
的故事，她们凭借一双巧手和
对青绣的热爱，在脱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的道路上绣出了属于
自己的精彩。她们来自不同的
民族、不同的家庭，都因青绣
而改变了命运，实现了从传统
家庭妇女到文化传承者与创业
者的华丽转身，“借一条青绣之
路走出村庄，走出乡镇，走出
城区，走出青海，走出国门，
走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青海
有 30多万名绣娘通过青绣获得
了 经 济 收 入 ， 改 善 了 家 庭 生
活，同时也在传承青绣的过程
中 找 到 了 自 我 价 值 的 实 现 途
径，这一系列变化表明，青绣
在物质与精神层面为人们的生
活带来了积极的改变。

正是基于多年实地采访的
深厚积淀，作者才实现了对青
绣 发 展 脉 络 抽 丝 剥 茧 般 的 探
寻。这种扎实的田野调查式创
作手法，赋予作品浓郁的烟火
气息和现实意蕴。《青绣：指尖
绽放幸福花》 向我们展示了民
间艺术在现代生活中持续焕发
光彩，进而为人们创造美好生
活的无限可能。

（推荐书友：刘学正）

《青绣：指尖绽放幸福花》

“写作者要寻找理想的读
者，理想的读者能理解自己。
对读者来说，我们也在想象和
寻找跟我们相契合的作家。”在

《寻找理想作家》的作者徐则臣
看来，理想作家需要兼具开阔
视野、问题意识和渊博学识。

开阔视野意味着理想作家
要具有掌握世界的意识，并且
为之努力。“文学是要跟大家分
享的，作品是需要跟读者产生
对话关系的。你的作品让人家
连说话的欲望都没有，对话关

系怎么达成？所以视野很重要。”
徐则臣说，理想作家还要有与
时俱进的意识。时代在发展，
时代需要跟它相匹配的新的文
学样式出现，作家也应该有跟
这个时代建立联系的意识。“我
们常说，小说是以文学的形式
给这个社会留下一部信史。好
的小说理应能够跟现实形成充
分的张力，也理应具备足够的
还原历史现场的能力。”

如果一部作品跟读者没关
系，缺少读者普遍认同的或者
能够感受到的那个东西，这部
作品我们大概率不会上心。这
就要谈到问题意识。“为什么我
们现在依然在探讨鲁迅，是因
为鲁迅的作品里表现出来的强
烈的问题意识，不仅针对那个
时代的人和事，对更普遍的现
实，他也有自己的思考。”真正
的 问 题 意 识 ， 只 有 站 得 足 够
高，对这个时代、这个世界认
识得足够深刻，才能获得。

过去的作家，如果占有一
个相对偏僻的“资源”，就可以
讲述别人不知道的故事，但在
今天，这种“资源优势”荡然
无存，同质化问题不可避免。
一个好作家一定要有足够的学
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即把

“公共资源”转化为“个人资
源”，把大家都熟悉的题材处理
成带有自己独特风格、气息和
发现的东西。

作家通过独有的艺术方式，
经营出一个比自己更大、更复
杂、更多元、更经得起阐释和推
敲的世界，这就是理想作家。

（推荐书友：汪丽红）

《饮食的怀旧》是美国历史学
者马克·斯维斯洛克的“海外中国
研究”之作。马克广泛搜集材料，
剖析上海饮食文化的形成，并以
此为透镜，窥视近两百年间中国
人都市生活的演变、对地方身份
的探寻与国家观念的构建。

自古以来，饮食往往与“乡
愁”的概念密切相关，上海的特
殊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在近代被

人为构建起来的城市，来自四面
八方的人们迅速地转变为“上海
人”。如果说上海的美食也承载
了“莼鲈之思”，那么，“上海人”
的“乡愁”似乎更复杂一些，更具
有流动性，也更加变化多端。这
种“乡愁”是如何融合成为“上海
人”共同的文化记忆的呢？

上海这座城市在近代得到
了快速发展，使得这一地域的饮
食文化被填充了丰富的怀旧内
容。书中首章，讲述了上海的经
典作物水蜜桃，以及由此引出的
园林文化，这实际上是对前工业
化时代“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一
种怀旧，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韵
味。

1927 年至 1937 年，上海的
饮食多样性得到迅猛发展，全国
的地方饮食在上海都得到了复
兴，粤菜、闽菜、徽菜……各类地
方菜品的聚集，在表观上是各地
的“人”、各个社会阶层的聚集，
但从更深层次来看，栖居于此的
人对上海产生了归属感，进而演
变为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例如，
当时创作的《上海著名食品歌》
中，就自豪地宣称上海泰丰食品
公司的罐头“远胜舶来品”。

时至今日，上海依然保留着
种种怀旧，其中既有对传统的
怀旧，也有对摩登的怀旧；既有
对民族的怀旧，也有对国际的怀
旧……时间向前流淌，而新的

“怀旧”被不断地创造，当下总
会变为新的美好回忆，而未来尽
在脚下。

（推荐书友：赵昱华）

《饮食的怀旧》

《寻找理想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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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志坚

这是一部凝聚了词作者 50
年心血的歌词集，是一部具有探
索和象征意义的音乐文学，也是
一曲致敬家乡宁波的深情赞歌。

《此 心 歌 处》 由 宁 波 出 版 社 出
版，收录了 120 首宁波音乐人陈
民宪先生创作的经典歌词及部分
歌词的创作笔记、讲座笔谈，内
容涵盖家乡宁波的风情风物、对
人物事迹的歌颂及对生命情感的
深度挖掘，生动诠释了一位文艺
创作者坚持创作源于人民、为了
人民、属于人民的立场和原则。

陈民宪先生从事歌词创作 50
余年，退休 10年后，出版了第一
本歌词集。《此心歌处》 里的 120
首作品，是他从 400 多首歌词中

自选出来的，反映了他的创作历
程及创作题材、创作手法、创作
理念的变化。其中多首作品获得

“群星奖”和浙江省“五个一工
程”奖，在音乐文学领域产生了
一定影响。

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出版
人、一个读者，我通过 《此心歌
处》 走进了陈民宪先生的音乐文
学世界，这是一个充满激情、真
情与长情的世界。

歌词充满激情。所谓激情，
就是词作者的写作动机、写作灵
感是可见的，许多作品不是慢熬
出来的，而是奔流出来的。例
如，作为第五届宁波国际服装节
与第十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开
幕式主题词的 《吉祥的港湾》，
在结构上采取了一段式，篇幅短
小，情感浓缩。开头四句“有人
说你是东渡扶桑的故乡/有人说
你是海上丝路出发的地方/有人
说你是爱情红蝶的家园/有人说
江 南 的 秀 美 都 汇 聚 在 你 的 脸
上 ”， 以 排 比 手 法 拉 开 时 空 大
幕，势不可挡，气韵悠长。不需
要任何铺垫和过渡，将宁波这座
城市放在宏阔的人文、历史和地
理背景之中，表现了宁波兼具海
洋气质和江南风致的独特性、丰
富性与包容性。再比如 《不老的
信仰——献给九十三岁入党的老
阿婆》，第一段“你一手拄着拐
杖/一 手 握 紧 了 手 掌/党 旗 下 宣
誓 抬头仰望/人生的路上 从

此有了新的荣光”，有场景，有故
事，有人物形象，有心灵意象，一
下子形成了共情力、共鸣感。在副
歌部分，“追寻可抵岁月沧桑/信仰
永远不老 生命又在绽放”，升华
了情感，是这首歌的概括句，也是
这首歌的记忆点，反复激荡，令人
难忘。陈民宪先生的很多作品，因
人而感，触事而发，缘情而作，创
作意图鲜明，作品主题鲜明，故而
情感饱满、激昂，语言流畅、奔
放，结构开合度大，在音乐性和文
学性的结合上非常熨帖自然。

歌词充满真情。所谓真情，就
是词作者的情感抒发不事雕琢、朴
素真切，他的一篇创作手记以“无
真情，不写词”为题，表达了自己
既严谨认真又自由随心的写作追
求。真实的情感是经过岁月沉淀的
情感，是经过理性审视的情感，是经
过语言提纯的情感，而不是做作的、
浮泛的、芜杂的情绪。陆机《文赋》
云 ：“ 暨 音 声 之 迭 代 ，若 五 色 之 相
宣。”五声之音、五色之文，相互引
发，相互通感，相互渲染，如此方能
令人由官能愉悦上升到精神愉悦。
无论是抒发爱国之情、爱乡之情，还
是描述亲情、爱情和友情，无论是赞
颂平凡人生的不平凡，还是讴歌寻
常事物的不寻常，他基本上从贴合
生活原貌的视角出发，聚焦于人的
审美体验，借助实在、微妙、隐秘的
细节或意象表现超拔、大气、洒脱的
主题或情感。《穿布鞋的人》写的是
以宗庆后为代表的一代浙商，扣住

“穿布鞋”这个点，写浙商的“闯劲和
坚韧”“温暖和赤诚”，从坎坷之路到
遥遥星河，情感的跃升毫不突兀。

《阿拉村里的巧匠郎》是一首多段体
歌词，写了很多种职业，写了很多种
风物，巧用方言俚语，刻画生动传
神，情感里蓄积了浓郁的人间气
息。

歌词充满长情。所谓长情，就
是一种持久的承诺，一种如初的投
入，一种坚定不变的赤子之心，一
种相互理解的包容之爱。写长情的
歌词，既需要人生历练，又需要本
色显现。陈民宪先生虽然年逾古
稀，但有着孩童一般清亮的目光、
灿烂的笑容，他的歌词从来没有语
言 “ 掩 体 ”， 通 俗 而 不 庸 俗 。 在

《我的海》 中，“我知道 我的生命
来自海/我明白 我的世界在这里
存在/闭上眼睛 倾听海的呼吸/这
一刻 漂泊的心会平静下来”，他
写出了对大海、对故乡的原初之
爱、永恒之爱和在场之爱、此刻之
爱。《十年以后》 写出了饱经沧桑
之后的热烈与真诚，“谁都会最终
孤独寂寥/谁都会逃不脱空空两手/
愿那时 我热血未冷/举杯吟啸在
夕阳晚秋”。《爱如初》 是他写给妻
子的歌，“皱纹有了 头发白了/相
濡 以 沫 的 日 子 怎 会 模 糊/背 儿 弓
了 走 路 慢 了/当 年 同 唱 的 情 歌
依然唱了一路”，这样的守护与托
付，这样的理解与感悟，早已超越
了卿卿我我，传达了世上所有人生
伴侣的心声。

一曲致敬家乡的深情赞歌
——陈民宪歌词集《此心歌处》读后

汤丹文

最近，由天一阁·月湖景区
管理办公室组织编纂的 《〈云石
会传奇〉 校注》 出版，这部宁波
现存唯一敷演城市故事的古代戏
曲作品终于“宝珠重光”。

《云石会传奇》 的诞生，源
于宁波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文人唱
和，对一块石头的抒情吟咏，发
生在顺治七年 （1650 年）。宁波
府经历 （官名） 乔钵的好友闻性
道说起明代以来月湖之东的白檀
寺附近有奇石一块。于是，官员
兼文人的乔钵，寻得了这块每当
阴雨便云气氤氲的石头，为之

“洗尘”，并遍邀宁波的名家“斗
酒”于月湖宝云僧院。目的也很
明确，就是让他们酒后激发灵
感，同题作诗唱和，以成雅事。

在《〈云石会传奇〉校注》最
后，附录了清代文人有关云石的20
多首诗赋。对云石的吟咏，在宁波
延续了几百年。史学大家全祖望更
是写下“四明万山、朝宗湖南”“长
共天根，以镇枌社”之句，把云石定
为四明众山之宗、宁波城市之根。

宁波城内有湖有河，不缺水，
独缺“苍山一点”。古有镇明岭头

一说，那也就是一个小土坡。而云
石既出，且有灵气，于是“仁者乐
山、智者乐水”的文人乐居理想，
也就大功告成了。

在众多的唱和中，当时的落
拓才子包燮整了个大活儿，那就
是创作了一部名为《云石会传奇》
的大戏。其实，这个创意还是来自
为石痴狂的乔钵：他一门心思“想
作传奇，以传不朽”。此剧封面上
写有“肉芝先生订阅”几个字，这

“肉芝先生”就是乔钵自号，相当
于这部戏的出品人。事实上，《云
石会传奇》不久后“技成出演”，背
后也是乔钵一手操持筹办的。

《云石会传奇》讲了一个书生
与才女遭遇“情劫”的故事。大
意是书生杜言客居才女影云家
中，一日，杜言在壁上题了“清
风明月夜，丝竹勉为吟。雁沓鱼
无信”三句诗，因事外出没有收
尾。影云看到后，便提笔续上

“鹊报凤鸾音”一句。没想到，
影云之父误认为两人有奸情，严
斥影云，并告官捉了杜言。刚烈
的影云，含恨投水，幸被哑女

（维卫佛） 救起。

看似一出才子佳人遭难之戏，
包燮的神奇之处就是在剧中引入了
云石故事和宁波哑女传说，让这出
戏有了鲜明的宁波地域色彩，且成
为一部颇具人生高度的“穿越剧”。

影云是天上织女“支机石”所
化，落入凡间渡劫。而哑女成为串起
剧情的重要人物：作为维卫佛的化
身，哑女持帚扫地于戒香寺，“行市
井间，所至见惨容，则其家有凶
祸；见喜色，则家有福祥”。书生杜
言正是见了哑女惨容，才有了后来的
坎坷。包燮把宋代宁波哑女传说和起
于明代的云石故事、杜生公案拉扯在
一起，却也不太生硬。“哑女神迹”在
戏曲中的再创造，无疑强化了维卫佛
与宁波的关系，也算是那个时代文人
对宁波城市形象传播的贡献吧。

无疑，杜言是喜欢影云的，他
直白地说：“你看她，妙楷出自纤手，
雅 句 出 自 巧 心 ，使 小 生 喜 而 欲 狂
矣。”而影云对杜书生的感觉似乎是
不置可否，她与小妹交流时说：“休
疑有意通鱼信，不过无心报鹊言。”
两人更是商定不去理此事的方针。

然人算不如天算，影云投水，杜
言入狱。影云假装女鬼，来到赴甬官

员乔因阜在西郊的客船上鸣冤，并
吟出“因君憔悴解君愁，累我冰肌一
点雪”之句。暗夜下“女鬼”的哀怨深
情，真是应了汤显祖在《牡丹亭》题记
中所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杜言与影云在续诗的有意无心
间，产生了微妙的情愫，可说是刹
那缘起，最终却聚散无由。其实，
这剧中所述所言，何尝不蕴含着剧
作者对世间之情的自问，所谓“文
人 幻 笔 ， 妙 有 千 钧 ”。 闻 性 道 在

《云 石 会 传 奇》 序 中 对 杜 言 、 影
云、哑女、维卫佛、乔因阜等不同
年代的人物关系发出“是谁是我？
是人是谁？”这样哲学意义上的终
极疑问。而乔钵则说包燮之作“一
派骷髅，笑哭于纸上”，也算是非
常深刻的观后感吧。

情真似幻 不知所起
——从云石会唱和到云石会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