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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有“书藏古今”之说。盛
时，全市范围内有包括天一阁、二
老阁、五桂楼在内的知名书楼80
余座。其中，慈城亦有多座，抱珠
楼便是其中之一。

冯氏，为慈城大姓，从这里走
出过冯骥才、冯君木、冯定、冯贞群
等名流。抱珠楼为冯骥才高祖的
从弟冯本怀所创办，鼎盛于清道光
年间，曾藏书万卷。

冯本怀不仅收藏书籍，还参与
书籍的整理、刊刻工作。抱珠楼历
史上曾刻印发行过两部珍贵的地
方文献——《溪上诗辑》和《溪上遗
闻集录》。至今，宁波、杭州、北京、
上海、天津、南京、大连等公共图书
馆及民间，都藏有原刻本。

令人惋惜的是，显赫一时的书
楼，历经沉浮，部分珍藏遗失，建筑
失修。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冯本怀
的曾孙冯庆瑞将已不多的残存藏
书、珍稀刻本悉数捐赠给了西泠印
社。

2005年前后，抱珠楼的“前世”
被慈城地方文化研究爱好者钱文华
考证出来，并找到实体建筑遗存。
自此，抱珠楼走上“复兴”之路。

“河蚌含珠”的四角亭、“八相
之地”的吉祥八字厅……在修复改
造过程中，古今融汇的设计理念贯
穿始终。在营造全新的抱珠楼图
书馆时，建筑师王灏团队从浙东地
区最有代表性的“鸡笼顶”螺旋藻

井中汲取灵感，设计出兼具传统与
现代风格的穹顶结构，展现出开放
包容的心态。

人散书散，人聚书聚。2022
年抱珠楼重新开放之日，冯骥才先
生以视频形式发起主题为“天下读
书爱书人，共建共享藏书楼”的倡
议。冯骥才、李冬君、叶嘉莹、白岩
松……珍贵的题赠跨越山河，共聚
书楼，延续书香文脉。

今天，集公共藏书阅读、文化
艺术互动、学术研讨、公益活动等
功能于一体的抱珠楼，文翰荟萃，
群芳竞秀，既是年轻人感受民族文
化自省与自信力量的空间，也是活
化利用文化遗产的范本。

中共江北区委常委、慈城镇党
委书记余宁说：“私人藏书文化是
我们慈城耕读文化的典型体现，也
是时代发展的独家记忆。未来，我
们将继续最大限度地激活抱珠楼

‘众藏、共享’这一特殊属性，将其
打造成一个集展览展示、文化传
承、交流体验和服务配套等功能于
一体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拓展古
城旅游要素，拉长慈城旅游路线。”

“这里将自然的风景与传统的
古建筑以及现代的景观做了一个
结合，市民在里面可以阅读、休息、
参与各项活动，我觉得非常好，也
是今天印象特别深的一个点。”环
球网全球化事业群副总监任智君
在参观后表示。

三面环翠，一水前横。位于
宁波市江北区西北部的慈城，山
川形胜，风物秀美，是一座承载
千年历史的古县城。

唐开元年间，名相房玄龄的
族孙房琯来到这里，成为首任县
令。他将自己未尽的“长安梦”
翻刻至此，规划出“一河一街双
棋盘格局”的江南“小长安”。

今天的慈城，保留了规模庞
大的明清古建筑群，街道、店铺、
县衙、寺庙、民居排布严整，黛瓦
青砖。“井”字形街巷布局自唐延
续，是当代人研究古县城的“活
化石”，有“江南第一古县城”之
美誉。

6 月 12 日下午，2024 全国
主流都市媒体总编宁波行采访
调研走进慈城，观民俗表演，看
书楼重生，品非遗美食，赏戏曲
弦音。在古韵今风的交相辉映
中，一座千年古城展露出活力
与风采。

文献记载，慈城早在明代已
是戏文之乡，“午前开肆，午后闭
肆，击鼓吹箫，讴歌唱曲，凡戏玩
无不为”。晚清至民国初年，慈
城四季有戏，龙王戏、灯头戏、礼
拜戏、庙会戏、太平戏、花熟戏、
兰街戏、蓬头戏、开光戏、还愿戏
……不一而足。

在浓郁的戏文氛围熏陶下，
慈城走出了一位享誉全国、闻名
世界的京剧艺术大师——“麒
派”创始人周信芳。

周信芳出生在一个艺人家
庭，其父亲周慰堂是慈城望族
的后代，酷爱听戏，自己也登
台。有一次，周慰堂认识了“春
仙班”的台柱许桂仙，两人走到
一起。

受家庭影响，周信芳从小学
戏。第一次登台演出时他仅是7
岁的孩子，“七龄童”之名由此而
来。几年后，周信芳到上海演
出，前台管事报“七龄童”之名，
写海报的老先生误听成“麒麟
童”。戏班和周信芳欣然接受并
改用了这个艺名，而后红遍大江
南北。

周信芳和梅兰芳年龄相仿，
曾同在一个戏班学艺，合作过多
个剧目，时人称“北有梅兰芳，南
有周信芳”。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周信芳
也是京剧的大胆改良者，对传统
剧目去芜存菁。他的舞台，无论
唱念做打，还是在剧目、唱词、服
装、扮相方面，都有很多与众不
同的设计。他会把好莱坞电影
男主角的形体表演运用到京剧
舞台上，从华尔兹、伦巴中琢磨

舞步，改良京剧的台步，“旧中有
新、新中有根”。

为了让周信芳戏曲艺术有
根可寻，2022年初，周信芳戏剧
艺术馆在慈城落成。艺术馆坐
落于原张尚书房，一进门，古朴
典雅的氛围和一抹亮眼的红引
人注目。错落有致的花草石木、
富有韵味的青砖灰瓦，混搭上现
代气息的红色廊桥，充满张力又
大胆时尚。

在这里，人们可以“阅读”周
信芳的人生经历、艺术成就、家
乡情缘、爱国情操，戴上耳机聆
听韵味醇厚的旧时唱片。节假
日，庭院里还有戏曲表演可供聆
赏，管弦清音，水色弥漫，迤逦之
声起江南。

“我觉得宁波的历史人文资
源非常丰厚，在周信芳戏剧艺术
馆，我们看到了京剧的传承和创
新。如今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了
一定程度，老百姓解决温饱之
后，会更注重精神层面的追求。
在宁波，在江北慈城，有这么一
个历史文化深厚的地方，非常值
得我向朋友们推荐。”中国晚报
协会会长刘海陵在参观后有感
而发。

据介绍，集内涵和颜值于一
身的周信芳戏剧艺术馆，自开馆
以来，已成为慈城文旅融合的打
卡地、展示传统文化的新窗口。

“今年恰逢周信芳先生130周年
诞辰，我们已在邀请全国各地的
戏曲名家参与纪念活动，让周信
芳创立的‘麒派’艺术在千年慈
城焕发出新的生机。”周信芳戏
剧艺术馆负责人王锦文说。

宁波行

“真理，并非如有些人所认
为的，好像是玄虚的、神秘的，而
是实在的、平凡的。”这句话出自
《平凡的真理》，书的作者叫冯
定，1902年出生在慈城一个工
人家庭，1926年1月在上海商务
印书馆加入中国共产党。

思想是时代的先声。从上
世纪三十年代起，冯定就致力于
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平
凡的真理》有数十万字，成书于
1948 年，是“用人民群众听得
懂、听得进的话语”，让马克思主
义哲学“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本通俗哲学书，没有艰深
玄奥的术语，而是用贴近生活、
浅显易懂的话来讲述真理的平
凡性和实在性，使新哲学在潜移
默化间成为武装万千大众的精
神武器，影响深远。

“逆境总是有的，人生就是
进击”，这是冯定常说的话。
他认为，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
不断克服困难、改造逆境、解

决矛盾的过程。直至 1983 年
逝世，他都在用自己的生命开
路领航。

为了让“真理”的光芒照亮
更多人，近年来，慈城恢复了冯
定故居，建成占地5000余平方
米的“真理园”。一份份珍贵的
手稿著作、一张张老照片，讲述
了冯定不平凡的一生。

在“红色印记”展厅，四明大
地上的共产党人为共产主义事
业义无反顾，用鲜血和生命追寻
真理、践行真理的故事，被生动
展示。

在这里，人们可以回顾百年
党史，感悟真理伟力，赓续红色
血脉，在沉浸式体验中有所思有
所悟。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冯定同志励
志奋进向上的力量，为人们提供
了精神动力。

记者 顾嘉懿 张海玉
通讯员 王雪珍/文

记者 潘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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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2024全国主流都市媒体总编宁
波行在山清水秀的荪湖畔拉开帷幕。带着重
逢的喜悦，来自全国各地37家媒体代表再次
齐聚甬城，交流探讨，并将通过三天的时间采
访实践，感受这座经济强市、文化名城的创新
之举、幸福点滴。

在上午进行的启动仪式上，全国推进
社区治理交流平台甬派频道上线，“国传协
作·宁波之约”宁波共识发布，两大亮点引
起在场媒体的关注。而宁波晚报在社区治
理、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探索和宝贵经
验，也启发了很多媒体人。

一家都市报如何参与社会治理的微小
单元，深入到社区的日常生活和角角落
落？成立三年、已覆盖600多个社区（村）
的宁波晚报社区联盟，引起了多家媒体的
浓厚兴趣。全国推进社区治理交流平台甬
派频道的上线，让更多的媒体参与进来，为
基层治理聚智赋能。

今后，宁波晚报将联动全国晚报兄弟
单位深入推进基层治理工作，通过全国推
进社区治理交流平台的先行实践，实现社
区治理经验共享、人才共育、成果共建，形
成示范效应，引导更多的社区创新治理服
务体系，让各地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
全感更强。

启动仪式上，还发布了“国传协作·宁
波之约”宁波共识。多家媒体共同推杆，希
望通过加强城市媒体间的合作与交流，共同
提升中国城市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向世
界展示中国城市的独特魅力和发展成果。

宁波晚报的双语视频也让来自德国的
志愿者有感而发，现场讲述在宁波的所见所
闻、所思所感。

创新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是媒体普
遍关注的时代新命题。宁波晚报早早布局，
在2020年就正式启动国际传播工作，搭建了
多平台互动联通的传播矩阵，还通过志愿服
务纽带，将活跃在宁波的外籍人士凝聚起来，
开展各项公益活动，为宁波城市发展贡献力
量、留下温暖。

经过三年多的积累，集传播策划、内容创
作、平台运营、对外沟通交流于一体的全媒
体平台——汤圆国际传播中心也在启动仪
式上正式上线。

巧的是，中国晚报协会会长刘海陵也用
“汤圆”来形容自己对宁波的最初印象：“它
不仅是味蕾上的甜蜜记忆，更象征着这座城
市独有的温婉与细腻。”

同时，他赞赏宁波晚报：“作为媒体人，
我们肩负着传播正能量、服务社会、推动
进步的神圣使命，宁波晚报在这方面走在
了前列。”

记者 樊卓婧 张海玉/文
记者 刘波/摄

全国推进社区治理交流平台上线
“国传协作·宁波之约”宁波共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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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晚报协会会长刘海陵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全国推进社区治理交流平台甬派频道上线。

“国传协作·宁波之约”宁波共识发布。

宁波国际志愿者队伍现场授旗。

2024全国主流都市媒体总编宁波行采访调研走进慈城抱珠楼。

慈城古县城历史文化展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