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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池春水倒映着藏书楼，风里浮动着樟木与芸草的暗
香。在天一阁状元厅的廊檐下，近十位民间藏家携上百本压
箱底的宝贵书籍亮相，来往游客或驻足品评，或翻读半晌，
再现古人“曝书会友”、私藏共赏的雅集盛况⋯⋯

如果说深藏是文明的延续，那么共享便是知识的传递。
今年4月23日，是第30个世界读书日，天一阁的一场“晒

书”活动，不仅让我们看见了中华藏书文化从家族秘守到全民
共享的蜕变，更让我们“读懂”了宁波书藏古今的精神内核。

深藏：千年文脉的绵延

450 多年前，范钦以一己之力筑天一阁，藏天下书。他
游历四方，广收典籍，与藏书家丰坊、王世贞互借抄录，使
天一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书体系，最终成为中国古代私家
藏书楼的代表。

然而，长久以来，作为宁波藏书文化的象征，天一阁存
在的意义，早已不限于书籍典藏，而是作为爱书、护书的精
神载体，在甬城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去年 3 月，在“晒晒书香味”活动中，镜头对准的是北
仑居民邱忠国为 6 万余册中医药古籍安的“家”。在他的珍
藏书籍中，有很大部分是从市井书摊上淘来的。他几十年来
苦寻书籍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旧书摊、旧书店、废纸堆，
以及废品收购站⋯⋯民间藏书家在那些废旧书册里，“打
捞”一张良方、一段历史。

20 多年坚持收藏连环画的吴建国，经常蹲守在旧书摊
旁；珍藏了几千册“红色家底”的陈苗根，为搜集一本书反
复登门拜访。如果说，珍稀古籍是“一纸千金”，那么比古
籍更珍贵的，便是这种执着的藏书精神。

除了藏书精神，“经世致用，人弃我取，时著为主”的
藏书理念，同样是天一阁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

“天一阁所藏的各地地方志和科举录等古籍文献，是重
要的历史资料。而家谱与国史、方志并列，同样是国家历
史、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藏有近 3 万册古籍家谱的家谱收
藏家、作家励双杰为自己的藏书阁命名“思绥草堂”。他
说，家谱在，人生尚有来处，“相比一间实体的藏书阁，其
重要意义在于追根溯源”。

对于这座城市的爱书之人来说，藏书之深，不在于楼阁
之高、典籍之多，而在于那份对知识的敬畏与爱惜。

共享：从深阁到市井的破壁

在古代，藏书楼侧重于“藏”，在一般情况下不具备现代
图书馆的开放共享功能。自明代范钦创建以来，天一阁“代
不分书，书不出阁”的严苛族规，以极致的“深藏”策略为
后世的文化共享奠定了基础，但也使得其藏书几乎与世隔绝。

4 月 20 日，“书海奇遇——天一阁晒书大会”在天一阁
状元厅启幕，将古人“曝书会友”传统链接到现代人的阅读
生活——让深阁典藏走进市井烟火。

民间藏家带着藏书来到天一阁活动现场，分享阅读心得
与收藏故事。看着来来往往好奇翻阅的游客，尽管内心有点

“心疼”，但励双杰依旧说“藏为所用，既然难得一见，就让
书的价值流动起来”。

一场关于“AI 时代下阅读的价值”的主题沙龙，围绕
在 AI 时代为何读书、读什么书、如何读书等话题展开讨
论。许多被深深吸引而驻足聆听的游客，感叹“宁波是一个
爱读书的城市”⋯⋯

观其所由，是宁波藏书文化的历史蜕变，即书籍及知识
从“私藏”转向“公共学术资源”。

2008 年 3 月，天一阁入选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
位”，从“藏”到“享”，保护、整理、研究、出版、活化、
交流⋯⋯宁波的古籍保护工作在各个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

藏器待时，为谋所
用。为了让天一阁
的 馆 藏 资 源 服 务
于社会，天一阁
自主研发了古籍

文 字 OCR、 智 能 句
读、命名实体识别等古籍内容

智能识别技术，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古
籍存在的生僻字多、句读难断、文义晦涩等

问题。“看得明白、读得清楚、用得顺手”，这些技
术手段进一步消解了公众与藏书楼之间的“隔阂”。
“守护，从未止步于深藏，而是让每个时代的人都能提取专

属文化‘密钥’。”正如天一阁博物院相关负责人所说，深藏楼阁
的文化基因，因共享而成为城市的精神文脉。从“深藏”到

“共享”，接力守护书香的终点，或许正是文明破壁新生的起点。

在宁波，阅读不止于纸面，各类
城市空间都是鲜活立体的“书卷”。

从覆盖市、县两级的少年儿童
图书馆，到嵌入地铁、商圈、文博
场馆的“城市书房”，在宁波这座城
市的 4500 多处转角，都能遇见“诗和
远方”。广大市民身处“15 分钟阅读
圈”，时时处处享受阅读、感知美好。

而 138 个沉浸式文化空间，更将
阅读升格为立体体验——在天一阁，
可以亲身体验古籍修复技艺，让古籍
重焕生机；在“四明书局”，可以一
边品茗，一边研读经典，在茶香与书
香中呈现一场当代雅集⋯⋯当阅读成
为空间的生命内核时，城市便有了文
明的温度与厚度。

12 个市级部门共同构建起“一
部门一特色”的联动模式，让阅

读推广从单点突破走向系统
发 力 。 市 委 网 信 办 以 AI
技术立体解码历史文化典

故 ， 让 千 年 智 慧 在 数
字 时 代 焕 发 新 生 ；

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写的红色读
本 ， 将 家 国

情怀种进青少
年心田；市民

政 局 的 “ 老 小
牵 手 · 阅 享 时

光”行动，让孝亲文化在共读中代代
相传⋯⋯每个部门组织开展的阅读
活动都各具特色，为宁波这座“阅
读之城”添砖加瓦。

而各区 （县、市） 的特色阅读活
动，则让阅读与地域文化水乳交融。
奉化区立足“文化+旅游”，擦亮“阅
读越棒”阅读品牌； 象 山 县 依 托 影
视资源打造的“情景演读”，让经典
故事在角色扮演中焕发新生；余姚
市推出的“十条走读线路”，依托浙
东唐诗之路，串联起河姆渡遗址、四
明山红色基地等地标；宁海县将“方
孝 孺 读 书 季 ” 与 “ 霞 客 文 化 探 源 ”
相结合，完成对地域精神的立体解
码；江北区依托大师工作室开展不同
类型的“艺术+阅读”活动⋯⋯

宁波 10 个区 （县、市） 将经典阅
读与地域文化基因深度融合，并进行
创造性转化，让文化 DNA转化为特色
阅读 IP，成为塑造城市品格的核心动
能，从而形成全民阅读的“宁波范式”。

从 “ 一 人 陪 读 ” 到 “ 全 城 共
读”，宁波用“我陪孩子读经典”破
解了全民阅读的深层命题——当每个
家庭都参与阅读，每本经典都在时代
语境中重生，城市也就像一本永远打
开的书，每个市民都将成为这本书的
作者与读者，让书香成为城市最优雅
从容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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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书香
为何飘不绝

在第30个世界读书
日，宁波再赴一场书香
之约——昨天，“培育读
书风尚 建设文化强
国”第四届全民阅读大
会在山西太原举办。宁
波创新打造的“我陪孩
子读经典”全民阅读品
牌，在大会的城市阅读
论坛上亮相，出席活动
的代表向全国书友分享
宁波的阅读故事。

移动的“书香巴士”
穿梭于历史遗迹与现代
楼宇之间，孩童共读
《三字经》的琅琅声在古
老的城墙下回荡……这
场始于亲子陪读的文化
实践，已从最初的个人
行为习惯升华为建设书
香宁波的传承精神并注
入城市肌理，推动阅读
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

宁波如何以阅读推
动城市的文明建设？全
民阅读的“宁波范式”
又何以走向全国，成为
可供各地借鉴的经验样
板？

从“小我”到“大我”，编织全民阅读网络

“我陪孩子读经典”中的“我”
是谁？

经典阅读的推广，首先要解决的
是“谁来做”的问题。宁波用一个

“我”，撬动“最大公约数”。这些年
来，“我”的角色在不断扩容——

“我”，不仅包括家长、老师、作
家、国际友人等人群，还包括来自社
会各界的志愿者、数字人等。将“陪
读”主体从父母扩展至全社会，让每个

“我”成为阅读的传递者，构建多元的
“阅读主体”，正是宁波的创新之处。

北仑区的“卡娃灯塔计划”聚焦
集卡司机群体，邀请劳模工匠担任领
读人，通过线上共读、线下驿站，填
补流动家庭亲子陪伴的空白；慈溪市
的“书香音乐嘉年华”，为外来务工

人员子女开启青瓷文化之旅⋯⋯
这种全民伴读的方式，打破了传

统的家庭教育边界。自去年以来，宁
波开展名家分享、走读研学、公益陪
读等活动 1.5 万场次，平均每天有超
过 30 场的阅读活动在全城铺开。

一年来，“百万学生走读宁波”
“百场经典导读进校园”“百企千匠万
家读经典”等系列活动有效链接各行
各业，受益人群超过 2200 万人次；宁
波图书馆 15 岁以下少儿阅读群体办
证量同比增长 3 倍。

从家庭到城市空间，从历史经典
到时代新声、从“亲子陪读”到“全
民共读”⋯⋯在宁波，阅读不再是孤
独的跋涉，而是成为代际对话的纽
带、城市文明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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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限”到“无限”，构建全域阅读生态

阅读活动需要载体，更需要场
景。宁波将经典阅读从书页中解放出
来，以创新思维重构阅读场景，构建

“无处不书，处处可读”的全域阅读
生态。

海曙区打造的“罗城书香专列”
将罗城六门、天一阁博物院、望京门
城墙遗址博物馆等文化地标串联成

“移动课堂”，乘客在游览中实现“行
一路，读一城”；鄞州区在餐厅、咖
啡馆、医院、社区等处打造“主题阅
读空间”，市民扫码即可进入数字阅
读世界；镇海区开展“啃读经典·书
香六脉”活动，将海防遗址、商帮故
居变为研学课堂，让儿童以“走读”
触摸历史⋯⋯

通过创新“陪”的形式，宁波发

动家长陪读、老师引读、社会伴读、
名家领读，并依托数字化手段实现远程
共读，打造文化的多元介质和多维场
景，重构了人与书的“相遇”方式——

在 凉 山 、 库 车 等 对 口 支 援 地 ，
“山海共读”特色阅读活动促动三地
学生共读经典、互写书信。在海上丝
绸之路和“一带一路”沿线节点城
市，宁波联动发起十城百校万人“共
读海丝经典”行动，开辟“书香出
海”航道，释放阅读多元价值与辐射
效应，续写新时代的“海丝故事”。

从书页到街巷，从线下到“云
端”，从本土到国际⋯⋯宁波的阅读
实践证明：阅读早已超越知识获取的
手段，而是成为文化传承、城乡互
动、文明互鉴的文化纽带。

从“无形”到“有形”，构筑触手可及的精神空间

？
记者 廖惠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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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图书馆一角。（徐诚 摄）

▲“读经典·育
未来”活动现场。
（受访单位供图）

▶户外亲子阅读。
（受访单位供图）

▲天一阁晒书大会现场。
（徐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