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哪些关系？
这场学术座谈会，剖析了宁波帮的文化内涵

宁波人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

文体荟文体荟

A11A112024年7月16日 星期二2024年7月16日 星期二 责编/楼世宇 董富勇 审读/刘云祥 美编/张靖宇责编/楼世宇 董富勇 审读/刘云祥 美编/张靖宇

昨天，月湖畔名家云集。由宁

波中华文化促进会、宁波市政府驻

上海办事处、宁波市文史研究馆、

宁波天一阁·月湖景区管理办公室

主办的“宁波人与中国近现代文化

发展”学术座谈会在此举办。

与会专家学者聚焦宁波帮的发

展历程、文化认同、文化记忆，从宏

观历史和文化比较中，剖析了宁波

帮的文化内涵。

与欧洲杯同行！
“小甬超”决出
两个组别冠军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4欧洲杯
冠军诞生，西班牙队第四次登顶。与欧
洲杯同行的“我爱足球”中国民间足球
争霸赛（浙江宁波站）暨2024“小甬
超”联赛，上周末也在倾城绿茵气膜足
球场决出了两个组别的冠军：男子
U12组，海曙好美首发队夺冠；男子
U10组，宁波江北雏鹰队夺冠。

“我爱足球”民间争霸赛是由国家
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于2015年创办
的草根足球赛事，是国内参赛人数最
多，覆盖地区最广的业余足球赛事。旨
在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推广普及
足球运动，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和
生活质量，扩大中国足球人口，培育足
球土壤和足球文化。

今年该项赛事宁波站与“小甬超”
联赛联合上演，分设U8组（2016年龄
段）、男子 U10 组（2014—2015 年龄
段）、男子 U12 组（2012—2013 年龄
段）、女子 U10 组（2014—2015 年龄
段）四个组别。来自我市各甬超俱乐部
梯队及青训机构的30多支球队、近
500名小将参加比赛。

自7月2日开始，率先进行的是
男子U12组和男子U10组的较量。
U12组共有6支队伍参加，采用单循
环赛制，按积分排定名次。最终两支海
曙球队表现优异，海曙好美首发队以
1分的优势惊险夺冠，海曙奇点队获
得亚军。

男子U10组决赛中，江北雏鹰队
通过点球大战，以6比5战胜绿荫小
将队，首次获得市级重要比赛冠军。绿
荫小将队、奉化南方机械队、海曙奇点
蓝队分获第二名至第四名。

记者 戴斌 通讯员 俞学丰 文/摄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发出“把全
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
波”号召40周年。上海博物馆原馆
长陈燮君以《宁波帮的逻辑起点、历
史纵深与文化情怀》为题作了“大文
化”分享。在他看来，宁波帮发展具有
较高的逻辑起点，其倡导的天人合
一、万物并育、实事求是、知行合一，
正源于宁波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养育。

近期，陈燮君应邀完成了一篇
“从《繁花》看江南文化”为主题的文
章。在检索资料时，他查到导演王家
卫曾邀请宁波籍画家贺友直创作
《亭子间嫂嫂》的人物造型。有人形
容，“拍老上海没人拍得过王家卫，
画老上海没人画得过贺友直”，这两
位与宁波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大师
之间，亦有珍贵的交集。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张兆
安是一个“老宁波”，他分享的主题
是《宁波帮精神与近当代经济发
展》。张兆安认为，宁波帮精神具有

深深的时代烙印，从明朝后期到清
朝，他们胸怀大志，开拓进取；在民
国时期，他们兼容并蓄，同仇敌忾；
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他
们知书达理，知恩图报，秉承家国情
怀，兴家富国；如今，他们开拓创新，
勇于作为。

张兆安将宁波帮的精神价值提
炼为十个“气”——放眼全球的志
气、一往无前的勇气、知书达理的才
气、常有梦想的心气、开拓创新的锐
气、知行合一的胆气、坚忍不拔的朝
气、奋楫争先的豪气、励业重义的骨
气、知恩图报的义气。

他鼓励新时代的宁波帮，继续
积极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主动参
与高水平开放实践，服务国家重大
区域发展战略，支持宁波经济创新
转型发展，贡献新时代中国经济发
展中的宁波帮力量。

宁波大学教授孙善根集合史料
案例，分享了《商人办学——宁波帮

与近代宁波教育》。
早在清代后期，在外经商富有

实力的宁波商人就开始在家乡兴办
义庄。从蔡筠、屠继烈、叶澄衷，到严
信厚、吴锦堂、秦润卿、乐振葆、严康
懋，从清末到民国年间，宁波民间办
学高潮迭起，汇聚成推动地方进步
发展的强大教育力量。

据孙善根考查，这些学校往往
十分注重教育与实业、社会的协调
发展，积极与潮流接轨，重视英语、
计算科目及教学实践环节，有力带
动了宁波近代教育的革新。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顾骏祖
籍宁波，他以《宁波帮文化精神与中
国开放转型》为题分享了观点。顾骏
认为，出走家乡的宁波帮主动迎接
生存环境的巨大变化，不惧市场经
济潮起朝落，敢于承担使用新技术
可能带来的风险，这样的精神动力
和心理素质正为改革开放的中国所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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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帮较高的逻辑起点，源于江南文化的养育

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究院执行
院长黄江伟选取小切口，介绍了《泛
黄毕业证书背后的“甬籍高校校
长”》。他通过研究，系统梳理了中国
近现代高等院校中近400位“宁波
校长”，这当中，既有中国早期高等
学府的创办者，如南开大学的严修、
光华大学的张寿镛；又有大批具有
首创性的首任校长，如上海交通大
学的叶恭绰、上海戏剧学院的顾仲
彝；还有用一生追求深刻影响一所
学校的“终身校长”，如北京大学的
蒋梦麟、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

近年来，宁波甬上名人文化研
究院收集了一批有甬籍高校校长钤
印签发的毕业证书，并对“宁波商
帮+高校校长”的“宁波组合”进行
了全新维度的观察与汇总。

上海大学教授李瑊梳理电影业、
娱乐业、报刊业、出版业以及文学和
美术，对《宁波人与中国近现代文化
产业》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张石川、
邵氏兄弟、应云卫、黄楚九、邵荃麟、

楼适夷、巴人、唐弢、苏青、应修人、邵
洵美、潘天寿、周信芳……在李瑊的
研究中，这些宁波籍文化巨星在中国
现当代文化星空中熠熠生辉。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编辑部主
任张文鸯通过具体案例，就《宁波人
与中国出版业发展研究》进行了细
化。鲍咸昌与商务印书馆、张静庐与
上海杂志公司、张寿镛与《四明丛书》、
邵洵美与时代图书公司、唐弢与《鲁
迅全集》、楼适夷与《文化阵地》、柔
石与《萌芽》、巴人与“鲁迅风”……

一批宁波籍编辑出版家在谋取
职业、求得生存和有尊严地工作的
同时，为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救亡
图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上海市政协原秘书长兼办公厅
主任张培基是慈溪人，他从实践出
发分享了《海上宁波人的家乡情结
——用好用活上海资源，助力家乡
文化建设》，认为应该把上海辐射宁
波与慈溪接轨大上海结合起来；主
动沉到乡村，让优秀文化资源在基

层扎根；建立更加紧密的城乡文化
直接交流渠道，让更多人来帮宁波。

宁波大学书画研究会会长方向
前作了题为《近现代海上画坛中的
宁波帮》的报告。据他统计，近现代
海上画坛的甬籍画家在50位左右。
海派画家多以鬻画为生，题材雅俗
共赏，他们注重门派，讲究师承，也
有偏于保守的特点；进入现代，宁波
籍画家光芒更加璀璨，潘天寿、贺友
直、应野平、谢之光、陈秋草、孔小
瑜、胡也佛、王康乐在画坛的地位举
足轻重，他们中西融合、借古开今，
在题材、形式上实现了传统笔墨发
展的大突破，参与、引领了中国画的
革新。

与之相呼应的是，昨天下午，
“海上撷英——沪甬书画名家作品
展”在月湖贺秘监祠开展。展览精选
海上宁波籍书画名家37人的40幅
作品，以国画为主，兼有油画和书
法，将持续到8月31日。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刘利泉

专家从多个切口，阐述宁波帮的文化内涵

“小甬超”比赛现场。


